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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实践与理论研究具有一定的联动性。数字经济发展政策肇始于信息化，并在政策领域、政策重心

和政策目标上展现出 3维演进特征。2000—2012年数字经济发展呈“理论跟着政策走”的趋势；2012年党的十八之后，平台经

济和数字经济等热点理论研究开始引领政策实践，二者间的互动更为积极有效。文献计量结果显示，党的十九大之后数字经

济词频数达 536，是 2013—2017年的 16.75倍；中心度也由 0.18上升至 0.32，数字经济研究的关联性和拓展性显著增强。平台

经济、数字经济、数字贸易、互联网经济、共享经济是研究领域的关键节点。结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演进和理论研究脉

络，可以展望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及数字金融会保持较高的研究热度，并且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及数字安全将吸引更多的关

注。与数字经济、数字金融和数字贸易相关的政策法规也将成为下一阶段的政策聚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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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快、辐射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

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在微观层面，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不断促进各行业实现规模经济、范

围经济，也可利用长尾效应来促进产业利润增长，同时完善了价格机制，优化了供需匹配关系，从而提高经济

的均衡水平（荆文君和孙宝文，2019）；从中观层面来说，数字经济通过数字化赋能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同

时也推动新的产业组织成长并打破产业边界、促进产业融合（任保平，2020）；从宏观层面来说，数字经济促进

经济增长的机制如下所述，首先数字经济产生了全新的生产要素，其次数字经济改善了资源的利用，最后数

字经济可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与数字经济同时发展的还有共享经济、零工经济和平台经济，这些都对全球

产业基础和商业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引发经济社会领域的“数字化嬗变”。

自 1994年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后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数字经济在 2008年迎来了高速发展期，相

关研究测算显示，2008—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达 14.43%，远高于同期 GDP年均增长率的

8.27%；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 53028.85亿元，占 GDP的 6.46%，略低于美国 0.44个百分点（许宪春和张

美慧，2020）。十八大后国家层面对数字经济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各部委和各省都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数

字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行业发展的窗口期加上相关政策的扶持使得数字经济的发展不断取得

新突破。2020年正处于世界经济危机调整期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逆势而上取得

了亮眼的成绩，规模达到 39.2万亿元，较 2019年增加 3.3万亿元，占 GDP的比重为 38.6%，同比提升 2.4个百

分点。相关研究指出，中国区域数字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呈稳步提升态势，数字经济的空间分布呈非均衡性和

渐进演进态势（吕明元等，2021）。二十多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质和量均取得显著的成

就，创新能力飞跃式发展，模式上也由过去的模仿向自主创新蜕变，甚至在部分领域领先世界。政策实践和

理论研究往往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彼此促进，政策实施会引发潜在的研究热点，理论探索能够为政策制定

提供前瞻性的学理基础。以二者交汇点为线索梳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脉络，能够在新阶段构建新发展格

局背景下为建设数字中国、释放数字经济发展潜力提供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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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演进

自 1996年泰普斯科特首次提出“数字经济”这个概念以来，随着数字技术领域的科技创新发展，数字经

济的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和延伸，数字经济的关注度日益提升。20世纪 90年代互联网使得信息通信技术快

速发展并引发了数字经济变革，1993年“三金工程”开始实施，国民经济信息化正式起步。1994年中国全功

能接入世界互联网，1998年信息产业部成立以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服务信息化，2008年中国互联网用户数

跃居全球第一达 2.53亿人。数字经济早期发展的雏形是互联网与信息化，在中国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

设计也肇始于信息化。通过梳理相关政策，本文发现早期政府更侧重从单一技术层面即信息化和两化融合

来规划和发展数字经济；2017年党的十九大之后，政策开始关注更为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多元化数

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这也成为“十四五”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主线。基于此，本文以 2017年为分水岭，

将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研究划分为前期的发展政策和形成期的发展政策。

（一）数字经济前期的发展政策
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展

中国家可以抓住信息化的机遇，吸收和学习发达国家的技术经验，利用好后发优势迅速赶超其他国家实现工

业化。1997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增长值占 GDP比重仅为 1.7%，大幅落后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了推

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党提出了用信息化引领工业化的指导思想，全力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升技术集

约度。

工业化的发展不仅要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技术水平，而且还需解决资源消耗高和环境污染大的问题。中

