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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的要求，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等新一代数字信息

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为共同富裕的推进带来了新的契机。当前，数字化在社会稳定、社会治理和

资源配置等领域的作用愈显重要，同时在共同富裕进程中也遇到诸多挑战，因此探索数字化治理如何进

一步助推共同富裕变成了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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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a requirement of the new era.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generation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5G, digital technologies have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At present, the role of digitalization in social stability, so-
cial governance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t the same time, 
many challenges are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refore, it has become 
an urgent need to explore how digital governance can further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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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8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

中促进共同富裕。”近年来，随着我国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各种新一代数字信息网络技术的

迅猛发展，以大数据为关键技术要素、以新型数字化信息技术创新为重要核心发展驱动力、以数字信息

网络基础设施为重要技术支撑的数字化治理创新模式在迅速发展普及，助推着共同富裕的进程。从发展

进程来看，中国努力进入以共同富裕为中心的时代正好和大力推进政府数字化建设的时期不谋而合，共

同富裕道路的顺利铺就需要依托数字化的发展。从整体目标来看，共同富裕和数字化治理模式发展的目

标高度契合，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必须要解决区域之间的信息差的问题，要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需要广大群众的共同参与，而数字化治理模式的信息公开化、治理主体多元化、公众参与直接化

等特点为共同富裕的发展提供了机制保障，为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助力。 

2. 数字化治理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实践导向 

2.1. 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为共同富裕提供安全保障 

随着移动物联网、人工智能、VR、互联网+等新一代技术的快速推广，各地政府配合大数据、云计

算平台等专业应用，提高了在卫生、食品、消防等公共管理领域的信息收集和分析能力，充分展现出数

字技术为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提供的有力支持。在卫生管理方面，以阿里巴巴为主要代表的多家科技创业

公司首次应用了一种开放、灵活、即插即用的数字化管理功能，以帮助各省和地方政府搭建数字化疫情

防控指挥平台，真正实现了多地点对点、滚动式的疫情大数据信息更新和动态监控管理。比如基于大数

据、云计算等现代数字技术推出的健康码、行程卡，确保了公民的安全出行，推动了社会的复工复产复

学。在食品安全上，数字化的食品安全工作管理模式，让大数据为食品安全工作提供了管控服务。饿了

么利用平台大数据分析、云计算、创新科技等技术优势，形成了精准、有效、全闭环、有温度的“数字

食安”管理模式，提高了基于智能商户食安风险信息感知的监测能力，推动了平台商户共建共享共治的

智能食安风险管理体系建设[1]。在保障消防安全上，智慧消防以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多个新一

代消防信息安全平台为基础支撑，从社会火灾防控、应急逃生救援、后勤保障三个不同角度，构建了一

个立体化、全方位覆盖的全国火灾灾害防控信息体系，实现了从消防到安防，从火灾防控管理到现场消

防调度的全程自动化、数据化、精准化和流程智能化，给社会民众生产提供了更全面、更高效、更智能

的安全生产保障。通过对社会各领域的数字赋能，数字技术提高了社会治安的系统化、精细化、智能化

水平，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保障。 

2.2. 打造社会治理新模式，为共同富裕构建发展格局 

数字化治理是通过数字化技术与传统科学治理理论的有机融合，利用数字治理技术的巨大优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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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智能化的政府公共服务，其重视公民自制素养的培育，能够有效增强公民的社会互动性和参与性，

提升各级政府机关公共政策管理能力水平，从而实现政府公共治理的技术创新。当前，数字化不仅为社

会治理带来了新理念、新方法，又在治理模式上开辟了新路径、新空间。浙江省以“互联网 + 政务服务”

为技术支撑开展的“最多跑一次”改革，通过推进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流程再造，促进不同部门、

层级、区域政府的数据共享，在最大限度为市民、企业获得政务服务创造便利条件的同时，大大提高了

政府行政效率，也规范了权力运行，降低了体制成本。[2]上海市推出 30 分钟就医服务、为老服务“一键

通”、停车服务“随心约”、出行即服务平台等便民示范应用，成为打造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超

大城市“数治”新范式，以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3]共同富裕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

内在要求，而数字化以其新技术使用的便利性和管理的智能化，确保了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利益资源共享

机制的有效实现，强化了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公平，坚持了“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治理观，以高

效能的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共同富裕的发展格局。 

2.3. 整合资源优化配置，为共同富裕注入强大动力 

大数据因其大量、多样、高速、低价值密度、真实性的五大特点，并且能够将繁复冗杂、分散配置

的资源迅速整合到一起，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高效、高质的数字化治理。在对资源的整合上，许多城

