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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意义】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数字经济逐渐成为推动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深入归纳与总结数字经济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有利于推动

更多学者关注中国情境下相关问题，为引导经济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带动作用提供理论基

础。 【设计/方法】 通过对数字经济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关研究进行梳理与总结，从不同视角对

现有研究进行归纳分析，提出当前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结论/发现】 当前学术界对数字

经济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增长效率与综合评价层面，有关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作用机理研究并未形成系统性、理论性框架，需要在未来进一步扩展数字经济理论、完善分析

框架、结合中国情境形成中国特色理论。

[关键词]　数字经济；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综述；未来展望

[中图分类号] F4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4071/j.1008-8105(2023)-1051

Digital Economy Affect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ew and Prospect

CHAO Xiao-jing1,2   WANG Chen-wei1

(1.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2. Wester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digital economy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driving force and engine for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depth  induction  and  summary  of  studies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more scholar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elated issues in China,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guid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leading role of digital economy. [Design/Methodology] Through sorting out and summarizing relevant
researches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are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the  shortcomings  of  current  researche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put forward. [Conclusions/Findings] The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mostly  focuses  on  the  economic  growth  efficiency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not formed a systematic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expand
the  digital  economy  theory,  improve  the  analysis  framework,  and  form  the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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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伴随着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为代

表的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变革，数字经济逐渐成为推

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根据中国信通院发

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报告显

示，2021年全球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为38.1万亿美

元，占GDP比重的45%，且仍在持续扩大。数字经

济作为各类数字技术与经济活动融合、演进迭代形

成的产物，对推动人类生产方式变革、社会关系再

造以及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等方面均呈现出独特优

势，有利于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力。在更多领

域、更大范围与更深层次的产业变革与技术变革

中，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构建我国经济发展优势、重

塑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阶

段需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进行经济建

设。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一种规范性的价值判断，

对其内涵的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

程。早期阶段，多数研究从经济发展结果层面对经

济高质量发展内涵进行阐述。一些学者将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内涵从微观发展结果维度定义为产品和服

务质量的提升、从宏观层面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

涵理解为使用价值量的增加，将经济高速增长向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定义为国民经济系统从量到质

的本质性演变 [1~2]。之后，部分研究立足于宏观、

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发展结果界定经济高质量发

展，将宏观经济质量、产业发展质量和企业经营质

量的提升分别界定为国民经济整体质量和效率的提

高、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以及产品和服务质

量的提高[3~4]。由此，从经济发展结果的优劣程度

出发进行内涵界定，高质量发展在宏观维度表现为

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在中观维度表现为产业与贸

易结构的升级，在微观维度表现为企业产品与服务

质量的提高。而在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之后，

不断有研究注意到新发展理念对研究中国发展中的

突出矛盾与问题时具有鲜明导向与指导作用，将新

发展理念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解析的重要基

础[5~7]。综上，可以看出学术界对经济高质量发展

内涵的界定经历了从单维度向多维度的转变，但对

它的理解大都局限于结果层面，忽视了社会经济发

展的条件与过程层面。

当前数字经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数字经济

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关研究不断增加，迫切需

要对这些研究进行科学的理论性总结与归纳。当前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着核心技术较弱、经济社会

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亟需在已有研究中总结数字经

济发展特征，深化当前学术界对数字经济影响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认知，指导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并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进程。因此，本文通过对