国经济发展也经历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高增长、高污染”阶段，全社会承担了工业化高昂的外部成本，资

源配置处于低效率状态。2002年党的十六大指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谢富

胜等，2019）。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也进入新阶段，新型工业化有了更丰富的内涵，指工业化与

信息化相互依托，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现代化转型过程。因此在政策层面，一方面强调工业化与信息化的

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发展新型工业化同时促进科技创新与资源环境保护，以顺应国际产业发展的全球化、环

保化与信息化新趋势。

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不仅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相互促进，随着两化水平的提高更

升华到彼此渗透，工业化与信息化完美融合。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了“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

化与工业化融合”。通过科学的政策指导高水平两化融合，应用新技术为产业分工与合作模式变革创造条

件，推动产业升级、建立现代产业体系，进而“两化融合”能显著改善经济增长质量，长期来看可以为转变经济

增长方式不断注入新的动能。

两化融合不仅能产生新的生产模式，而且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都会有深刻影响。2012年党十八大强调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促进工

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建设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

（周淑莲和王伟光，2001）。这一阶段政策重心在于，借助两化深度融合，更好促进四化协同发展。值得注意

的是，在这一阶段数字经济的界定开始逐渐清晰和具体，由技术特征的信息化演变为产业特征的信息基础设

施和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

“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加快推动信息经济发展壮大”“促进互联网深度广泛应用，带动生产模式和组织方式

变革，形成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化的产业发展新形态”，这表明数字经济的智能化特征开始显现。

（二）数字经济形成期的发展政策
到 2017年，中国经济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得到显著的提升，经济韧性不断增强，同

时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转化，新发展理念取得普遍共识，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当年党的十九大提出“推

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等领域培

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任保平和洪银兴，2004）。相较于早期，十九大之后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指引更为

直观和明确。首先，技术条件由单纯的信息化演进为多元化的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数据的认识也

由信息传递上升为数字的生产、加工和应用；其次，融合发展对象由工业经济拓展至实体经济；最后，发展数

字经济以扩大新增长点、注入新动能为出发点。

在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引导数字经济发展的各类政策和法律文件相继出台。本研究借助北大法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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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可以发现发布的主体单位及各地区差异。其中，中央法规发布 6部，其中国家发改委牵头发布 3部，国

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发布 1部，商务部牵头发布 1部，国家统计局发布 1部。地方法规方面，浙江省和广东省各

发布 1部。地方工作文件 14项，涉及浙江省 4项、福建省 3项、贵州省 3项，以及辽宁省、陕西省、河北省和湖

北省各 1项。值得注意的是，已出台的数字经济的地方规范性文件数量最多达 60项，涵盖了支持数字经济发

展的具体措施、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新基建投资等方面。从地理分布来看，东部地区在政策层面对数字经济

发展的重视程度略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也是目前全国各板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写照。

在此基础上，2021年《“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

业数字化，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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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数据资源产权、

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积极参与数字领域国际

规则和标准制定”（谢康等，2021）。至此，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已被确立为数字经济的核心；同时驱动数

字经济发展的政策设计更趋于系统化和开放化，与产业体系、标准体系、市场体系和平台体系等相关的一整

套数字经济政策架构基本形成；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也更有利于推动数字经济引领全球发展，推动

数字贸易、数字金融与国际接轨。

2022年《“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出台，明确了以“优化升级数字基础设施、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

用”为基础支撑，以“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为发展主线，以“持续提升公共服务数

字化水平、有效拓展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为目标导向，以“健全完善数字经济治理、着力强化数字经济安全体

系”为保障手段，构建形成了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四梁八柱”。

通过对 20多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梳理，不难发现数字经济相关政策的制定是一个逐步探索、

由表及里的过程，并可以概括出数字经济发展政策的三个演变特征。一是，政策领域从信息化向数字化的转

变，体现数字经济在发展中的作用由技术支撑向产业引领演变的特征；二是，政策重心从早期的信息化与工

业化融合逐步转向后期的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体现了数字经济由中观单维领域向宏观、中观和微观协

同的多维复杂领域演变的特征；三是，政策目标从服务现代化建设转向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体现了数

字经济由模糊化向具体化演变的特征。

三、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脉络

（一）数字经济理论研究的时间分布
在中国，对数字经济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姜奇平（1998）提出信息经济通过互联网的

