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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2021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公布,旨在稳

步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为全国范围内更高质量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先行探索。 2021 年 7
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 年)》正式发布,提出“拓宽先

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有效路径,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先行示范”、“打造山海协作工程升级

版”。 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基础不断夯实,正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路子奋勇前

进。 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为共同富裕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营

养,而深入系统的理论研究又为浙江建设共同富裕提供科学指引。 基于此,《浙江工商大学学

报》设置了“共同富裕”研究专题,旨在汇聚共同富裕的学术观点,尤其是围绕浙江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经验进行学理分析和创新探索。 本期推出了业内知名学者夏杰长、董

雪兵、张远新、吴义东等四篇佳作,期待得到学界的积极回应和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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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赋能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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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是应对世界发展革新的必然路径和选

择。在探讨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目标、现状与主攻方向的基础上,分析了数字经济赋能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作用机理。具有一般性和均衡性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数字经济,通过

优化收入分配、减少城乡差距、协调区域发展三条路径赋能共同富裕建设。浙江有良好的数

字经济现实基础,同时面临数字经济地区发展不均衡、数字使用鸿沟和数字红利差异等现实

挑战。建议通过区域协调、公平受益、收入调节、数字转型和数商兴农等实施路径,推动数字

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为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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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高阶段的社会形态 [1]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建设的

核心是创造更多财富并共享发展成果。持续推进经济一般性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促进经济均衡

性增长,优化收入分配制度,缩小不同群体、区域和城乡间要素分布和发展差距,是共同富裕建设的根

本保证和主攻方向。数字经济作为促进经济一般增长和均衡增长的新引擎,与共同富裕主要建设要求

和发展目标一致,逻辑吻合 [2] 。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关键技术持续创新推动资源要素利用优

化和经济发展创新驱动转型。数字技术通过赋能产业转型和模式创新,加速社会财富创造进程;同时

数字技术所具备的通用性、协同性和共享性等特征能有效促进区域和行业协调发展 [3-4] ,提升数字经

济发展红利的普惠性,充分发挥数字经济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达成共享

发展成果的目标。数字背景下,平台经济发展迅速,发挥着优异的资源聚集和配置效能 [5] ;数字商务尤

其是农产品电商的高速发展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农业转型升级。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突破了时空和

资源稀缺性的限制,为加速经济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共同富裕与数字经济发展时间吻合 [1] 、内涵契

合 [6] ,发展数字经济是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和高效实现路径。
现有的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相关研究,聚焦于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逻辑、机理与效果。共同

富裕的第一要义是“富裕”。数字经济具备创新性和高渗透性,向传统行业不断扩散和结合,大幅降低

交易成本,发展生产力和生产规模,提升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和一般性增长,助力共同富裕建设的

第一步。共同富裕的建设挑战在于均衡性发展。数字技术和数据是通用技术和通用生产要素,交易成

本降低效应也在各类交易中体现,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人群和地区都有显著意义 [1] 。基于创新、
溢出等效应达到共享和普惠的效果 [2] ,促进均衡发展的实现。数字经济带来的数字鸿沟、就业结构冲

击、鲍莫尔病和收入差距加剧等问题,引发了数字经济能否促进共同富裕的探讨,此观点存在一定争

议和分歧。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部分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随之上升。而针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研

究发现,发展数字经济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负向关系[7] ,但是随着数字经济不断发展成熟,之
后可能呈现正向关系[8] ,即 U 型非线性影响。也有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发展符合“库兹涅兹曲线”,与收入

差距存在倒 U 型关系[1] 。尽管对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和作用效果存在一定分歧,数字经济发展对

共同富裕建设存在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是达成一致认可的。因此在探析作用逻辑与机理的基础上,针对

数字鸿沟等负面影响进行路径规划和政策设计是必需的,以充分释放和共享数字经济的发展红利。
为更优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浙江被国家赋予在全国率先形成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标志成果和

浙江经验的重大任务。在数字经济加持下,浙江如何基于自身现实基础和发展条件完成共同富裕示范

区建设任务,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在明晰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目标、发展现状与主攻方向的

基础上,总结数字技术的特性及探讨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作用逻辑与机理,明晰建设

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挑战与难题。基于浙江发展背景,分析浙江数字经济赋能的现实基础、可行性和现

实挑战。围绕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目标,以优化收入分配、减少城乡差距和协调区域发展为建

设思路,提出数字经济赋能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六大实施路径,保证经济一般性增长的同时促

进经济均衡性发展,通过路径规划和政策设计尽可能减少和规避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建设产生