当前国内外数字经济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研究

进行总结，归纳与提炼当前研究的不足与问题，并

阐述可能存在的未来研究方向，有利于引起更多学

者关注中国情境下数字经济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

展，为进一步指导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理论基础与支撑。

 一、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数字经济作为各类数字技术在社会运行中与经

济活动融合形成的新型经济形态，通过借助数字技

术的全面互联、集成迭代等优势更快渗透至经济社

会发展的方方面面[8]。“数字经济”一词最早于出

现于Don Tapscott 1996年出版的《数字经济：智力

互联时代的希望与风险》中，其认为数字经济是以

数字技术为核心推动经济环境与活动发生彻底变化

的系统[9]。伴随着信息通信产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发

展，部分学者以经济规模评估为目的，将数字经济

的内涵理解为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的总和。蔡

跃洲和牛新星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壮大是电子信

息制造业、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以及互联网行业等数

字化产业不断发展与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

所引致的经济增长质量改善与效率提升[10]。具体来

看，数字产业化强调数字技术的产业化，而产业数

字化则主要指各类数字技术在现有产业的应用，强

调将数字技术应用于生产与产品中进而对产业进行

数字化改造[11]。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进入成熟期，学

者们对数字经济的内涵界定更加全面，部分学者将

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

纳入范畴内，是包含平台经济、智能经济、网络经

济的一种新经济模式[12]。当前部分学者从结果维

度，即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率层面查看数字经济对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而另一部分学者则立

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特征，并不局限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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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与效率，而是从综合评价层面研究数字经济对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一）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经

济增长质量与效率层面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能为地区经济

增长提供动力，有利于提升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与效

率，这一结论已得到大量文献支持。杨文溥、钟文

和郑明贵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形成范

围经济效应与规模经济效应，二者叠加发挥作用会

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提升产生正向推动作

用[13~14]。黄雨婷和潘建伟则发现电商平台的发展与

使用对中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即数字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经济发

展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率，为实现跨

越式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15]。张勋等提出以数字金

融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数字

鸿沟，提升了农村地区家庭工资性收入与消费水

平，为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可能[16]。李研从

时间与空间角度入手测算了中国数字经济产出效率

的地区差异，指出数字经济对不同地区的经济产出

效率会产生不同影响[17]。李宗显和杨千帆认为数字

经济以技术高密集度为主要经济形态，会对全要素

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数字经济有利于通过提升创

新能力、缓解地区融资约束、降低地区创新风险，

并改善要素配置效率，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

动地区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18]。

 （二）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综

合评价层面

数字经济的泛化发展不仅会渗透到日常经济活

动中，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与质量，还会辐射到社

会福利、科技创新、生态资源保护等方面，进而影

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经济发展的结果并非

是简单通过某个指标进行衡量，而是需要基于经济

发展目标对产出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进行判断[19]。

数字经济所具有的信息数据边际收益递增、创新驱

动等效应不仅可以推动经济增长质量与效率，还可

以对协调发展、绿色发展产生积极影响[20]。一方面

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将更多人口纳入数字产业当中，

由此增加就业、改善社会分配状况；另一方面，数

字经济具有的强扩散性使得数字化技术与传统产业

融合，降低对传统要素的使用与投入，有利于减少

污染物的排放[21]。赵涛等从创业活跃度出发，在将

经济高质量发展核心内涵定义为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与共享的基础上，指出数字经济会显著降

低信息传递成本与交易成本，有效破除地区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资源与要素供需矛盾，推动大众创业与

万众创新，进而实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

升[22]。李三希和黄卓则从平台经济、实数融合与数

据要素市场三个层面分析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作用机理与内在逻辑，指出数字技术运用推

动了平台经济发展，加快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

合，并提升了数据要素的使用效率[23]。

 二、数字经济细分维度对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影响

一般而言，各类新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往往伴随

着新的经济形态的诞生、演化与成熟推动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数字经济发展以各类数字技术为核心，

大量研究从数字技术总体层面、细分数字技术层面

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层面入手来分析数字经济对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

 （一）数字技术总体层面

作为数字技术的载体，数字经济具有典型的技

术属性 [24]。数字技术不仅能与传统生产要素结合，

还能与传统生产要素形成相互协同、相互赋能的生

产系统并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25~26]。数字技术可

以嵌入各类生产活动与技术活动之中，在改善资源

配置效率的同时，带动ICT资本投资，进一步推动

资本深化进程，有效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升企业

产能。同时，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数据治理与应用

有利于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与生产力，通过对企

业“赋智”实现生产效率提升，推进企业数字化转

型升级[27]。吕铁和李载驰基于价值创造与价值获取

的视角，指出数字技术可以通过改变价值创造方

式、提升价值创造效率、扩展价值创造载体与增强

价值获取能力四个方面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28]。

还有学者考察了数字技术应用对不同产业高质量发

展带来的影响作用，如陈琳琳等指出数字技术会推

动旅游业产业效率提升、产业结构升级与商业模式

创新[29]。罗千峰等则从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规模经

济、范围经济、分工经济与聚合经济视角研究了数

字技术赋能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30]。李瑞琴

和王立勇指出数字技术革命以特有的方式对经济的

运行方式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会深刻影响国家研

发、生产与消费模式的转变，可以通过提升企业创

新效率、生产效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等方式提升

高质量发展水平[31]。

 （二）细分数字技术层面

不少学者从各类具体的数字技术视角，如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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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视角，细致阐述了以

