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几年袁 数字经济日益成为引领国家创新发展

的新引擎遥 根据腾迅研究院的报告袁2016 年全国数

字经济总体量约 22.77 万亿元人民币渊约合 3.9 亿美

元冤袁占 2016 年全国 GDP 总量的 30.61%遥 中国已经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体遥 数字经

济对中国的影响袁 不仅体现在宏观的经济规模和结

构调整上袁 也渗透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遥 然

而袁 数字经济在擘画了中国经济增长发展的新图景

的同时袁也带来了技术尧经济尧社会与文化方面的诸

多挑战遥因此袁从哲学层面深入思考数字经济与当代

社会的发展袁就是应该的和必须的遥

一尧数字经济在当代社会的时代定位

要想回答这一问题袁 首先必须回答两个前提性

问题院第一袁何为数字经济钥G20 杭州峰会发布的叶二
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曳 给出了一个通

识性界定院野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

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尧 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

体尧 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

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遥 冶[1]第
二袁科学界定数字经济时代地位的标准是什么钥我认

为必须以野技术社会形态冶概念为参照遥 我们知道袁
野技术社会形态冶是用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以及与

此相适应的产业结构作为划分社会发展形态的一种

基本方法袁 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关于劳动资料与经

济时代关系的如下论述院野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袁不
在于生产什么袁而在于怎样生产袁用什么劳动资料生

产遥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袁而且

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遥 冶[2]渊P210冤据
此袁人们提出了技术社会形态的概念袁并划分出了渔

猎经济尧 农业经济尧 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等历史形

式遥
那么袁根据上面两个前提性问题袁我们当下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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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字经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发展形式钥 理

性告诉我们袁 数字经济无疑应该属于信息经济的一

种主体发展形式遥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袁无论把当代社

会称之为工业社会尧后工业社会还是信息社会袁在世

界各个国家和企业制定的发展纲要和规划中袁 似乎

无形中依然认同数字经济只是工业经济的一种高级

发展形式袁或者更准确地说袁是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

转型阶段的一种更为高级的经济发展形式遥
在这里袁一个极其典型的悖论是袁在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 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曳尧叶第三次浪潮曳尧叶大趋

势曳等宣告了信息革命正在到来之后袁特别是在上世

纪九十年代中期 叶数字经济曳尧叶网络社会的崛起曳和
叶数字化生存曳 告诉我们数字经济已经到来的时候袁
近几年的叶第三次工业革命曳和叶第四次工业革命曳却
依然从工业革命意义上界定我们的经济时代袁 对此

更有力的证明是一些国家近年来制定的各种数字经

济发展战略袁如美国的叶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曳尧德国

的野德国工业 4.0冶尧法国的野新工业法国冶和我国的

叶中国制造 2025曳等等袁几乎都从反思野去工业化冶和
野后工业化冶的角度重新肯定了野再工业化冶的工业经

济语境遥
由此袁当我们从野信息经济冶尧野网络经济冶尧野知识

经济冶甚至野新经济冶这些与野数字经济冶具有野家族相

似性冶的概念切换中思考数字经济的发展意义时袁既
不能严重低估袁也不能简单拔高遥 从原则的高度说袁
这个看似不轻不重的问题在本质上却是一个极其重

要的经济发展观和社会历史观问题院 工业经济和信

息经济之后的人类社会是否能够借助于数字经济迎

来一个新的经济时代和社会形态钥

二尧数字经济带来的经济社会
变革及其哲学意义

无论如何定位袁 近年来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都

充分表明袁 数字经济在当代社会中正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遥 从哲学意义上说袁这种作用表现有三院
首先袁 数字经济为人的自由时间和自由活动创