融合缩短了生产也消费之间的迂回路径，从而消除经济周期波动。从时间线来看这篇文献略早于提出“以信

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随后 1999年数字经济研究领域又有 2篇书评，其一是 1999年胡曙光

所著的《浮现中的数字经济》评介，深刻的指出数字经济对传统经济学构成颠覆性冲击。以工业社会为基础

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忽略了迂回生产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信息技术的兴起，削减了管理的中间

环节、节约了管理成本，从表面看减少了产值，但实际上却提升了生产效率，凸显信息技术在整个国民经济中

的战略地位（胡曙光，1999）。其二是涂勤在《新兴的数字经济Ⅱ》指出，计算机和通信硬件技术的进步及软件

的发展是电子商务得以实现的基础，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字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形态（涂

勤，1999）。

不难发现，早期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是以信息化为切入点，这与同期数字经济发展政策的侧重点

高度吻合。因此本文以 2000年十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为起点，依据此后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精神，选择与

数字经济相关的关键词，运用 CiteSpace图谱量化软件，在中国知网（CNKI）检索 2000—2021年中文社会科学

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发文数量、趋势，分析数字经济研究的主题演变。通过文献计量学分析，剖析数

字经济理论研究的演进，挖掘相应的热点问题，绘制知识图谱，寻找数字经济研究的演进脉络和逻辑并对得

到的结果进行可视化。同时为了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本文还对相关文献数据进行了除重处理与合

并处理。

如前文分析所示，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数字经济的提法是“信息化带动工业化”；2002年十

六大的表述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2007年十七大强调“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2012年十八大进一步提出“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和“信息基础设施”；2017年十九大指出“推动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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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因

此，本文选择了数字经济、信息化工业化、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金融、数字贸易、区

块链、新经济、两化融合、数字基础设施、数据

要素、数字产业化和平台经济等 14个关键词。

在此基础上，按此后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

开时间，将研究样本分为 4个阶段：2000—2007
年、2008—2012年、2013—2017年、2018—2021
年。考虑到十五届五中全会与十六大关于数

字经济的表述较为接近，将十五届五中全会所

在自然年到十七大召开后的第一个自然年之

前划分为第一阶段，其余三个阶段划分以此

类推。

2000—2021年，在 CSSCI来源期刊发表与数字经济相关学术论文共 3526篇。发文量时间分布如图 1所
示，十八大之后数字经济发文献显著提升，十九大后则呈爆发性增长。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与政策演进

保持高度同步，在政策层面越强调数字经济，理论研究的热度就越高。中国互联网中心的报告显示 2015年
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超过 50%，自 2017年起数字经济已连续 5年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其中 2020年和 2021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突出强调了“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十九大之后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相对密集出

台，是数字经济研究成果爆发性增长的核心原因。理论研究往往具有前瞻性和系统性，随着研究数量和质量

的提升，也能够为不断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政策设计提供支撑，强化政策体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二）数字经济研究主题演变
为了考察不同政策背景下数字经济理论研究主题演进态势，基于 CiteSpace软件使用 Log-likelihood rate

（LLR）算法对搜索得到的 3526篇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结果见表 1。聚类分析侧重于对应领域的知识

结构，CiteSpace会汇报聚类的模块值（Q值）和平均轮廓值（S值），这两个值反应聚类清晰度和网络结构。Q
值位于区间［0，1），当 Q＞0.3意味着划分出的社团结构是显著的；当 S值在 0.7是，聚类是高效率令人信服的。