各类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推动作用。

 1. 人工智能技术

作为生产网络中的新一代通用技术—人工智

能技术的使用与扩散是推动我国技术进步与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32]。人工智能能推动技术外溢

与创新，培育各类先进生产要素，革新生产方式，

改进分配结构并提高分配效率[33]。同时，人工智能

可以深刻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高质量发展，一

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全局渗透性、替代性、协

同性等特征，对不同领域产生要素替代与知识溢出

等效应，提高各个生产部门的产出效率，由此带动

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以人工智能基础层、技术

层与应用层构成的人工智能产业可以有效输出人工

智能技术，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具有的资本深化与劳

动替代效应，达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的

智能化生产目标[34]；此外，杨虎涛提出当前人工智

能本质上是一种智能连接技术，从人机互联到万物

互联，代表了自动化发展为智能化的趋势，可以从

产业组织形式等方面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35]。

 2. 区块链技术

区块链技术已经成为当前全球科技竞争的新高

地，其技术应用已经延伸至多个实体经济领域，积

极推动区块链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有助于推

动我国产业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区块链

是数字经济下开放式创新的新模式、协调产业融合

的新路径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36]。区块

链技术具有数据不可篡改、去中心化、智能合约、

集体维护、可溯源等典型特征，区块链技术的广泛

应用有利于防范企业信息操纵、恶意欺骗等道德风

险问题，帮助银行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为供应

链上的企业提供低成本、高可及性的融资服务；同

时，区块链技术可以有效突破供应链金融存在的

“信息孤岛”问题，形成产业联盟并提高监管效

率，推动供应链金融创新、解决供应链融资问题进

而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37~38]。此外，有研究指出区

块链技术能够从金融领域扩展进入社会领域，带来

政府治理体系创新。一方面，区块链技术可以有效

推动政府角色与职能转变，帮助政府实现组织结构

的扁平化与治理服务的透明化，进一步提升政府创

新绩效，构建智能化、服务化政府；另一方面，借

助区块链技术可以推动形成新型政府基础信息资源

协同共享治理模式，该模式相比于传统政府治理模

式具有安全度高、信用性好、透明度强等优势，可

以有效实现政府多元主体之间信息新协同以及主体

间的相互信任，提高政府治理效率与治理能力，进

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39~40]。

 3. 工业互联网技术

工业互联网技术运用可以有效打通研发设计、

生产制造、流通与消费环节，构建基于云平台的数

据收集、挖掘与分析体系，有效推动各类生产资源

的泛在连接与流动，实现弹性供给与高效资源配

置，由此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41]。工业互联网与数

字平台的应用有利于推动生产要素在数字化过程中

进行多形式组合配置，推动生产从单个企业转向不

同企业协作，有利于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由传统

“连接”转向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深度“链接”，推

动平台与企业之间、平台间的协作与沟通，极大提

升生产效率与价值实现[42]。同时，工业互联网应用

所带来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有利于形成物

理世界与数字空间的集成与融合，互相映射，带来

全方位的数字价值赋能与创新，实现各类资源的进

一步优化配置[43]。武汉大学工业互联网研究课题组

指出，工业互联网技术是数字经济时代浪潮下塑造

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战略着力点，是实施创新战略的

重要载体，可以将大数据、物联网、5G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通产业链、价值

链与各类工业生产要素，打造基于大数据收集、挖

掘与分析的制造、服务系统，实现生产能力提升、

知识信息复用与开发者经验集聚，实现资源、要素

的泛在连接与弹性互补，提升各类资源配置效率，

由此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44]。

 （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层面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培育

