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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rom technology to idea, society has stepped into a new era. The economic 
changes include not only the rising of information enterprise, but also the promotion of the trans-
formation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Besid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the public expects that the informatization 
could advance more equitable social environment. In this context, the governmen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s a leader in the information age, which must carry on economic and social governance 
with more stric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ore macro social management, more extensive gov-
ernment network and more stereo supervision, so as to construct the new social order under the 
harmonious interaction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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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信息时代由技术到理念，社会逐步跨入一个新纪元。在经济方面其改变不仅在于信息企业崛起，也在于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ssem
http://dx.doi.org/10.12677/ssem.2014.34B001
http://www.hanspub.org
mailto:qinyichen35@163.com
mailto:qinyichen35@163.com


信息时代的经济与政府 
 

 
2 

促使社会产业结构变革及社会收入分配体系调整。在感受信息化对社会生产效率的极大促进外，公众期

待更公平的社会环境诞生。在此背景下，政府作为领航者的作用尤为重要，其必须在信息时代把握机遇、

应对挑战，以更宏观的社会管理、更广泛的政务网络与更立体的系统监督进行政府、社会治理，构建国

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新型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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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日渐完善的信息技术和与之相伴的新理念正促使原有的经济模式以惊人的

速度进行变革。信息化的影响不仅逐渐渗透到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同样促使政府在面对机遇、迎接挑

战的过程中角色发生转变。本文立足于信息时代的发展背景分析信息化对经济和政府的影响，并对其未

来发展趋势进行探讨。 

2. 信息时代与经济 

关于经济与信息时代的关系，在此不得不提到企业。作为大型的经济体，其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

占据极其重要地位，而信息时代与经济的联系则主要由信息化企业来体现。在中国令人耳熟能详的就有

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仅这三家公司在股市的总身价就高达 2000 亿欧元，从而使之在数字技术领域中

位居世界前列[1]。他们的盈利模式、发展趋势对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变革皆产生深刻

影响。 

2.1. 信息化企业的盈利模式 

作为企业，关键在于实现盈利。信息化企业虽纷繁复杂，盈利模式各有不同，但仍可对其进行互相

参照。以淘宝的盈利模式为例，主要体现于商业竞价排名、插件与租金、页面硬广广告位及链接、在线

软件租金分成等方面： 

一是商家竞价排名，这是商家在后台对关键词进行出价，做为淘宝商家最见效的广告模式，此是淘

宝巨大利润的一个来源。同时，这在百度等其他互联网企业也是主流形式；二是淘宝相关插件与租金，

目前淘宝开店店铺数量约 900 万家，其中活跃的有 300 多万家[2]。淘宝通过分级提供服务与管理，形成

可观的租金盈利。以旺铺拓展版为例，如 300 万活跃用户中有 100 万使用拓展版，仅此一项淘宝就可每

月进账 6800 万。在分级基础上的插件则包括会员关系管理、统计软件、库存管理等，因淘宝卖家基数大，

这项也能为淘宝带来稳定收入；三是页面硬广广告位及链接，这在淘宝因马云独特的商业价值选择，对

此有一定限制，但此仍是淘宝的重要收入来源。而其他互联网企业大多视广告为赚钱之道，愿意大量投

钱，从而成为企业主要收入来源，如优酷、土豆等网络视频企业即是如此；四是淘宝开放平台在线软件

租金分成，这是淘宝、软件开发商与淘宝卖家应用相结合的开放平台。淘宝通过和软件开发商就卖家应

用收益分成的形式，获取利润。 

实际上，淘宝的主要盈利模式在许多互联网企业中普遍运用，从中不难看出信息化企业往往依托数

量庞大的消费者群体，以大消费群、高频次、聚少成多的网络化特征与方式作为最根本的盈利之道和竞

争手段。这与前信息时代的经济、企业的传统盈利模式形成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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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信息化企业的发展趋势 

现代信息化企业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于以下两个特征。一是企业内商业领域的扩展；二是企业间