不难发现，2000—2021年 4个阶段数字经济研究主题均聚类结构显著且令人信服。

表 1 数字经济研究分阶段关键词聚类结果

阶段

2000—2007年

2008—2012年

2013—2017年

2018—2021年

评价指标

Q=0.6956
S=0.9304

Q=0.6681
S=0.9962

Q=0.8466
S=0.9457

Q=0.6403
S=0.8418

聚类标签

信息化

新经济

信息化带动
工业化

两化融合

信息化与
工业化融合

两化融合

平台经济

数字经济

农业现代化

工业化

互联网+
平台经济

数字金融

数字经济

高质量发展

数字贸易规则

共享经济

人工智能

信息化

数字平台

数字贸易

子标签（≤5）
政策选择；现代化协调发展；互动关系；城镇化

新型工业化道路；工业化；经济学；必然选择

国民经济；高新技术；工业化与信息化；生产力

信息化；中国农村工业；新型工业化；产业融合；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

企业效益；指标体系；门槛回归

绿色技术创新；重化工业化；碳减排能力；工业绿色转型；环境治理绩效

互联网；双边市场；商业模式；平台企业；反垄断

互联网+；分享经济；共享经济；数字贸易；大数据时代

信息化；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

经济增长；融合发展；菲德模型；金融发展；信息产业

大数据；技术创新；反垄断法；数字出版；县域经济

大数据；互联网；反垄断；互联网平台；创新

数字普惠金融；区块链；金融科技；普惠金融；中介效应

数据；数据治理；数据要素；生产要素；新基建

经济增长；经济高质量发展；两化融合；实体经济；制造业

全球价值链；互联网+；电子商务；税收征管；跨境数据流动

互联网金融；分享经济；区块链技术；金融监管；监管

数字化转型；产业数字化；数字鸿沟；就业；数字中国

互联网经济；互联网+；数字产业化；工业化；熵值法

数字技术；数字化；产业结构；后疫情时代；反垄断监管

服务贸易；平台治理；全球治理；国际比较；跨境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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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字经济研究发文量的阶段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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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博等：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演进与理论研究脉络

1. 2000—2007年数字经济研究主题

在 CiteSpace 软 件 中 进 行 关 键 词 共 现 分 析 后

2000—2007年关键词出现频数排名见表 2，可代表该

时期的研究热点。为了寻找各个热点的的发展与演

变态势，统计信息化工业化、数字经济、新经济三个主

题在该时期的发文量得到图 2，可反映出该时间段研

究热点的演变趋势。CiteSpace在对关键词分析的同

时，除了能够得到词频数，还可以计算对应的中心度。

关键词的词频数代表在收集到的文献中出现该关键

词的文献篇数，并不能反映该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之

间的拓展性和关联性，但是关键词之间往往存在内在

的有机联系，中心度则表征连接性或拓展性。某个关

键词的中心度越高，则拓展性越强，该关键词与其他

关键词共同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的概率越大。

2000—2007年数字经济相关发文量不多，只形成

3个聚类：“信息化”“新经济”“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且

每个聚类下子标签也较少。从研究热点来看，信息化

与工业化构成该时期绝对热点，二者的中心度均超过

0.5，展现出较强关联性，这与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推

进“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的有关。互联网经济的

热度在该时期呈下降趋势，可能与 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存在联系。同时数字经济的概念已经开始出现

在一些研究成果中，相关主题发文量始终在低位徘徊，暂时无法构成这一阶段的研究热点；但这却能够说明

理论研究具有一定前瞻性，能够为后期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与借鉴。此外图 2显示信息化与工业化的

研究在 2002—2003年达到高峰后，随后急剧下降，十六大召开在短期催热了相关研究，但中国的数字经济和

信息化实际发展水平不高，还未能产生较多的科学问题、对理论界的影响力相对有限。

2. 2008—2012年数字经济研究主题

2008—2012年数字经济相关研究主题关键词出现频数排名见表 3，信息化与工业化依然是这一阶段最

热门的研究方向，但其中心度较 2000—2007年显著下

降。十七大提出的“两化融合”，相应关键词的发文量

开始上升，且有 0.18的中心性，研究热度逐渐提升，与

之对应互联网经济研究依然不温不火（图 3）。近年来

在数字经济领域，平台经济作为适应数字技术体系的

资本积累和社会生产与再生产的新组织形式，依靠高

效的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发达的算力及功能强大的

数据处理算法所支持的数字平台，跨时空跨国界跨部

门地集成社会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活动，大力促进

了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一阶段，学者们已经开始逐渐

关注平台经济，理论研究也领先于政策探索。

3. 2013—2017年数字经济研究主题

2013—2017年数字经济相关研究发文量显著攀升，

可能的原因在于 2013年三大运营商获得了第四代移动

通信牌照，随着通信速度更快、智能化程度更高、资费更

低且具有自主标准的 4G网络普及，移动互联彻底改变了

传统的生产、生活及商业模式，激发了科学研究数量和

质量的大幅提升。这一阶段研究成果较多，无论是关键

词的数量还是每个关键词出现的频数均有一定程度的

表 2 2000—2007年研究关键词排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关键词

信息化

工业化

互联网经济

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互联网

数字经济

国民经济

新经济

新型工业化

词频数

52
50
15
13
9
7
5
4
3

中心度

0.60
0.53
0.08
0.02
0.17
0.00
0.03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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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0—2007年研究主题演变趋势