经济新动能的土壤[45]，可以为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

转型提供有效的底层支撑。以数字化为核心的新型

数字基础设施有利于助推供给侧改革，深度改善制

造业生产流程，推动新业态、新模式的出现，促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46]。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各类新

型数字基础建设速度加快，不少学者开始研究新型

数字基础设施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新型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一环，

可以为我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提供底层支撑，一

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基础设施投资的“乘数效应”，

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可以形成经济发展新业

态、新模式，推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与产业体

系[47]。钞小静指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以依靠新一代

信息技术融合叠加迭代形成的基础设施体系，可以

通过动能转换、结构优化与效率提升三个层面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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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48]；李海刚从实证角度验证了

数字新基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且

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与创新基础设施对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作用均显著为正[49]。还有学者

分析了各类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我国各类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推动作用，证实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有助于推动各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不同产业

内部的高质量发展[50~51]。

 三、数字经济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

用机制

当前已有研究证实，数字经济至少会从以下作

用机制与渠道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企业创新

与效率提升；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要素配

置效率提升。

 （一）企业创新与效率提升层面

就企业创新与效率提升而言，已有研究论述了

数字化转型会给企业带来创新管理的变革、知识溢

出与技术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与内部控制质

量的提升。陈晓红等指出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数字

产品会改变以往创新模式，形成数字化创新。借助

数字技术更低的搜索与分享成本可以帮助多元化创

新主体更便捷、快速获得信息与知识，推动分布式

创新模式与机构的形成[52]；李小青等从信息资源使

用效率、创新过程可控性与运营流程连通性角度入

手分析了数字化创新对助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企

业高质量发展的带动作用，指出数字化创新有利于

形成新的产业链与价值链，打破原有价值创造体

系，形成多维创新路径以此带动产业链条延伸与产

业结构升级[53]。借助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可以深入渗透进入企业生产的

各个环节，增强技术、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流通性

的同时，利用数据要素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在研

发、生产与销售环节搜集到更多实时数据，为企业

研发设计提供更多数据反馈，推动研发人员不断改

善产品与服务质量[54]。同时，借助数字化的数据挖

掘技术，企业可以在研发与生产过程中尽可能降低

知识学习成本，将新知识迅速转化为企业生产力，

由此带动技术创新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55]。不仅

如此，数字经济还在可以提升企业管理者的管理能

力与管理水平、提升内部控制质量的同时，充分激

发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创新的推动作用，在强化知识

溢出与创新效应的同时催生出开放式的创新环境，

高效培育与催生企业家精神以此带动企业高质量发

展[56~57]。此外，还有研究指出数字经济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借助各类数字化设备

可以降低融资信贷方面的信息不对称性问题，降低

企业议价成本、信息搜寻成本与监督成本，有利于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58]。

 （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层面

就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来看，数字经济可以发挥

规模经济效应、精准匹配效应、效率提升效应等效

应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我国产业数字化

程度[59]。借助各类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在产业供给

端通过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为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向中高端迈进注入动力。一方面，产业数字化

可以将产业内部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有机融

合，从数字层、平台层与物理层赋能产业结构升

级。由数据要素汇聚的数字层可以通过数字化技术

搭建的平台层，形成大数据服务与分析，赋能产业

底层的物理层，实现产业数字化转型[60]，推动形成

“云计算–算力–数据”的数字化生产方式，实现生

产计划的科学合理定制，带动产业结构升级[61]；另

一方面，数字产业化的形成有利于形成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形成新的产业链条，有利于推进整