市利用数字技术，跨平台融合基础设施，推进城市的数字化转型。上海市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充分利用

电力充电站基础设施的公共能源数据采集与质量监测的市级数据平台，实现了充电设施信息、交通流量

信息、停车泊位信息或电网信息的数据对齐与融合，避免了城市“堵上加堵”、“峰上加峰”两个痛点。

嘉兴市嘉善县自行开发运行的“矛盾化解受办一体化系统”，通过阿里提供的 RPA 数据同步技术将县数

据同步至省矛调系统，整合了分散在省、县、镇街、村社、网格等各块的零散数据信息，提升基层政府

的就地调和能力。在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上，数字技术在新冠疫情防控中有力地支撑了各类资源的统筹、

生产、调配和使用，提高了对资源的配置效率，加强了对疫情的防控能力。在疫情爆发的初期，国家计

委工信部已在第一时间组织建立了首个国家重点医疗物资安全保障供应调度信息平台，来实时收集、统

计、分析、监控、调度各类国家重点医疗物资供应企业的药品产能、产量、库存等使用情况，保障医疗

物资使用的有效性和时效性。社会资源的均等分享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全体人民对能源、信息、医

疗物资的共享是共同富裕的重要体现，而数字赋能为其实现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3. 共同富裕进程中数字化治理的挑战 

目前数字化在对社会稳定、社会治理和资源配置等领域的作用愈显重要，治理结果也卓有成效，但

随着科技更新的加快和人民对生活水平要求的提高，数字化治理在共同富裕进程中遇到了诸多挑战。 

3.1. 数字鸿沟亟待进一步缩小 

数字鸿沟的概念起源于 1999 年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发表的一篇题为《在网络中落

伍：定义数字鸿沟》的报告。这一鸿沟更多地表现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数字媒体接触和使用状况的差

异所导致的信息鸿沟。数字经济所催生的各种新业态、新服务已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点，而新冠肺炎

疫情的出现更是加速了社会的全面数字化，原本存在的数字鸿沟之困愈发突显。数字化和老龄化的相撞

让很多老年人在这个时代掉队；部分边远地区师生由于设备问题不能保证正常的线上教学；态度观念和

使用方式的不同导致很多数字受众者误入数字歧途，本应为生活带来方便的数字化成为了生活的“拦路

虎”。共同富裕的实现必须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群体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也表现为不同的社会

经济水平，因此，这道数字鸿沟必须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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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字壁垒有待打破 

共享是共同富裕强调的一个方面，但是目前政府部门或企业组织之间的数字壁垒现象普遍存在。一

方面，组织间的数据开放平台融合较难。组织的差异化服务基础平台会带来数据的搜集、整理、利用等

方面的标准差异大大地增加了信息的共享成本，使得数据不能共享，信息利用率低。另一方面，数字管

理部门繁多，结构条块分割，层级间信息控制、信息系统碎片化，不同部门间存在信息壁垒，协同性较

差。由此可见，标准规范的差异化和数据流转的阻碍与共同富裕所强调的“共享”理念相悖，要实现信

息的交互，必须打破数字壁垒。 

3.3. 社会公众在数字治理中的参与感弱 

互联网曾被广泛看好为拥有促进公民参与治理的巨大潜能，尽管表面上的公共信息提供与服务都做

得非常好，但是在一些提升政府部门的自身管理水平、加强政府外部监管和政民互动的重要项目上，存

在不足。一些治理模式只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脱离了公众的现实需求，使得公众真正需要得到的公共

服务无法满足。诸如民主选举、民主决策的政治活动公民在线上参加的活动范围相对较小，而且在网络

问政上，政府存在选择性回应的问题。尽管数字科技促进了政府政务公开的规范性，但这并没有系统地

提高公民参与度，无法真正有效做到为人民服务。 

3.4. 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应用水平不高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和文化需求。”文化产业在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中进

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但在具体应用水平上有待提高。在数字文化的消费方面，由于传统的文化企业难以

应用高水平的数字技术，文化内容无法与数字技术很好的融合，消费者体验感较差。在数字文化产业发

展方面，我国仍未完善对稳定、具有竞争力的数字文化产业生态的构建，文化企业整体的协同力、创新

力和竞争力较弱。在数字文化产业的人才引进方面，由于这个领域的发展刚刚起步，数字文化产业领域

表现出的专业性不强的特点，发展也较慢，人才缺口大。 

4. 数字化治理助推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 

推进我国高质量发展进程是加快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石，因此，要以推进数字化赋能带动高质量