商业模式的趋同。而通过 2013 年 6 月以来在各领域频繁上演的“阿里腾讯之争”的案例，有助于对信息

化企业发展趋势与特征加以把握。 

2.2.1. 理财方面 
有数据统计，2013 年中国高净值人群 160.4 万，预计 2015 年突破 219.3 万。同时，高净值人群持有

的可投资资产于 2012 年达到 44 万亿，预计未来五年将增速 20.8%，2015 年将达到 77.2 万亿的规模[3]。
中国高净值人群的迅猛增长引发理财市场的激烈竞争。互联网金融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参与金融业竞争。

2013 年 6 月淘宝支付宝宣布推出余额宝，随后在 2014 年 1 月腾讯微信理财通上线，两大互联网巨头企

业依托其各自背后的原有消费群体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展开正面交锋，而这一新兴金融模式也正式由此进

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时，这既回应了高净值人群急剧增长的理财需求，又化解了传统理财成本高、

效率低的现实问题。 

2.2.2. 打车方面 
2013 年 12 月开启的快的、嘀嘀司机端和乘客端的双重补贴活动——“烧钱大战”，最能体现信息

化企业的特征，即企业内商业领域扩展与企业间商业模式趋同。快的打车与支付宝钱包展开合作，微信

支付则绑上嘀嘀打车。在市场竞争初期双方注入大量资金。腾讯 2014 年财务一季报即显示，一季度用于

营销和市场费用同比增加 93%，达 18.55 亿元，其中用于嘀嘀打车软件补贴占了多数。此场竞争持续 5
个多月，2014 年 5 月嘀嘀、快的同时宣布停止乘客端打车补贴(司机端仍将继续)。虽然就打车软件而言，

补贴政策未能持久，且由此而产生的客户忠诚度可能会随着补贴取消而流失。但是，“烧钱大战”作为

品牌营销、资金运作而言却大获成功，两者已然成打车软件市场双雄，嘀嘀打车至 2014 年 3 月，打车用

户增至 1 亿，日均订单 521.83 万。快的打车则在 5 个多月中，覆盖城市从 40 多个扩展至近 300 个；同

时产业链的拓展快速跟进，快的建立的积分商城有上百品牌接入，覆盖衣食住行等领域，其 2014 年一季

度月均营收近千万元。在用信息化改变城市交通运营模式(司机每天空驶率降低一半，乘客预约制打车)
的同时，也使烧钱大战的回报率充分体现。 

除此之外，阿里与腾讯还在游戏等领域进行着白热化竞争。腾讯游戏作为国内最大的游戏社区其地

位自然不必多说，而阿里巴巴则是在 2014 年 1 月阐述了它的“手游平台战略”，意图进驻游戏市场。信

息时代游戏、视频等迅速发展的文化产业无疑在未来将有越来越多资源在此聚集。从以上方面不难看出

信息化企业在发展趋势方面同传统企业模式看似无多大差别，皆为企业内商业领域扩展与企业间商业模

式趋同，然这正说明两者的重大质性区分——信息化的“超凡速度”远大于传统企业，特别在跨领域发

展上更加没有限制且往往可通过各领域间互相依托助其进一步成长。这从淘宝、腾讯打车软件的竞争、

对抗中形成“双巨头称雄”格局，双方市场份额之和达到 97.4%，排名第一的快的打车累计用户市场份

额达 57.6%；排名第二的嘀嘀打车市场份额为 39.8%；位居第三的大黄蜂市场份额仅 1.9%的惨烈结果中

得到切实展现。 

2.3. 信息时代的新型产业结构 

每当人类社会跨入新的时代，社会产业结构自然随之产生改变。在中国随着信息化推进，信息化产

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变化、互联网金融发展、电商与传统零售渠道竞争等都将使原有产业结构形成调整态

势。 
2014 年 1 月 17 日李克强在中南海主持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座谈会，邀请的企业人士分别为五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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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周中枢、南车公司郑昌泓、腾讯公司马化腾、小米公司雷军[4]。前两位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的核心实

体经济，而后两位无疑是新兴信息化企业的代表。这 1:1 的比例表现了信息化产业在整体中国经济中的

地位得到了明显上升。且随着文化产业等新经济领域的发展，不难看出信息产业将逐步成为未来中国经

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面。同时，互联网金融的诞生与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变化影响巨大。互联网新兴金融