体产业结构向高级化与合理化迈进[62]。进一步来

看，数字经济发展所形成的新生产要素—数据要

素可以充分激发产业发展新动能、新基建构筑产业

发展结构性力量，智能制造业延伸产业链条，组织

架构再创增值规模[63]。数字经济可以有效重构产业

内良性竞争合作业态，通过加强物联网、工业互联

网等技术与产业内组织的协作进而实现对环境的快

速反应以及实物资源的有效配置，为进一步跨区域

生产协作提供条件，同时推动产业活动由原来单个

企业向网络生态化的组织方式转变[64]；此外，数字

经济能够赋能供应链生态系统，实现以区块链技术

作为系统底层框架的基石，推进各类新兴技术的熊

彼特式创新，利用关键性核心技术突破支撑新兴产

业发展[65]。数字经济发展为消费者提供了新生活方

式与个性化服务，进一步为企业根据消费者需求进

行个性化定制提供了条件。刘鑫鑫和惠宁研究发

现，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激发创新活

力与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66]；白

雪洁等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新技术簇拥涌现机

制、数据链接要素重塑机制与三重潜力释放机制显

著推动了产业结构服务化、工业结构高级化和服务

业结构高级化，对产业互动水平的影响为显著为正[67]。

 （三）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层面

就要素配置效率提升层面来看，数字经济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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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效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与创新能力，从而赋能

经济高质量发展[68]，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下数字资本

替代其他资本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在数据

成为新型生产要素之后，经济社会运行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对传统生产要素的依赖程度，有利于推动

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与利用水平[69]。数字经济以大

数据、人工智能与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应用为主要特

征，凭借其数据处理、信息获取与跨时空传播等近

乎零成本的优势，有效缓解创新过程中研发要素供

需矛盾与产品供需矛盾，有利于提升突破性创新的

倾向性[70]。此外，有研究指出，数字经济时代信

息、知识与数据等生产要素具有更高程度的协同性

与渗透性，伴随着新生产要素的不断投入，可以有

效改善高端生产要素占比，推动要素配置结构优化

升级；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引导各类要素

向先进生产力聚集，实现要素配置在行业与区域间

达到最优状态，推动同等投入规模下产出水平健康

接近生产可能性曲线[71]。丁志帆认为数字经济作为

技术高密集度的经济形态，在推动技术变革与改善

要素配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数字经济

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优化创新环境、降低创新

风险等途径推动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数字经济通

过提升信息搜寻效率，打破要素供求双方之间的信

息不对称性壁垒，可以纠正生产要素错配问题，有

效提高要素匹配效率，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72]。

 四、结论与研究展望

 （一）现有研究的基本发现

伴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的浪潮出

现，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日益成为推动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量。本文系统总结当前学术界对数字经济

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关研究，并对数字经济影

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和渠道进行了归纳。

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

具有显著推动作用。无论是考虑到以经济增长质量

与效率来表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或以综合评

价体系来表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这一结论都

依旧成立。其次，部分研究基于“技术–经济”范

式对数字经济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研究，从数

字技术、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视角阐述数字经

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后，当前大量

研究从企业创新与效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创

新能力提升视角阐述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影响作用。

然而，纵观现有研究，可以看出：一是当前对

数字经济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仍然以传统经

济学投入产出理论分析数字经济的影响效应，大多

从要素结构升级、要素利用效率视角来展开研究，

忽视了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生产要素之外的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二是当前有关数字经济影响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研究大都聚焦于数字经济或者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某一侧面，尚未有文献完整、系统提出数

字经济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性框架，并没有

从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与典型特

征入手展开分析，缺乏系统性的阐释与讨论。

 （二）未来可能存在的研究方向

基于上述对已有研究的总结分析，本文尝试从

以下方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一

是未来可以进一步对数字经济有关的经济学理论进

行扩展分析。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以各类生产要素作

为核心投入并以此分析经济增长路径，然而数字经

济发展过程中会不断产生非经济要素对经济发展的

贡献，例如数字化孪生技术可以在虚拟世界实现分

析、模拟与预测事物的未来趋势，实现对经济活动

的影响。由此，数字经济时代下的经济学理论还应

当关注非经济要素对经济正增长的影响。二是未来

需要进一步系统、完善地构建数字经济影响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如从条件–过程–结果三维视

角对数字经济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理论性

阐述。三是未来可以根据中国情境，构建中国特色

的数字经济理论分析体系，让数字经济成为驱动中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动力。中国当前拥有的

海量数据与数字经济的规模优势有利于为中国学者

研究数字经济问题、创新数字经济理论提供实践与

现实基础，通过借鉴西方经济方法与思想，结合中

国数字经济发展实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经

济理论体系，以此指导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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