表 3 2008—2012年关键词排名

序号

1
2
3
4
5
6

关键词

信息化

工业化

两化融合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互联网

平台经济

词频数

41
31
8
8
5
3

中心度

0.26
0.25
0.18
0.04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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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8—2012年研究主题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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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图 1和表 4）。虽然十八大仍然强调“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但该阶段两化融合的热度有下降的趋势。

平台经济已经成为该时期最热门的研究方向，说明理论

研究更具前瞻性而且更加务实。互联网经济研究的发

展度过了十多年的低谷期，在 2013—2017年关注度逐渐

上升。数字经济研究开始有较快的发展，同时出现的热

点还有“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且保持着热度上升的

趋势，如图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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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3—2017年研究主题演变趋势

四、十九大以来数字经济研究现状

（一）发文数量
发文量反应一个学科研究领域的产出成果。按

年份统计数字经济研究领域的发文量，可了解数字

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和目前所处的阶段，利于人

们科学的预测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和态势。在中国知

网的 CSSCI来源期刊搜索得到的有效文献中，为了

比较十九大前后发文量的变化，统计 2017—2021年
各年发文量如图 5所示。相较于 2000—2016年的发

文量，2017年党十九大召开后迎来了爆发式的发

展，发文数量骤增，2018年数字经济发文量接近

2017年 2倍。2017年“数字经济”被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十九大之后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实

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

经济、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是 2017—2021年数字经济研究发文量呈梯度攀升的主要原因（袁胜军等，2021）。

（二）关键词分析

2018—2021年关键词出现频数排名见表 5，相较于 2000—2016年的关键词频数排名变化，可以看出研究

热点的转变，首先是研究成果的增多，2018—2021年出现频次排名前列的关键词出现的频数远远高于

2001—2017年高频关键词出现的频数。其次，信息化、工业化、两化融合已经不再是热点，数字经济、数字金

融、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等关键词成为研究热点。十九大之后数字经济词频数达到 536，是
2013—2017年的 16.75倍；中心度也由前一阶段的 0.18上升至 0.32，在理论研究层面数字经济的关联性和拓

展性也显著增强。平台经济的词频数排名和中心度都有所下滑，但词频数却是 2013—2017年的 314%。同

时与平台经济相关的反垄断的词频数也达到 29，与上一阶段两化融合的词频数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金融、数字普惠金融及金融科技均是同一个研究对象，3个关键词的词频总数为

253，实际上研究热度已超过平台经济，但它们的中心度不高，说明数字金融与其他关键词的关联性不强。数

表 4 2013—2017年关键词排名

序号

1
2
3
4
5
6

关键词

平台经济

信息化

互联网经济

数字经济

工业化

两化融合

词频数

42
37
35
32
29
29

中心度

0.24
0.28
0.20
0.18
0.41
0.38

序号

7
8
9
10
11

关键词

互联网+
互联网金融

经济增长

分享经济

共享经济

词频数

28
17
17
16
13

中心度

0.24
0.11
0.20
0.06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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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7—2021年 CSSCI来源期刊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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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博等：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演进与理论研究脉络

字金融可以弥补传统金融的不足，结合新的融资场景、数据和产品，

释放“低成本、高速度、广覆盖”的优势，降低金融服务业的进入壁垒

（黄益平和黄卓，2018）。此外也有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不仅能够给

中小企业提供直接融资，而且有助于降低商业信用二次配置，并对

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具有积极作用（钟凯等，2022）。进一步有学者基

于开放视角指出，数字金融会促进生产率更低的企业出口，并改善

小微企业的营运资本使用效率（张铭心等，2022）。在全球数字经济

蓬勃发展的态势下，可以预见数字金融今后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

用。此外，可以看到该阶段的关键词“数字贸易”的词频数也高达

93，中心度为 0.17。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数字贸易能够克服“面

对面”贸易的局限性，数字贸易开始蓬勃发展（刘斌等，2021）。2017
年我国经济进入换挡降速时期，经济发展理念从注重增速转向注重

质量和效益，该时期与数字经济相关的高质量发展的词频数也相对

较高为 65，表明学者也更为聚焦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关系研究。

（三）发文期刊分析
利用 CiteSpace进行“期刊共被引”分析，以此寻找国内在数字经济领域高质量的发文期刊。研究发现，被

引频次排名前五的杂志分别是《经济学家》《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研究》《管理世界》《改革》，其中《经济学家》和