理念无疑是对原有金融体系既得利益的挑战，在面对传统金融领域的反击下，互联网企业贯彻聚少成多、

面向大众的盈利理念与竞争手段，其对中国金融领域形成重要影响。由于互联网金融既有成本低、效率

高的优势，也有管理弱、风险大之劣势，对其施以规制，严格监管成为其未来发展的重要考量。 
此外，电商与传统零售渠道竞争将促使新的产业融合模式显现。2012 年“CCTV 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现场，分别象征电商和传统零售渠道的马云、王建林关于电商是否会取代传统的店铺经营产生过辩论，

并就 10 年后电商市场占有能否过半设下亿元赌局。马云认为，电商虽不会完全取代零售行业，但也能基

本取代；并指出，这将是由对传统零售渠道的变革，到生产制造的变革，直至生活方式的全方位变革。

这种生活方式的变革体现的是一种新型产业融合模式的产生，电商与传统零售行业在未来将会并存，两

者不单是作为你死我活的竞争模式，更主要的是作为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关系而存在，传统零售行业

将会更加倾向对现实服务的提供和与消费者的互动以弥补电商在这方面的不足，以两种的融合模式体现

信息化时代人与互联网的密切依存关系。 

2.4. 信息时代下社会收入分配体系的改变 

信息时代的发展使原有产业结构发生改变的同时，无疑也对反映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产生影响。

互联网经济在产生马云、马化腾等巨人的同时，也会对产业链的其他企业、员工的收入形成重大影响。 
小微企业正是依托互联网经济得以在社会收入分配体系中形成重要的数据支撑。逐步成熟的电商平

台，尤其是淘宝等 C2C、B2C 型电商平台成为许多个人致富、小微企业发展的重要助推者。以 2013 天猫

双 11 落幕，支付宝全天交易额 350.19 亿即可说明，依存于淘宝的 900 万家店铺的个体经济，伴随着数

字技术发展正逐渐改变着社会的分配体系。不仅如此，网络时代的经济更体现于物流业与网络的相互依

存、紧密结合关系，由此对收入格局的变化产生一定影响。2013 年大众电子商务交易总额高达 2100 亿

欧元，随着电商规模的发展带动的是物流业的发展。网上即有顺丰快递月入几万的传闻，顺丰回应快递

员忙得异常辛苦，但确可月入 3 万[5]。由此可见物流快递员的收入切实得到增加。这在前信息时代缓慢

的社会生活节奏下是难以想象的。此外，打车软件的流行与进一步规范使出租车的使用效率上升，对出

租车司机而言也无疑是个福音。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5 月的快的、嘀嘀“双巨头称雄”竞争，既使淘

宝、打车软件等企业获得收益，也使出租车司机的效益、收入得以提高。这主要体现的是信息时代新理

念与技术的应用对社会效率的提高，由此社会财富的增加在个人层面的反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信息时代在造就众多互联网巨人的同时，也为原有较低收入人群带来了更多

的收益，当然真正要促进社会公平，则需要政府作为“有形之手”承担责任，平衡各种市场各利益主体

关系，在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之间监督与调适，以制度创新促进社会良性发展。 

3. 信息时代与政府 

面对汹涌而来的信息化浪潮，它比以往任何一次社会变革都来得猛烈，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能感受

其影响。在这一背景下，出色有力的领航者尤为重要，政府作为这样的角色，无疑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与

期望。政府必须在信息时代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以更宏观的社会管理、更广泛的政务网络与更立体的

系统监督进行政府社会治理，构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新型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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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信息化背景下政府的机遇 

信息化是中国所遇到的最好时机，中国三十多年的急速发展实际上得益于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因此

随着信息化的进一步推进，许多社会领域的变革，政府更应抓住机遇，迎接变革、利用变革。 
一是发挥互联网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就如前述对传统金融业，零售业等的转型升级，就需

要政府加强对社会全方位信息系统的完善与创新，这其中包括信息化的产业监督网络；服务于市场旨在

帮助弥补市场不足、辅助社会资源分配的信息系统；基于广泛社会行业的信息共享以服务于社会创新并

推动新型尖端产业发展的信息网络等，都是为创造一个更为秩序、理性、活力的市场环境奠定基础。二

是增加就业，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信息化发展同每一次社会变革一样对社会成员的整体素质起到提升作

