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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国家在面对新形式下提出的新的经济发展首要任务，随着经济的发展，电子商务

以“便捷、高速”的优势迅速占领头筹，从生产与消费的角度来看，电子商务的出现促进了消费者们进

一步消费，消费者的消费推动了电子商务范围、空间的拓展，由数字银行到网络营销。在此过程中，数

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以竞争者的身份相互驳斥，经济发展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实体经济是就业之本，必

须巩固发展实体经济，稳住国民经济，推动就业发展，在新形势下，要将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有效结合，

促进生产消费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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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primary task of the country’s new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face of new form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e-commerce quickly 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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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pies the first place with the advantages of “convenience and high spe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he emergence of e-commerce promotes consumers to further con-
sume, and consumer consumption promotes the expansion of the scope and space of e-commerce, 
from digital banking to online marketing. In this process,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
my refute each other as competitors, and the tren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polarized. The real 
economy is the foundation of employment. We must consolid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
omy, stabilize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promote employment. Under the new circumstances, we 
must effectively integrate the real economy with the digital economy to promote new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Keywords 
Real Economy, Digital Economy, Mode Optimiz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1]。2022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到

2025 年，数字经济迈向全面扩展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10%，数字化创新引领

发展能力大幅提升，智能化水平明显增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取得显著成效”的总目标[2]。 

2. 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相关内容 

数字经济是指依赖于数字技术、互联网和移动通信为主要媒介的，能实现时间空间上经济的流通和

转移的一种经济形态。电子商务是数字经济的一种重要形式，它通过互联网技术，将生产、交易和消费

的环节在线上完成，从而实现高效、便捷、低成本的商业模式。 
实体经济是指通过人们的思想意识利用工具创造出来的经济，简单来说，实体经济是人们思想意识

的客观现实，具有一定的场域、物品，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实体经济，指一个国家生产

的商品价值总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是财富创造的源泉。发展实体经济是一国立身之本，财富之

源，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是构建未来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 

2.1. 联系：两者辩证统一 

首先，实体经济为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提供坚实根基和广阔空间。数字经济依赖于网络技术的普及，

同时以实体经济为依托。实体经济是物质基础的保障，如果失去了实体经济，数字经济只是虚拟的数字，

缺少了“金融”的本质属性。尽管数字经济发展得较为迅速，但是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基础的物质产品、

科技成果的支撑。在全球化普及的当代，仅以实体经济作为单一的经济显然不适应于时代的发展，必须

以快捷、便利、灵活的经济形式代替传统的实体经济，这为数字技术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机会，但同时

需要意识到，实体经济是数字经济的数据要素源泉，为数字经济输送源源不断的潜在消费客户。 
其次，数字经济是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从功能上来看，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是经济的

不同表现形式，并非对立和替代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共同构成国民经济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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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他们共同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扩大生产，推动经济发展。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两者都需要

媒介，实体经济需要以场域作为媒介，而数字经济需要网络平台作为媒介。随着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

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数字经济全面渗透和深刻影响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

环节，不仅提高了效率、提高实体经济供给质量，也为经济发展输送新鲜血液，加快质量变革。 

2.2. 区别：运营模式、经营范围不同 

从区别上看，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是数据。无论是围绕数据信息收集、存储、加工、传输、追

踪形成的智能制造，还是依托数据计算和运用的大数据、人工智能、边缘计算等技术，数据都是重要原

料和关键投入；而在传统工业经济中，资本、劳动力、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要素，数据尚未成为赋能价值

创造的关键要素。 

2.2.1. 运营模式不同 
在常见判别认定中，普遍认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属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往往具有场所固定、人

员相对稳定、经营项目固定等特点。而数字经济服务范围更广，时间空间不受限制，凡是直接或间接利

用数据来引导资源发挥作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态都可以纳入其范畴。如我们常见的京东、淘宝

等，以网络搭建平台，通过琳琅满目的商品刺激消费者进行消费。实体经济通过常规的进货(生产)–陈列

–销售环节进行基本的运营，数字经济可以展开多样的运营模式，除了在网上进行销售，进行线上的一

些基本的网页维护、商品更新，还能利用智能化、信息化平台更快地掌握潜在消费者人群，达到精准投

放。 

2.2.2. 经营范围不同 
随着网络的发展，线上平台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网络搭建平台，形成全网、全球的物质资

源交换。从消费者角度而言，消费者通过点击、查找、付款的形式能迅速购买到心仪的产品，并且有相

应的售后保障。实体经济由于地点、人员、产品的相对固定，经营服务的范围有限，在周围三公里左右，

只有通过促销、福利等销售方式，才能吸引消费者进行消费，从服务范围辐射来看，数字经济具有操作

灵活、服务广泛、创作新颖等特点，深受人们喜爱，这为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竞争压力。 

3. 数字化背景下实体经济迎来的机遇 

3.1. 国家大力扶持实体经济，促进乡村振兴 

马克思指出物质资料生产劳动是最基础的实践活动，他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

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
因而，可以看到，实体经济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必须发挥实体经济为本的积极作用。“实体经济发展

直接影响着民生福祉，也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如何振兴实体经济，重新迎来实体经济的春天，需要

做出更多的应对。”“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根基，而农业、牧业、加工制造等行业则是实体经济的根

本。与基础产业重要性相悖的是，基础产业对人才的吸引力却很薄弱，待遇低、环境差是很多人的第一

印象。”[4] 
共同富裕的实现离不开乡村振兴，而乡村振兴需要依托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

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作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支柱以及乡村财富的主要来源，实体经济在提

升农民收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农业、制造业、纺织业等，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保障，