发展，积极探寻有效的数字化治理模式是推进我国共同富裕进程的题中之意。 

4.1. 弥合数字鸿沟，共享数字福利 

首先，要进一步消除特殊群体面临的数字鸿沟，提升政务信息无障碍水平，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对农民、老年人等弱势群体而言，由于自身知识水平和技能素养较低，形成数字工具上的排

斥，无法享受数字红利。因此应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构建全方位的数字教育体系。政府要以规划

数字素养培育体系的领导者身份提供良好的社会数字化氛围，学校和专业培训机构作为具体政策的执行

者要组织实施数字技能专业培训，努力建设免费使用和共享资源服务示范点，推动数字资源的均衡配置。

其次，要切实做好促进城乡深度融合协调健康发展的工作。促进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城乡

的深度融合发展是当前我国乡村振兴的重要发展举措。通过建立一个跨不同部门和地区的管理数据、信

息沟通和资源共享协作平台，构建区域一体化的资源统筹配置管理机制，有效监督控制区域不平衡发展

进程中所带来的各种区域性资源垄断。再次，要加强技术创新能力，推动信息无障碍化建设、应用适老

化改造等，保证所有人群都能共享数字化带来的便利。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8486


单夏芬 
 

 

DOI: 10.12677/ass.2022.118486 3554 社会科学前沿 
 

4.2. 促进数字多主体协同共治，激发共同富裕内外张力 

首先，为适应数字化社会的发展，各级各类的治理主体都要进行治理理念的更新，尊重多元主体在

数字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上的差异，形成在大数据时代下的多元协商共治意识，加快对各种数据的分级

分类与征集共享，打造“一窗通办”的一站式服务窗口，通过互联网技术积极拓展公共服务职能，提高

治理效能，为多元协商共治提供优质条件。其次，要培育各类社会群体和社会力量，推进多方式、多渠

道汇集全量多元数据，政府通过自主放权、让权给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开展“多跨场景”应用，串

联各种组织各种部门，推进多元参与，促进全社会各类主体高效协同，形成以政府力量、社会力量和市

场力量为主的多元主体协作联动的高效能治理体系。再次，要利用互联网等技术发展畅通社会各个阶级

沟通对话的渠道，推动跨界流通共享，促进各阶级之间的协同治理，通过数据平台由多元主体一起完善

议事规则和程序，完善多元协商共治体制机制的建设。 

4.3. 鼓励社会公众参与，让公众成为数字化治理的创造者和受益者 

以人民为中心是实质性推进共同富裕的主导，要精确对准公众需求，及时反馈公众需求，拓展公众

监督渠道，在健全公众共同参与的治理体系的同时推进共同富裕。首先，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

技术基础，通过“在线社区”加强公众的文化和身份认同，精准感知公众的特征和需求偏好，为公众提

供精细化的政务服务，更高效、更准确地满足公众需求，同时使资源利用最大化。其次，将资源信息化，

让信息流动起来，为公众的直接参与和诉求表达提供畅通的渠道。搭建一体化运用平台，让平台前台的

客服，中台的运营部，后台的技术部互相保持密切的信息交流，对公众的参与和表达进行更有效的回应，

从而减少管理成本，提升管理效能，最大化程度地达到以人为本的善治目标。再次，积极打造政务部微

信官方公共账号的监督一点通平台，提供更加顺畅的社会公共监督检举反映途径，让社会公众即使在手

机上也可以有效地反映工作中出现的违纪违规现象，进一步增强基层行政监察工作的透明度，激发社会

公众参与政府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积极性，实现人民群众在共同富裕中的主力军作用。 

4.4. 大力发展数字文化产业，营造浓厚的共同富裕人文氛围 

数字技术已成为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主要载体，文化产业进一步带动和影响了数字技术的应用

和创新。首先，要激发数字文化的消费潜力。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打造丰富互动的数字文化消费场景，

以促进数字文化高质量发展，顺应我国经济转型和市场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让新的消费技术和新的

消费模式成为数字文化消费的主力军，赋予文化更多活力。其次，促进中国数字文化的高质量发展，健

全数字文化产业链政策，加强传统文化企业、政府机构等组织的合作，增强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化、协同

化和市场化。再次，完善数字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大力建设和扶持一支了解传统文化产业、能够应用

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弥补当前文化产业的人才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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