用。信息化的推进一方面在产业链的拓展中物流，交通等行业的兴起与发展，促进基础劳动者的就业和

收入。另一方面随着信息网络和信息处理量扩大与剧增，以及伴随信息渠道完善而来的社会智慧的进一

步激发，相应的信息化构建人才、信息处理及价值挖掘人才和各类尖端技术人才的需求将会大大增加。 
基于此，政府应顺应时代发展，秉持信息技术和新理念的信息化政府角色，通过信息化对新兴产业

的推动和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利用信息化对社会整体素质的提升，加强信息化人才储备，促进国家与

社会有效互动，由此产生更具凝聚力的社会，这将对中国综合国力起到加强作用。 

3.2. 信息时代的政府面临的挑战 

信息化既为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使国家、社会、经济面临诸多挑战。政治社会中的国家安

全风险、社会生活中的个人隐私风险、经济社会中的寡头垄断风险是政府面临的全方位挑战。 
一是国家安全风险的挑战。在信息量骤增的信息时代，网络技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

等领域广泛应用，使得事关国计民生的国家基础设施皆依赖网络，而一旦遭遇安全攻击，极易引发安全

灾难[6]。为此，国家安全部门所需涵盖的范围不得不日趋扩大，2013 年 11 月设立中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2014 年 2 月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习近平总书记任亲任组长)，即是为应对更为复杂的国

家安全、网络安全环境和统筹庞大信息，把信息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二是个人隐私安全的挑战。

信息时代新理念往往与技术发展相伴相生，其中“大数据”即是一个重要理念。但如何在大数据背景下

界定和处理数据二次利用并保护个人隐私是一两难选择。其中一点就是“大数据往往被用于进行预测”

[7]。运用大数据的同时，保护个人原有的权益不受侵害是对社会公平的考验。以医疗大数据和医疗保险

为例，医疗大数据可被运用于对个人未来的健康状况进行预测，而就保险公司角度，接受其中被评定为

未来健康状况有风险的个体的保险明显不利于其收益，但这显然侵害了相关个人原有权益，并违背了保

险分担风险的社会职能。此时政府就有必要承担责任，维护社会公平，可通过强制投保，同时发挥保险

对相关个体健康风险的预防职能来平衡企业和个人利益。三是寡头垄断风险的挑战。前文论及腾讯和阿

里，这两大互联网巨头在多领域展开正面冲突。腾讯依仗微信 6 亿用户，近中国一半人口，其展开的是

熟人间的友朋经济。阿里则拥有 3 亿实名注册用户，移动支付总金额达 9000 亿为全球第一。不难看出，

随着信息时代的经济发展，互联网企业已开始形成寡头竞争格局。面对这一挑战，政府介入实行反垄断，

维护有序的市场环境无疑是重中之重。就其具体方法而言，应在市场监管与扶持新兴企业发展中形成着

力点。一方面，加强市场监管十分重要。尤其是使用信息手段以弥补对新兴的信息化企业，包括传统行

业，监管中的不足。如在网络支付、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领域，监管的实施尤为重要。对其中破坏市

场秩序，损害民众利益的行为有必要基于信息时代这一背景及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规范。又如

快的、嘀嘀打车软件“白日化竞争”中，上海等地方政府部门出台规范，高峰时段禁用打车软件，既对

两强垄断市场的限制，又保障了老年人等不会运用打车软件乘客的权益以及高峰时段的交通安全。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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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目前互联网金融风险隐患多、法律地位不明确，不仅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并对金融体系安全、

以及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冲击的现状，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已刻不容缓，应尽快出台《互联网金融暂行管

理条例》，以法律手段监督、管理。风险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指出：“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

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8]信息化时代，实际上就是这样的风险时代。

以互联网金融为例，其最大危害性特征就是风险性，加之信用体系不完善、法律规制不配套，极易形成

金融信用风险；而网络安全风险同样危机重重，全球化的网络金融犯罪会严重危及正常金融运作、资金

安全和信息安全，因此迫切需要国家、政府对信息化时代的经济进行全方位管理、监督、保障[9]。另一

方面，政府在加强市场监管的同时，应积极扶植新兴企业发展，这不仅是对垄断寡头的最好抑制，也是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之道。为保持信息时代市场的活力和创造力，在某些领域，如影视、三维展示、游戏