的负面效果,探索共同富裕建设浙江典范和样本。

二、 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目标与主攻方向

(一) 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目标

根据《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 (下简称《方案》),到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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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为核心,坚持五个指导原则,紧扣

打造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引领区四大战略定位,以解决三大差距问题为主要方向和发力点,高度重视农

村和相对欠发达地区发展现状和问题,解决省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难题。在全国率先实现共同富裕

理论创新应用和实践建设,总结形成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经验。浙江共同富裕建设具体

目标可以分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两大方向,包括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收入分配和城乡区域协调发

展等七个总体目标;其中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两类的具体指标和数据如表1所示。《方
案》要求,浙江全省2025年人均生产总值达13万元,居民可支配收入突破70000元,力争2035年达到发

达经济体水平。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方面,2020年达到45% ;拟于2025年提升至60% 。城乡区域

发展更加协调。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继续缩小,拟于2025年减至1. 90以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5% ;
继续优化收入和财富分配制度和格局,加速步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表1　 浙江2021—2025年共同富裕建设部分主要目标指标

类别 指标 2020年 2022年 2025年

经济高
质量发展

人均生产总值(万元) 10. 1 11. 3 13
全员劳动生产率(万元) 16. 6 — 22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52397 59000 70000
R&D 经费支出与 GDP 之比(% ) 2. 8 3. 0 3. 3
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45 55 60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31295 34700 40000

城乡区域
协调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 1. 96 1. 95 1. 90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 71 73 75
地区人均 GDP 差异系数 2. 20 — —

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异系数 1. 64 — 1. 55
26县人均 GDP 与全省平均之比 0. 58 — —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相关内容整理。

(二) 浙江共同富裕建设主攻方向

共同富裕建设有三个核心要求和特色:经济发展、公平共享和持续受益 [9] 。共同富裕建设需要借

助相关路径和政策制度对不平等机制进行修正和弥补,保障全体人民、各个地区能公平地参与经济社

会发展,共享发展成果。
1. 扩中降低,形成橄榄型社会。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路径,继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缩小

低收入群体规模,基本形成橄榄型社会。我国目前影响居民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劳动所得在国民收

入中的占比。2020年浙江全省居民劳动报酬占 GDP 比重为43% 。《方案》提出,这一比重到2025年将提

升至50% 。面对提高职工劳动报酬所带来企业人力成本负荷增加,企业需要积极寻找数字化转型和升

级,优化职工结构,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比重。
2. 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以推动乡村振兴为路径,促进乡村基本同步实现现代化建设。针对脱

贫攻坚困难乡村,建立县带村、村带户帮促机制,发展健全贫困户个人发展账户。推动城乡双向开放,
促进资源要素的双向流通,合理分配使用资源。积极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完善在城务工农村人口的

社会服务和保障,疏通城市人口和资本流向农村的堵点,最优利用农业农村资源增加农民资产价值。
3. 优势互补,区域协调发展。以区域优势互补提升整体发展质量为路径,促进区域各主体动能充

分释放,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平衡城市与山区、生产区与生态区等区位的异质功能,改变唯 GDP 为重

的发展思维。发挥生态功能区域的优势,将生态保护和绿色可持续置于发展首位,优化新阶段山区发

展政策体系,通过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等多种举措来弥补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

距。《方案》提出,浙江将继续探索完善“双向双飞”的飞地建设机制和山海协作产业园建设实践,推广

合作共享的跨区域经济发展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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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作用机理

数字经济从多个层面和维度影响和促进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基于创新数字技术、降低交易成

本、重塑产业逻辑等具有一定通用性的赋能基础促进经济一般性增长和均衡性发展,通过收入分配、
城乡发展、区域协调助力共同富裕三个核心目标建设。同时互动作用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如数字鸿沟、
就业结构冲击、区域差距和鲍莫尔病等负面影响,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和路径规划达到做大蛋糕并分好

蛋糕的最终目标。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建设的作用机理如图1所示。具体而言,一方面,互联网等新

兴数字技术能够有效创造同时具备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经济发展环境,以实现更高效的供需匹配,
完善现有的市场价格机制,发挥数字经济长尾效应 [10] ,达到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均衡的效果。另一方

面,随着数据等新的要素投入,新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由此产生,使得“边际效应”非线性

递增,激发大众创业和有效满足细分市场需求的新业态新模式,有效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

济呈现的空间溢出和辐射的特点,对于共同富裕建设、推动宏观经济一般性增长、区域和城乡均衡性

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1] 。

图1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建设的作用机理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一) 赋能机理