《经济研究》中心性位居前二，反映两刊在数字经济领域研究具有很高影响力，具体期刊影响力排名见表 6。
表 6 2018—2021年期刊来源共被引信息

序号

1
2
3
4
5

期刊

《经济学家》

《中国工业经济》

《经济研究》

《管理世界》

《改革》

中心性

0.13
0.05
0.12
0.03
0.04

被引频次

44
42
39
35
27

序号

6
7
8
9
10

期刊

《财贸经济》

《经济纵横》

《税务研究》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经济学动态》

中心性

0.00
0.04
0.02
0.10
0.07

被引频次

21
20
19
16
15

（四）作者发文量
利用 CiteSpace对所选有效文献进行

“作者”分析，可以得到发文量最大的作者

信息，如图 6所示。其中周念利的发文量排

在首位，主要研究数字贸易问题；第二位戚

聿东侧重探讨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

响；第三位杨东聚焦平台经济与反垄断研

究；谢康的研究重心是两化融合；任保平关

注数字经济发展的宏观效应；肖静华主要

分析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夏杰长重点研究

数字贸易及数字经济的产业发展效应；蓝

庆新侧重分析国外发展数字经济的经验启

示及数字贸易。

（五）机构发文量
十九大以来，我国数字经济研究在 CSSCI来源期刊发文量最大的机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发文 56篇，

其内部工业经济研究所和财经战略研究院发文量较高。中国人民大学数字经济发文量位居第二，达到 28
篇，其内部机构发文量相对平均。对外经贸大学研究的核心是数字贸易，共发文 25篇，集中在中国世界贸易

组织研究院和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西北大学发文量为 16篇，在全国排名第 4，成果主要来自中国西部经济发

展研究院和经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发文量为 14篇，该校编制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已被广泛使

用、具有极高的学术影响力。北京师范大学发表论文 12篇，由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完成。中山大学发文量

为 11篇，主要来自管理学院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研究。

表 5 2018—2021年关键词排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关键词

数字经济

平台经济

数字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

数字贸易

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

大数据

区块链

互联网经济

共享经济

金融科技

数字化转型

反垄断

词频数

536
132
111
111
93
65
59
56
56
45
34
31
30
29

中心度

0.32
0.19
0.06
0.05
0.17
0.11
0.11
0.13
0.10
0.17
0.27
0.02
0.03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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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8—2021年作者发文量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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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共现能够用可视化的方式直观地展示某个领

域的研究热点及各个关键词之间的亲疏关系。 2018—
2021年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如图 7所示，其中每个节点的直

径与该关键词出现频次成正比。可以看出比较大的节点

包含了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数字贸易、互联网经济、共享

经济这些关键词，同时这些节点外围颜色较深，代表了他

们有着不小于 0.1的中心性，是研究领域的关键节点。

关键词共现分析显示，2018—2021年平台经济、互联

网经济、共享经济仍是研究的热点。同时数字贸易成为新

热点，且该节点与数字经济毗邻程度接近，代表这两个概

念联系紧密，经常共同作为关键词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

表 7对上述关键词进行了聚类分析，能够进一步揭示

不同关键词所对应的研究主题。如图 7所示，可以看出十

九大后数字经济领域最热门的 10个研究主题。

表 7 关键词聚类及聚类成员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聚类

平台经济

数字金融

数字经济

高质量发展

数字贸易规则

共享经济

人工智能

信息化

数字平台

数字贸易

主要关键词

大数据；互联网；反垄断；互联网平台；创新

数字普惠金融；区块链；金融科技；普惠金融；中介效应

数据；数据治理；数据要素；生产要素；新基建

经济增长；经济高质量发展；两化融合；实体经济；制造业

全球价值链；互联网+；电子商务；税收征管；跨境数据流动

互联网金；分享经济；区块链技术；金融监管；监管

数字化转型；产业数字化；数字鸿沟；就业；数字中国

互联网经济；互联网+；数字产业化；工业化；熵值法

数字技术；数字化；产业结构；后疫情时代；反垄断监管

服务贸易；平台治理；全球治理；国际比较；跨境电商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在梳理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演进基础上，依据不同时期党中央的相关政策提法，设定关键词，利用