和软件开发等文化创意及科技应用领域，对一些新兴企业的发展应给予创新氛围、资本积累、人才集聚

等方面的大力扶持。惟其如此，信息时代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才得以实现。 

3.3. 信息时代政府的角色转型 

信息时代许多新理念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应运而生的，其中大数据这一思想为政府在新时代下进行社

会管理，推进政府角色转变具有重要作用与意义。 

3.3.1. 更为宏观的社会管理 
随着技术条件的完善，政府可开始着手进行更加宏观的社会管理。这一方面运用预测造福社会。如

通过统计全社会的农产品消费情况和全国耕地状况对可能产生的农产品价格波动实行预测，并依此对农

民进行告知和建议，使全国范围内的耕地资源能被更有效的利用，同时也保护了农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

的利益。这一发挥大数据重要的预测功能，如能在农产品生产、消费领域形成数据流，可说是以大数据

思想在防止市场失灵、辅助资源调配、培育理性生产与消费等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因此，此是新型政

府社会管理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以信息告知与提醒服务社会。如在防止垄断方面将具有垄断嫌疑的企

业和与其相应的审查细节进行信息公示；社会管理中就可能产生的市场波动与投资风险同相关经济主体

进行提醒与协调；政务领域中就相关政策的实行对公民进行解释，行政计划方面的社会告知与说明等。

从传统实质性和直接的行政模式向信息服务的转型，既有助于调动社会积极性和提升社会认同感，也使

更为宏观的社会管理得以实现。 

3.3.2. 更为广泛的政务网络 
借助大数据实现新型电子政务形式，促使更为广泛的政务网络形成。其实例有政务微博，地方中央

决策同调等。然这仅是应用的起步阶段，除加强中央地方决策一致性、提高政府办事效率的政府政务网

络外，政府与社会间的决策互动也应进一步发展。现代社会在信息时代下，国家与社会应有更多的良性

互动与融合。正如 2013 年 10 月~12 月有关节假日安排的制定过程，民众更多更为广泛的参与到政府决

策之中，政府部分则在其中协调民众意志和利益；又如 2014 年 5 月上海开启的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其

蓝图将铺至 2040 年，也同样借助大数据，建立全过程公众参与机制，提高公众参与的广泛性和有效性。

这一新型的政务模式可与传统模式相互补充，对促进政府合理有效的执政、提升执政满意度有着积极的

现实意义。 

3.3.3. 更为立体的系统监督 
更为立体的系统监督应包括多个系统的立体化监督，如政府系统的内部监督，以大数据的视角统括

政府内和社会的多渠道对不符合行政主体意志的个人行为进行监察；社会系统对政府的外部监督，公众

可运用对政府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进行监督，而中纪委监察部网站举报平台的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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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为立体、系统监督的实现提供了现实可能性；金融系统中则通过对超出合理范围内的交易行为进行

记名监督，可在一定程度上规范金融行业秩序；销售贸易领域在必要条件下可以对贸易的各环节实行溯

源型监督；对企业间的破坏市场竞争秩序行为从其上下游商业环节等方面实现信息整合有重点地监督等

等。通过大数据理念可以将许多以前难以实现的繁琐的监督过程化为现实可能。 

4. 结语 

信息时代由技术到理念，社会逐步跨入一个新的纪元。在经济方面其改变不仅在于一系列信息企业

的崛起，也在于其对原有社会产业结构的改变、社会收入分配体系的调整。在感受信息化对社会生产效

率的极大促进外，我们期待一个更加公平环境的诞生。政府方面其职能将会在各领域得到拓展，政府可

被公众期望能化解信息时代的风险与挑战，把握网络自由与社会稳定的关系，展开更为宏观的信息服务

与管理。市场领域一方面通过信息手段使工农业资源分配最优化以促进效率；另一方面更多的信息监督

手段可以保障公平。社会领域随着更多民主渠道的推进，国家与社会将进一步良性互动与融合，政府职

能会更向着协调全体公民的意志倾斜，一个更加完善、理性、秩序的民主形式有望在信息时代得以实现。

而把握这一绝佳时代机遇带给中国的将不仅是国家崛起，还将成为代表这一时代新制度的领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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