1. 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核心是数字技术 [1] 。数字技术是在计算技术、微电子技术和现代通信技

术组成的新技术群体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其本质是实现对各类信息的识别、转化、存储、传播

和应用等功能。作为一种通用技术,数字技术具有普遍和渗透等特点,能够深刻影响社会经济发展。数
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重塑了经济社会的生产模式、商业模式和产业形态,有效提

升了资源配置效率。数字技术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了更多的劳动力。劳动效率提升是有效增

加劳动者收入的现实基础。数字技术对劳动力市场的巨大影响更体现在其对市场产生的结构性冲击,
对不同劳动群体产生了差异化作用。数字技术的渗透性和替代性对低技能劳动者产生替代影响,因人

员素质难以匹配岗位需求而面临失业风险。数字技术衍生出的数据伦理也会带来诸如个人隐私泄露、
数据垄断等问题,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2. 交易成本。数字经济可以有效降低消费者需求侧和供给侧的交易成本和服务成本。平台经济迅

速发展进一步降低了市场的准入门槛 [11] 。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市场摩擦引起相关交易成本,包括搜寻

交易对象所带来的找寻成本,为获取交易对象有关信息、同交易对象进行交流互动所引发的信息交流

成本以及为完成业务约定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所支付的成本。数字经济通过构建即时沟通交流平台、
快速回应诉求、减少交易中的机会主义和不确定性等大幅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

问题。相比传统生产模式,产品渠道更加丰富,营销成本大幅减少,资源利用效率得到提升 [12] ,优化原

有的生产和销售模式,对中小企业有显著的溢出作用 [13] 。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性与交易成本,为地区

经济活动高效开展注入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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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业逻辑。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产生了全面深刻的影响,持续发展出新的业态模式 [2] 。地理区

位和距离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迅速下降,产业地理集聚趋势也有所降低 [14] 。数字经

济促进产业链结构从线性链状演变为网状生态,产业链条上各主体的原有定位和边界逐渐模糊甚至

消失,创新和知识流动呈现出跨链条跨行业融合渗透的特征,线上线下互动,相互赋能。数字经济所具

有的无边界性和互联性深刻改变了产业特别是服务业原有的产业逻辑。从服务经济到体验经济,消费

者开始更多地参与到服务产品的价值共创中,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已经从基本满足生理和发展需求

向品质化、多元化和个性化转变。通过精准匹配需求端的个性偏好和供给端的产品服务,提高有效供

给水平和效率,升级、改造和优化传统要素,创新产品和服务供给,驱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二) 作用路径

数字技术和数据作为一种通用技术和通用生产要素,对交易成本和产业逻辑的影响和作用也是

具有普遍适应性的。因此无论是对于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城市地区还是乡村地区,都具备不同程

度的赋能效果,数字经济对一般性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均衡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

展通过优化收入分配、减少城乡差距、协调区域发展,有效赋能共同富裕建设。在这一互动和赋能过程

中,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需要通过后续实施路径设计最大程度缓解和规避。
1. 收入分配。为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和普遍增长目标,必须坚持共享性增长方式 [15] 。数字经济的

发展过程涌现出的大量新业态、新模式、新就业带来了诸多新的岗位和机会,平台组织的发展也带来

了新的分配关系,更多的人接触和享受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红利,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他要素不足

所引发的发展困境。数字技术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提高生产效率,通过数据使用、数字产品消费等

途径更加公平和均等地发展自我和增加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数字经济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总值

促进经济发展,拉动企业创新创业,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做大经济绝对数量的同时,兼顾更广泛的受益

人群。提升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和优化分配结构是实现共同富裕、提升居民收入绝对值和减少收入相对

差距的重要路径。
2. 城乡发展。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和必由之路。大部分农民受制于受教育水平和信息

获取渠道等因素,生产和运作模式较为传统和单一,效率较低。数字技术的大数据分析和精准匹配有

助于农民制订适宜的生产计划和销售方案,增加生产规模和农民收入,减轻农民的贫困程度。数字经

济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也促进了农村生产与消费转型。数字经济在推动三产业深度融合的同时,加速

推进了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催生和促进了农村电商、网商经纪人、物流配送等新服务新业态新

岗位。数字经济和数字化服务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向,数商兴农推动着农产品电商高质量

发展。2022 年中央提出实施“数商兴农”工程。“数商兴农”顺应了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有利于