CiteSpace软件绘制数字经济研究成果的科学知识图谱，以揭示政策实践与理论研究之间的内在联系。

2000—2012年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实践均领先于理论研究，数字经济方面的理论研究侧重于政策解读、探

讨政策实施的重点和难点，为政策落地提供支撑。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早期数字经济、数字技术

的影响有限，能够观察到的实际问题较少，理论研究发展相对缓慢。2012年党的十八之后，平台经济和数字

经济等热点理论研究领先于政策制定。新时代背景下数字经济的作用已十分显著，理论对数字经济的研究

也更为敏锐和深入，理论研究引领政策实践的趋势初步显现，二者间的互动更为积极有效。

文献计量结果显示，2000—2007年数字经济相关发文量不多，只形成 3个聚类：“信息化”“新经济”“信息

化带动工业化”，且每个聚类下子标签也较少。2008—2012年信息化与工业化依然是这一阶段最热门的研

究方向，但其中心度较 2000—2007年显著下降。党的十七大提出“两化融合”，相应关键词的发文量开始上

升，且有 0.18的中心性，研究热度逐渐提升。党的十九大之后数字经济词频数达到 536，是 2013—2017年的

16.75倍；中心度也由前一阶段的 0.18上升至 0.32，在理论研究层面数字经济的关联性和拓展性也显著增强。

平台经济的词频数排名和中心度都有所下滑，但词频数却是 2013—2017年的 314%。关键词的共现分析表

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数字贸易、互联网经济、共享经济是研究领域的关键节点。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平台

经济和数字贸易的崛起，原有市场结构和市场秩序将发生重大变化（江小涓和黄颖轩，2021），对相关经济活

动的监管和治理将面临全新挑战。因此优化数字经济领域的合规监管、均衡监管、价值导向监管及数字税等

也将成为学术焦点（周文和韩文龙，2021），并且“数字经济”聚类是同期所有聚类中最显著的，显现时间横跨

2017—2021年，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研究热度，且该聚类在 2019—2020年内部涌现出多个研究热点。聚类“数

字金融”“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在整个时期保持着稳定的发展，一直有研究热点涌现。尤其是在人口老龄

图 7 2018—2021年关键词共现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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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背景下，工业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的代表，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性价值，其不仅会影响劳动力空

间配置和企业的地理格局（王林辉等，2022），更可能通过作用于户籍制度而对市场经济制度产生影响（陈媛

媛等，2022），在下一阶段吸引广泛的研究关注。

中国数字经济和互联网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是中国大市场优势的深刻写照（安同良和杨晨，2020），预计十

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将成为助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微观层，数字化转型是促进企业韧性形成并

塑造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蒋峦等，2022）；在中观层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同，会促进通用技术的扩散

及相应部门重构（杨虎涛，2021），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宏观层面，数字经济会提升创新创业活跃度而促进

高质量发展（赵涛等，2020）。

结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演进和研究脉络特点及关系，可以展望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及数字金融将

保持较高的研究热度，并且相关研究将更加聚焦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在政策实践层面，关于数字经济相

关的中央及地方法规会更加密集地发布，在理论研究的牵引下与数字贸易和数字金融相关的政策法规与规

制设计也将在下一阶段成为政策聚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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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olicy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have a certain linkag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policies start fro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how a 3-dimensional evolution in terms of policy areas，policy focus and
policy objectives. From 2000 to 2012，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showed a trend of“theory following policy”. After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in 2012，hot topics such as platform economy and digital economy began to lead the policy practic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has become more active and effective. The Bibliometric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the frequency of digital economy
words after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reached 536，16.75 times more than that of 2013—2017. The centrality also increased from 0.18 to
0.32，and the relevance and expansion of digital economy research has been significantly enhanced. Platform economy，digital
economy，digital trade，Internet economy，and sharing economy are the key nodes in the research field. Combined with the policy
evolution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lineage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it can be expected that digital economy，digital
trade and digital finance will maintain a high level of research enthusiasm，and digital econom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digital security will attract more attention.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related to digital economy，digital finance and digital trade will also
become the focus of policies in the next phase.
Keywords：digital economy；policy design；academic research；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cit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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