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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经济的概念和特征
（一）数字经济的概念
数字经济的概念，最早由经济学家唐·太普斯

特科特提出。随后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和尼葛洛庞帝进
一步发展完善数字经济的理论。尼古拉斯的研究指出
了信息技术的发展前景和价值，引发学术界和政府部
门的广泛关注。目前学术界对数字经济的定义主要有
以下几方面：第一，从经济活动的角度研究数字经
济，认为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是数字。信息网络和通
信技术在数字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第二，从
投入、产出的过程研究数字经济，认为数字经济是各
种数字化投入（包括技能、设备和其他数字化产品）
所带来的全部经济产出。第三，从经济组织结构的角
度分析数字经济，强调数字经济是基于互联网、移动
通信设备等数字技术实现的全球化网络。第四，从经
济效率的角度分析数字经济，认为数字经济是依托信
息技术以资源配置优化为目标的经济活动。本文认为
数字经济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经济活动。信息以数
字的形式在消费生产过程中不断发挥独特的价值，在
信息不断地累积的过程中，实现数字经济的扩张和演
化。

（二）数字经济的特征
由于信息与土地、资本等传统的生产要素有显著

的差异，信息的积累会释放出经济价值，并且随着经
济规模扩张，经济价值也急剧上升。因此数字经济呈
现出边际收益规模递增的特征，这决定了数字经济具
有高成长性、强扩散性、边际成本递减的特征。

1.高成长性
信息随着规模扩张，会表现出边际收益递增的

特征。数字经济中的互联网领域一直被梅特卡夫法则
（Metcalfe's  law）所支配——网络的价值等于其节点数
的平方。因此，网络的价值会随着与其连接结点（计
算机）数目的增加而快速增值。对一个的网站而言，
点击率便是“结点数目”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衡量
网站价值的主要指标。信息拥有量越大，单位回报越

高。所以数字经济具有天然扩张的倾向。随着数据的
不断扩张，数字经济中的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2.强扩散性
数字经济是依托信息为基础的经济业态。随着信

息采集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将传统经济中
产生的信息进行收集存储传输处理，实现数字经济和
传统经济的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向传统经济的扩张效
应不断增强，同时传统产业数字化也不断提升，传统
产业的生产效率进一步强化了数字经济的扩散效应。

3.边际成本递减
与传统经济产品生产边际成本递增所不同的是，数

字产品具有边际成本递减的特点，即每生产一单位的产
品，其生产所费成本逐步减少。如软件行业在研发阶段
一次性投入研发成本，此后每生产一份软件产品，只不
过是研发结果的简单拷贝，因此数字技术的虚拟性及可
复制特性的决定了数字经济的边际成本递减规律[1]。

二、数字经济引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
（一）微观层面
1.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是指通过扩大生产规

模而引起经济效益增加的现象。规模经济反映的是生
产要素的集中程度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规模经济
的优越性在于：随着产量的增加，长期平均总成本下
降的特性。但这并不仅仅意味着生产规模越大越好，
因为规模经济追求的是能获取最佳经济效益的生产规
模。一旦企业生产规模扩大到超过一定的规模，边际
效益却会逐渐下降，甚至跌破趋向零，乃至变成负
值，引发规模不经济现象。在数字经济时代，相对于
传统生产过程，企业的生产过程有高固定成本，低边
际成本的特征。以传统的产业为例，产品的升级研发
投入会使企业的固定成本不断增加。由于边际成本较
低，企业倾向于不断扩大生产规模，拉高固定成本，
降低长期平均成本，实现生产的规模经济。

2.范围经济
与技术上的关联性企业，通过生产多种关联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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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从而实现生产上的规模经济。这便形成了传统意
义的范围经济。产品的关联性较强范围，数字经济的
特征就越显著。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平台企业拥有海
量的用户群体，可以拓展经营范围，形成较强的长尾
效应。不仅推广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还可以进行
个性化定制，实现了差异化生产。 

3.网络效应
根据经济学家梅卡夫指出，网络的价值与网民的

数量平方成正比。网络有外部性和正反馈效应。随着
入网的用户数量不断增加，互联网和相关信息通信技
术所带来的网络外部性不断凸显，当用户数量超过某
一临界点时，带来正反馈效应，网络价值会爆发式增
长，释放出来。例如QQ、钉钉等社交平台，随着用户
数量的激增，使得信息传播会越发充分，网络价值的
释放会吸引更多企业用户和消费者不断加入。递增的
边际效应和网络联动效应形成了促进要素流通，新的
动力机制。面对新形势下，消费者日益多样化个性化
的需求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商业模式，
如online  to online线上到线下的模式数字经济，将供需
双方的信息转化为数据，对供需双方的信息进行了有
效的整合和精准匹配，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
资源配置效率。例如O2O，借助了大数据平台掌握了消
费者对不同产品的青睐程度，可以为不同的消费者推
送个性化的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实现了商家和消
费者的有效匹配，交易的匹配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二）宏观层面
1.产业关联效应
在现有的产业分工体系下，数字产业与其他产业

有着紧密的关联。随着现有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传
统产业之间的关联度进一步增强。数字信息技术的创新
变革，从数字产业开始进而扩散至其他关联性较强的行
业，借助数字技术的高协同性、正反馈效应，形成了较

强依附关系的产业集群。其他产业横向、纵向的产业关
联，可以有效降低新技术范式的成本。

2.产业创新效应
每一次技术的变革都带来了新产品、新模式、新

业态的诞生。现有产业的技术变迁有效地促进了产业
形态的更迭。在数字经济时代，信息通信产业有着多
重技术复合而成。数字技术系统内部又是一个较为独
立的产业生态体系，每一个环节都有独立的产品和服
务。每一轮技术革新不仅带来了产业创新，同时也促
进了后续产业的发展。

3.产业结构调整效应
互联网、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成为当前中国社会

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随着互联网、信息通信技术逐步
实现高级化，产业内部的结构更加合理。数字产业在实
现自身不断创造创新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传统产业部
门的数字化。新旧产业协同性不断增强，进一步促进传
统产业向数字化、自动化、智能化转型。数字经济的发
展，特别是数字技术的融合创新，不仅改变了传统产
业，而且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统行业的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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