造了条件遥尼葛洛庞帝在叶数字化生存曳中指出袁在信

息社会袁数字形式的野比特经济冶将取代工业社会里

物质形式的野原子经济冶而重建现代世界的经济体系
[3]遥 事实证明袁作为物理世界尧网络世界和人类社会

野人机物冶的三元融合袁数字经济具有扁平化尧去中心

化尧跨地域性和高关联性等特征袁使得它实现了对空

间和时间的真正征服袁使经济变得轻盈尧灵活尧飞速

发展遥 这不仅大大地减少了人们的交易时间和交易

费用袁 而且从根本上使人们日渐摆脱了传统农业经

济和工业经济时代的时空限制袁获得了人身在时间尧
空间尧 居留地点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独立性和自由

性袁从而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袁自愿地选择

自己的工作袁自由地从事自己的事业遥如果说野时间冶
就是野人的积极存在冶和野人的发展的空间冶[4]袁而人

的发展的最高境界就是在拥有野自由时间冶基础上实

现野自主活动冶同野物质生活冶的野一致冶[5]袁那么数字

经济正在为人们拥有更多自由时间从事个性化生产

和服务奠定着充分的经济社会前提遥
其次袁 数字经济带来了劳动观念和生产生活方

式的新变化遥从根本上讲袁数字经济是一种融合创新

经济袁其本质是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数字劳动的呈现遥
就当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规模来说袁 无论是作为数字

经济基础部分的信息产业本身袁 还是作为数字经济

融合部分的信息通信技术对其他产业的融合渗透袁
数字劳动都呈现出其前所未有的发展潜力和发展趋

势遥 数字劳动所具有的数字化尧网络化尧智能化等特

征带来的一个根本社会变革就是袁 不仅推动了传统

机械性劳动向现代智能性劳动的转变袁 而且模糊了

传统经济活动中供给侧与需求侧尧生产者与消费者尧
内行人与外行人之间的明确界限袁 使工业经济所依

据的两个劳动基础渊野占有他人劳动时间冶和野直接的

联合劳动冶冤也日渐消失了 [6]遥 也许正是在这种意义

上袁托夫勒将生产者渊producer冤和消费者渊consumer冤
这两个词合成了产消者渊prosumer冤一个词袁认为产

消合一这一微妙而意义重大的变化袁 带来了市场在

社会上作用的急剧改变和人们劳动方式和生产生活

方式的根本改变[7]遥 托夫勒的预言已为世界各国正

在强化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尧 公共服务和

金融业等实体经济和产业经济力求借助于 野互联

网垣冶实现数字化转型所证实遥
最后袁 数字经济为现代社会走向共享经济提供

了一条探索性方案遥 在去年上海野2016 世界浙商上

海论坛冶和今年贵阳野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冶
上袁 马云与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就大数据时代市场经

济与计划经济的发展问题展开了两次论战遥 两次论

战背后隐含的其实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前途这个大问

题院数字经济能否建构起智能型大数据的计划经济钥
数字经济能否弥合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对

立钥以此来看袁当马化腾针对数字经济首次出现在今

年叶政府工作报告曳中的事实而提出野耶互联网垣爷是
手段袁数字经济是结果袁网络强国是目的冶[8]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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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时袁他显然忽略了野数字经济冶与去年叶政府工作

报告曳中首次提出的野分享经济冶之间的内在关系院数
字经济只是手段袁分享经济才是目的遥唯有数字经济

才能借助于野互联网垣冶体现出的开放精神尧平等精神尧
普惠精神和共享精神袁推动人类野从产权观念向共享

观念的转变袁从交换价值到共享价值的转变冶[9]袁通过

改变和重构传统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关于占有权与

使用权之间的产权革命袁建构起里夫金所说的真正超

越野市场资本主义冶的野协同共享冶的新经济形态[10]遥

三尧必须正确处理数字经济与
当代社会发展的几个关系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给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带来