在乡村推进构建三位一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区域协调。协同效应实现了生产要素、信息和数据的共享和协同作用,促进产业一体化和生产

增效 [16] 。数字经济有利于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数字技术和数据的特性使得数据和信息

易于流动,突破地理和空间的限制,一定程度降低原本区位和地理因素的重要性。韦伯的产业区位理

论认为,好的区位和聚集可以有效节约企业成本和增加收益,共享基础设施和专业技术。新产业区位

理论强调了良好的有利于创新和人才成长的产业文化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产业区位所包含的社会环

境因素能加强创新主体的效率叠加、加深创新行为的联同作用和扎实的社会基础效能。受到数字经济

的影响,地理距离和区位的重要性进一步降低。数字经济的精准匹配功能使得各类生产者和消费者可

以分散在各个地区,价值链布局扩张至整个区域,呈现出网络化和碎片化的特征。通过碎片化分布和

供需精准匹配,服务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共时性与不可储存等特征带来的供给限制得以有效疏解。
4. 负面作用。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建设过程中可能会引发数字鸿沟、就业结构冲击、区域发展

差距扩大等负面作用。对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地区、居民群体产生的负面效应强度有所不同,当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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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作用强于正面效果时,共同富裕建设进程反而会因此受到阻碍和偏离。虽然关于数字经济作用共同

富裕的具体效果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共同富裕建设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是一致

认同的。基于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高技能的特性,第一是会对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结构带来一定冲击。
拥有知识和高技能的群体因此受到更多益处,贫困人口、低技能群体可能面临就业困难 [17] ,不同群体

间要素使用能力差异导致新的收入差距。新业态模式产生的新就业岗位和职业面临权益保障不足的

现状,从业人员工资收入和福利分享权益受到一定侵害。第二是存在数字鸿沟。数字鸿沟可分为可接

近性鸿沟、使用鸿沟和知识鸿沟 [2] 。随着基础设施建设布局的不断推进,中国可接入鸿沟得到很大程

度地缩减,为数字鸿沟持续缩小奠定了基础。但是不同年龄、城乡、区域的人群使用能力和利用程度仍

存有较大差异,产生新的贫富差距。第三是可能扩大区域发展差距。中国数字经济和相关产业在空间

分布上呈现出区域不平衡的特点。在数字经济发展早期,发达地区会享受更多的发展红利 [18] ,相对落

后地区更需要借助政策扶持和路径设计以推进区域数字经济和经济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四、 数字经济赋能浙江共同富裕建设的现实基础与挑战

(一) 现实基础

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45. 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 2% ,高于同期 GDP 名义增速4个百分

点,占 GDP 比重达39. 8% 。2021年浙江数字经济 GDP 占比超过全国平均水平;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发

展,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19] 。据测算,2020年浙江省数字经济增加值达30218亿元,占 GDP 比重

46. 8% [20] ,相关各项主要指标都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1.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加速领跑。2021年,预计浙江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4. 9% ,同比增长2. 0个百分点,占 GDP 比重为11. 0% 。规模以上工业中,五个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

速位于16. 8% —20. 0% ,在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了进一步加速,远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

平,显著地拉抬了工业生产和发展增速。“十三五” 期间,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5. 2% ,2020年达7 020亿元,对 GDP 增长贡献率达34. 9% 。数字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产业数

字化指数位居全国第一。①

2. 数字经济顶层设计保障发展。为推动浙江数字产业加速融合发展,浙江省2021年宣布将深入实

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项目,同时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方案。2021年6
月省人民政府印发《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 (下简称《规划》),《规划》提出将于2025年
实现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稳居全国前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在数字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上,提出60% 左右的目标要求;高水平建设完成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加速完善“三区三

中心”建设任务。浙江计划于2035年全面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构建成熟完善的数字产业发展体系。以数

字经济为核心,充分释放数字潜能和数据要素价值,赋能产业发展全面变革,形成全面现代化经济体系。
3. 新业态和新模式持续涌现。浙江省创新生态系统日趋完善,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跨境电子

商务综合试验区基本实现全省覆盖;浙江省在数字经济领域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生态系统不断成

熟,“互联网 + 健康”“非接触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处于全国领先水平。新业态产品的消费

大部分来源于一、二线发达城市,市场下沉还不足。规模巨大的下沉市场消费者将成为未来数字化服

务市场的消费主体。
4. 服务业产业数字化转型迅速。2020年,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超过万亿元,占服务业比重由

2015年的30. 0% 提升至35. 6% 。服务业数字化转型领先发展,数字赋能零售、医疗等各类传统服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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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产生新的业态,推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进一步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融入