也是农民提高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国家大力扶持实体经济，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条件，促进乡村振

兴，最终实现共同富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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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实体经济保障民生，扩大就业机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保障人民的就业不仅关系到人民的幸福生活，更关系社会的发展进步，国家的

长久稳定。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主导的数字经济深刻改变了社会的产业结构，数字化、信

息化的技术也使得劳动力的使用不再成为必须，人工智能、AI 技术在工厂、企业中得到运用。然而，必

须认识到，我国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解决就业问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当前，劳动力矛盾

依旧突出，就业难、难就业的问题亟待解决，绝大部分人依托实体经济谋生，尽管数字技术在物流、服

务、跨行服务中有了广泛运用，然而在边缘化地带，实体经济是当地经济之本，是当地人民就业的重要

支柱，数字化的经济很难开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当地居民的就业。因此，解决虚拟经济行业和实

体经济行业的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必须要稳固实体经济的地位，保障基层群众的就业，实业兴邦，扩大

当地的就业机会。 

4. 数字化背景下实体经济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4.1. 数字经济的便捷冲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经济的飞速发展，数字经济的出现和发展冲击了实体经济的地位。根据中国

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统计数据，自 2012 年 6 月直至 2023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从 5.38 亿增长到

10.79 亿，互联网普及率从 39.9%提升到 76.4% [6]。与实体经济不同，数字经济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商品和

服务选择，消费者可以通过电子商务平台随时随地购物，不仅满足了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更使得购物不

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在便利的同时给居民带来了全新的视觉和消费体验，这种多元化、便利性刺激了

居民的消费欲望，促使居民更积极地进行购买[7]。其次，数字经济通过大数据演算，能够根据消费者个

人的兴趣、喜好和消费行为，为其精准地推荐商品和服务，达到一对一的销售模式，从而激发了更多的

消费欲望。最后，数字经济还运用在虚拟技术中，为消费者提供了全新的消费体验和互动方式。数字经

济正以“方便快捷”的优势抢先占领市场，冲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4.2. 实体经济转型存在困难 

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以其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一方面带动了社会

经济的发展[8]，同时，也给大中企业转型带来困难。首先，电子商务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发展分布不均等

问题，发达城市以及东部沿海区域的发展较为迅速，包括上海、广州、浙江、江苏以及北京等沿海沿江

省份城市，而西部偏远地区的发展较为落后[9]。在偏远地区的企业想要转型面临着技术落后、人员不足

等风险，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型成功。其次，实体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土地要素，即一定的场地，必须要

有相应的设备器材等，而数字化经济则需要网络、信息化技术等，就能轻松实现线上交易，相比实体经

济少了土地租金、人员管理等耗费。实体经济要想转型则面临着大额的土地租金、人员薪酬、商品过期

折旧等风险，因而，在实体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前期的大量钱财的耗费，一方面难以达到转型后

的预期效果。最后，实体经济转型需要人才的智力支持，关于数字化相关的人才目前还比较紧缺，实体

经济转型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相关人才。 

5. 数字化背景下实体经济发展的路径探析 

5.1.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两个毫不动摇”是我国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必须遵循的原则，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

毫不动摇支持、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实体经济是一国之本，坚持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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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动摇，以实体经济为基础，扩大实体经济的总体量，增加对大中小企业的资金投入与政策支持，鼓

励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促进实体经济的繁荣。 
实体经济是民生所需，民营企业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是城市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

必须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稳固国有企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坚定不移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坚

持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动摇，首先要坚守主业、做强实业，实干兴邦，以硬本领提升企业竞争力。其次，

要坚持守正创新，加强科技研发、升级转型，积极推动技术改造和设备升级，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

场竞争力。最后，注重人才引育，加强对人才的培养，保障人才的基本物质利益和精神需求。 

5.2. 实虚结合，创新经济发展新模式 

实体经济是国家强盛的根基，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基本保障，是社会和谐的稳定剂。可以说，实体经

济的发展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发展规模。实体经济促进了百姓就业，牢牢稳固住了家庭的收入

来源，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数字经济建设是经济全球经济下采取的重要手段，不仅促进经济双循环，

同时也兼顾经济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双重作用[10]。 
因而，在新形势下，实体经济应当正视电商发展带来的机遇，辩证看待电商，发挥电商优势，与电

商合作，不仅可以促进线下实体与线上平台高效融合，更能全面整合资源，迎来实体经济的发展。一方

面必须坚持“虚实结合”，以数字技术融合应用赋能实体经济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加速培育消费新模式、

支持鼓励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带动新经济新业态加速发展[11]。 

5.3. 多种方式并存，优化市场经济体系 

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市场上出现一些非法经济，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经济现象，因

此，优化市场经济体系成为必须。首先，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更加协调适应。其次，加快建设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促进资源

配置实现效率最优化，夯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基础。最后，制定法律法规，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商品

经济的运行和发展。电子商务的普及和运用，随之而来的是电子商务平台出现的产品质量、售后保障等

问题，《电子商务法》的制定与实施，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为消费者提供了坚实

的售后保障，切实保护好消费者的数据隐私保护。《电子商务法》的实施在规范电子商务发展、推动数

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总结 

实体经济是一国之本，也是稳住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石，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子商务以“便捷、高速”

的优势迅速占领头筹，数字经济成为消费的新形式。在此过程中，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以竞争者的身份

相互驳斥，但并没有加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反而在发展过程中显露出数字经济的产品质量无法保证、

售后服务难以达成等一些弊端。实体经济是就业之本，必须巩固发展实体经济，稳住国民经济，推动就

业发展，在新形势下，要将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有效结合，稳住国家经济命脉，促进生产消费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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