了很多好处袁 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深层次矛

盾和问题遥 对此袁我们必须正确面对遥
首先袁经济手段与经济目的的关系遥数字经济与

人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袁 应该是手段与目的或外在目

的与内在目的的关系遥 然而袁野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

分不开的冶[2]渊P90冤遥 当人们日益消融在数字经济公然

承诺的必须每日每时去从事和完成的生产生活的繁

琐细节时袁 数字拜物教就会像其他拜物教那样如期

而至遥对数字经济的过分迷信与过度崇拜袁不仅会产

生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谁更重要的社会大讨论袁而
且极可能出现曼纽尔窑卡斯特所说的 野人作为人冶
渊people原as原people冤 和 野人作为工作者/消费者冶
渊people原as原worlers/consumers冤之间的野断裂冶[11]遥 发

展所及袁正如西美尔所说袁人们忘记了手段野只是通

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袁 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冶袁以
至于野陷身于这些手段的迷宫中冶而野遗忘了最终目

标冶[12]遥 所以袁无论是互联网垣尧数字经济还是网络强

国袁 都是人和社会发展的手段和工具袁 只具有外在

的尧相对的尧阶段性的意义袁不应该对之过分迷信和

过度崇拜遥
其次袁数字素养与数字鸿沟的关系遥进入数字经

济时代袁 数字成了最大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袁于
是袁以获取尧理解与整合数字信息为根本的数字素养

和数字能力就成了数字人才的必备素质遥数据显示袁
截至 2016 年底袁全球网民约 32 亿袁互联网普及率约

为 44%曰我国网民数量 7.31 亿人袁互联网普及率为

53.2%遥 尽管如此袁数字鸿沟不仅依然存在袁而且还

有伴随地区差别尧城乡差别尧贫富差别而向两极扩大

的发展趋势遥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袁 不仅全世界仍有

40 多亿人不能上网袁我们国家亦有半数人口不能上

网或不会上网遥 显然袁在野数字素养是数字时代的基

本人权冶[13] 的条件下袁 随着数字技术向各领域的渗

透袁 数字素养与数字能力越来越成为不仅对消费者

而且对生产者的新要求和硬约束袁 对于那些无法上

网尧无力上网尧不会上网的人来说袁数字鸿沟的存在

不仅无法提升他们的数字素养与素养能力袁 反而有

可能形成新的社会隔离与社会忽视遥所以袁如何通过

数字素养和数字能力的提升消除数字鸿沟进而弥合

经济与社会鸿沟袁才是更为根本的问题遥
再次袁经济共享与社会支配的关系遥从一定意义

上说袁 数字经济既实现了信息共享又实现了经济共

享遥 然而袁数字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和工具袁它的

作用是技术中性的尧二重性的袁既可能弥合市场经济

与计划经济的差异袁 也可能带来新的社会控制和社

会支配遥数字经济所蕴含的关于经济尧社会与文化之

间的内在逻辑拓展和辐射到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袁
必然带来传统的技术关系尧生产关系尧社会关系和权

力关系在当代社会的野再结构冶与野再组织冶过程袁创
制出一种野新的支配性社会结构冶遥比如袁在一个自主

创新能力弱尧 关键技术与高端设备对外依存度高的

国家袁是否会产生野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冶的短板和软

肋效应钥在一个依然受资本逻辑控制的经济社会中袁
如何才能产生出协同尧共享和互利的共享经济袁从而

弥合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尧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尧个
人理性与公共理性的对立钥 在一个维系于再生经济

和政治结构都取决于生产者的社会袁 是否会因为技

术专家的傲慢和统治而产生如鲍曼所说从野穷人冶向
野新穷人冶转化的新的社会排斥尧社会歧视和社会怨

恨钥如果这些问题无法得到合理解决袁通过数字经济

实现重建信用和信任的共享经济尧 实现以网络强国

为后盾的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就是一句空话遥
总之袁 在资本还充当着现代社会的生产灵魂和

能动主体的情况下袁 数字经济还只能是一种以资本

为主导前提的新经济形态遥 我们对于数字经济的正

确态度应该是院既不能严重低估袁也不能简单拔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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