生活服务业,高效完成供需匹配,缓解传统服务业囿于劳动力、物力投入的发展堵点,推动服务产品和

服务质量提质升级,更高质量和更高效率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受疫情限制等发展环境影响,
接触性服务业恢复相对缓慢,而部分数字服务业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十三五”期间,服务贸易数字

化显成效。服务贸易与数字经济进一步深度融合,逐步形成创新求变和特色发展的新格局。传统服务

贸易数字化水平显著提升,数字经济赋能旅游、教育、医疗等传统行业,带来新的发展活力,形成新的

发展模式和业态。

(二) 现实挑战

1. 浙江数字经济地区发展不均衡。浙江2021年全省生产总值为73 516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113 032元,增速达12. 21% 。全年“三新”产业经济增加值预计占 GDP 的27. 80% ;①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增加值8348亿元。②浙江省总体上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引领经济增长,但是省内各地区间发展不均衡。
根据相关研究报告,浙江省11市中,省会杭州2019年城市数字指数为9. 14,位于全国第十;其次是宁

波,以5. 09位列第24;第三是温州,以4. 66位列第27;共有8个城市进入前100;排名最后的是舟山,以
0. 65位列第223。③11市详细的数字指数和排名见表2。以数字指数为标准,11市变异系数为80. 35% ,离
散程度较大,地区间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囿于地区的相关基础设施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数字经济

发展初期,发达地区和非发达地区的受惠程度有所不同,对资源要素的集聚和利用能力差异较大,发
达地区更易借助数字经济发展经济,地区间发展差距短期内进一步扩大。数字经济相对先发展的地区

更容易取得优势,占领市场,对后发展地区的提速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挑战。

表2　 浙江省11市城市数字指数得分及排名

城市 数字指数 全国排名 城市 数字指数 全国排名
杭州 9. 14 10 绍兴 2. 18 62
宁波 5. 09 24 湖州 1. 46 96
温州 4. 66 27 丽水 1. 02 155
金华 3. 81 34 衢州 0. 85 177
嘉兴 2. 71 47 舟山 0. 65 223
台州 2. 69 48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腾讯研究院《数字中国指数报告2019》数据整理。

2. 数字使用鸿沟和数字红利差异仍然存在。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可接近性差异是数字鸿沟的主

要表现形式,接入上的差异将给不同地区和人群带来发展机会的差异。相关公共政策的推行和基础设

施供给的完善将会缩小这种鸿沟。浙江在改善网络和信息接入可及性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截至

2021年6月,全省已建成5G 基站6. 3万个和数据中心193个 [18] 。2021年已成功实现4G 和光纤覆盖全部

乡村,5G 覆盖全部重点乡镇。在接入可及性差异缩小的同时,不同人群对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使用差

别越发凸显。通过对数字经济和互联网的有效利用,获得了超越传统商务模式的收益即数字红利。使
用差异所带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有部分人群因此获利,同时不同人群间获利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包
括不同地区、产业、性别、年龄和教育背景等。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应用为使用者提供了均等的获益机

会,但是使用者实际获取的数字红利却是有较大差异的。区域数字经济的发展和建设程度在一定程度

上会加剧区域发展差距。从全国看,位于东南沿海的浙江省是数字红利的巨大获益者。从省内看,浙江

省内部仍然存在数字使用鸿沟和数字红利差异,省内11市根据数字指数计算出的数字城市指数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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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为80. 35% ,山区26县与全省平均水平也存在较大的差距。在数智基建已经相对成熟和完善的浙江,
如何发挥数字经济和互联网技术的积极作用,让更多地区和居民相对公平地获取数字红利和发展自我,
缩小数字使用鸿沟和数字红利差异,赋能共同富裕的建设,将是之后规划设计和公共政策关注的焦点。

五、 数字经济赋能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实施路径

数字经济和共同富裕正在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共同富裕体制机制创新在数字经

济赋能下将迎来具有重要意义的突破性变革。共同富裕是一种经济社会状态,不能脱离所处的经济阶

段和具体的发展背景。中国的共同富裕需要嵌入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浪潮,以数字经济为依托来积极

有序推进共同富裕建设是未来的必由路径。产业数字化是增强产业融合的关键,加快发展数字化服务

业,实现数字经济的双向赋能,是优化产业结构、增强产业辐射和带动能力的重要途径和推动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的不竭动力。基于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建设的逻辑和机理,政策设计和实施路径需要

