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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

“贸易、开放与共享繁荣”

分组会（Ⅰ）会场四：数字经济下的机遇与挑战

2019 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于 9 月 6-7 日在北京钓鱼台国

宾馆举行。本次专题研讨会以“贸易、开放与共享繁荣”为主题，围绕加

速开放的中国、中美关系再定位、英国脱欧与欧盟前景、中国经济的韧性

与高质量发展、全球创新合作、减税降费的进展与成效、数字经济下的机

遇与挑战等一系列重大议题进行探讨。

本节讨论的题目是“数字经济下的机遇与挑战”，由国务院参事室参

事汤敏主持。与会嘉宾分别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煜波，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兼执行董事肖风，万事达卡中国区总裁常青，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彭文生，全球移动通讯协会大中华区总裁斯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

研究所副所长张丽平。

陈煜波主要就经济数字化转型的中国视野进行了分享。首先是中国数

字经济发展现状，他将中国数字经济转型分为三个阶段：ICT 驱动的信息

化转型、互联网驱动网络化转型的阶段、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化

转型，每一阶段的转型都依照“社会认知—应用需求—催生新的技术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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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他指出，2017 年 3月，中国进入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化时代。其次

是数字人才发展现状，当前中国长三角以及粤港澳都属于人才净流入地

区，说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较强吸引力。最后，陈煜波总结了中国数

字经济发展的特征。与西方国家发展逻辑不同，中国是“四化”同步，尚

未走完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就进入了信息化时代。政府的政策支

持帮助人口红利转化为数据红利，这是中国数字经济独特商业模式发展成

功的重要原因。目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前景良好，这与中国企业家的智慧、

努力以及政府打下的良好数字基础设施密切相关。

肖风主要围绕数字经济与数字货币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他从两个角度

指出了数字经济的特点。一是从技术视角来看，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

以及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数字化的技术大幅度降低了交易成本，驱动了数字

经济的诞生。二是从商业角度来看，数字经济打造了数字空间，支持跨境、

跨时间的商业活动，纵向压缩市场层级，降低对中介的依赖性，横向缩短

产业链条。数字化技术把信息流、物流、资金流“三流合一”，商业服务

场景化，促进商业模式智能化，实现精准画像和精准匹配。他指出，数字

经济需要有不同于现有金融体系的另外一套新的金融体系来为数字货币

提供更好的、更有效的服务，数字货币是数字经济的血液。

常青主要讨论了数字经济可能面临的挑战。他认为，从万事达卡的商

业实践来看，中国在数字化浪潮进程中会面临挑战，第一个挑战是一些短

板行业或企业会掉队，成为最薄弱的环节，这会给他们自身乃至更广泛的

网络和供应链带来不利影响，例如网络恶意攻击、信息泄露等。第二个挑

战是物联网爆炸性普及给行业管理、企业发展以及整体经济运行带来的挑

战。为应对这些挑战，他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构建数字的身份系统，在

更大范围里面使用数字身份证书；第二，采用通用的数据标准；第三，提

高用户的安全意识；第四，国家标准和全球标准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接轨和

互联互通。

彭文生主要从宏观政策角度探讨了数字货币、尤其是央行发行数字货

币的含义。他认为，货币具有支付手段、处置工具、计算单位三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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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手段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不大，而处置工具是指带有利息的银行存

款、国债等，是主要的流动性资产，会产生经济影响。央行发行数字货币

是否带有利息，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非常不同。目前很多支付软件在大数据

的基础上发信贷，信贷创造货币，这是数字货币的需求端。在供给端，数

字货币的发出渠道会对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发行支付利息的数字货币，有

利的影响是可以增加货币政策执行的工具，央行可以调控基础货币的利率

来调控环境，不利的影响是人们可能将银行的存款转化为央行数字货币，

进而挤压银行利润。他认为，结合目前信贷大幅扩张、金融风险较大的背

景情况，央行应该发行支付利息的数字货币，以财政行为来改善我国金融

结构。

斯寒认为，移动产业对整个社会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未来的 15

年，5G 对于整个全球的经济贡献会达到 2.2 万亿美金。这种贡献体现了

5G 的潜力与魅力，更与数字化经济的转型和升级息息相关。5G 不仅可以

与各行各业结合产生新的转型机会，也可以和很多新技术结合，例如人工

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基于 GSMA 的商业发展实践，斯寒总结了五个

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因素：第一是基础设施建设；第二是拥有可信的数字

化系统，保证数据安全；第三是数字基础设施如何在本地化的基础上提供

服务；第四是提高公民对数字化的理解与接受能力；第五是网络安全。最

后她给出了两点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建议：第一，政府需要制定支持性政

策来促进相关产业发展；第二，为支持跨国企业发展，各国相关产业的政

府监管部门需要进行协商来确定全球化的监管框架。

张丽平主要围绕数字货币发展的五个方面展开自己的分享。第一个方

面是发行主体，包括国家央行与私人部门。第二个方面是发行机制。央行

发行需要考虑现有货币的电子化和数据化，其发行量要根据经济规模和货

币流转速度以及通货膨胀等因素来决定，包括央行直发与央行和商业银行

联合发行两个发行通道。私人部门的发行，包括算法+工作量、基于协议、

基于互联网生态圈三类发行模式。第三个方面是货币的性质，央行发行的

数字货币依然是基于国家信用的法定货币，私人部门发行的是基于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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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的虚拟代币。第四个方面是货币的使用，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与现有

货币同样具有计价、流通、支付和贮藏四大功能。私人部门的数字货币主

要在场景中应用，在有限范围内担负了一定的交换媒介、支付和资产投资

功能。第五个方面是数字货币的未来发展。确定的判断是，数字货币时代

终将来临;数字货币会对现有国家和国际货币体系产生极大的挑战。不确

定的情况包括,央行与私人部门两个发行主体孰优孰劣、政策监管导向何

方、技术路径问题等。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撰稿：邱月；校对：焦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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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两会”后首个国家级大型国际论坛，旨在“与世界对话，

谋共同发展”，是中国政府高层领导、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和中外学者之间重要

的对话平台。2019 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导、中国

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旨在介绍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进展和成果；进一步向国际社会

宣传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政策和措施；加强合作，让开放成果及早惠及中国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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