从收入分配、区域协调、城乡发展和减少负面影响四个方向针对性进行,以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的发展

红利和赋能动力。

(一) 调节分配,优化财政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

数字技术能优化三次分配制度体系和分配效率,构造市场、政府和社会一体化的更为公平的新体

系 [20] 。通过数字技术,发挥政府的分配调节作用,基于大数据等技术,完成行政效率提速,加强相关决

策行为的针对性和科学性。聚焦农村和山区等相对落后地区,积极出台税收政策和调整转移支付力

度,优化对新职业新业态的政策扶持和制度更新,探索数据要素和数字资产的征管制度。引导科技向

善,发展线上公益和大数据精确资助等数字渠道,加速财富实现更大范围的流动和循环。同时需要重

视数字经济对传统行业和岗位产生的替代效应和挤出效应,关注相对弱势群体的生存发展现状。数字

经济会对不同劳动者群体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岗位的同时,也有部分较低劳动

技能的岗位被取代。部分低技能劳动者的工作和收入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就业保障不足。相关政府部

门需要加速完善就业工作保障制度,扩容提质,降低数字经济对就业产生的负面影响。鼓励和支持创

新创业,拓展多样就业路径和信息渠道。构建就业规范发展和保障政策体系,探索完善新业态模式从

业者的工薪制度和职业保护措施。建立完善更为公平和普惠的收入分配体系,实现全省维度上区域一

体化协调发展。

(二) 山海协作,探索共建数字经济下的新飞地经济模式

“飞地经济”是指两个行政上相互独立、经济发展存在一定差异的行政地区,在特定的区域合作开

展产业全域建设活动。该模式成果突破了区域规划的行政限制,优化配置生产要素和协同释放要素价

值,这种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能有效实现互利共赢和协同成长。产业飞地的关键在于要素双向流动

通道的建立。产业飞地的要素双向流动与通道如图2所示。传统制造型“飞地”旨在以经济发展为衡量

指标实现由优至劣的地区间经济能动的加工制造产业转移。这类单方向的流动带来税收分成或红利

分享等益处,使得较落后地区有机会共享产业发展带来的收益和成果。新兴的科创型“飞地”是经济发

展水平低的地区通过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进行借地来实现创新赋能与成果的转变优化。经济欠

发达区将资金、产品需求等要素输出到经济发达地区,结合飞入地的人才和研发设施等资源,完成创

新成果和创新资源的流动,实现产业要素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逆向流动。2021年提出探索共建园

区、飞地经济等利益共享模式。借助一系列政策引导和支持,浙江省深入实践产业飞地规划和建设对

实现共同富裕具有深刻意义。
数字经济下,飞地经济模式尤其是科创型“飞地”模式迎来了新的突破和可能。随着以大数据、物

联网、移动互联网和5G 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大量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得以实现低成本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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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线上合作和协同生产。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需完善共同富裕指向的制度保障机制 [21] 。数
字经济背景下,飞地经济模式迎来了更大的建设空间和范围,能够飞得更高更远。不再局域于有限的

地理空间,甚至突破飞入地和飞出地的二元主体,建立更加丰富的飞地网络。相关部门积极探索共建

数字经济下的新飞地经济模式,深化山海协作,谋划建设新一批产业飞地、科创飞地和消薄飞地,促进

资源要素跨区域流动,助力山区、海岛跨越式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建设目标,发展浙江新飞地经济

模式。

图2　 产业飞地的要素双向流动与通道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浙江出台政策支持山区26县“产业飞地”建设,什么是产业飞地?》资料绘制。

(三) 因地制宜,推动数字经济区域协调发展

科学合理布局全省数字经济生产力,因地制宜发挥地区优势,建设数字经济强省。以杭州为三区

三中心核心区,围绕环杭州湾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快速打造世界级数字湾区。区域

核心杭州以建设中国数字经济第一城为目标,发展创新数字经济理念和技术,培育和吸引高素质人才

和科创企业集聚,优化数字产业发展和变革,形成浙江杭州数字建设优秀经验和示范路径。加速宁波

制造强市建设,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城市总体建设目标,深入挖掘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和产

业治理等优势。以建设数字经济领跑区为目标,充分发挥温州作为全省数字经济第三极的作用,推进

千亿级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培养任务。以北斗品牌和数字服务业等三大产业集群为核心,加速湖州建成

数字化绿色智造名城。嘉兴利用节事效应,发挥节事影响,全力支撑柔性电子、数字安防、车联网等新

兴产业建设和发展,建设全国数字产业创新高地。加速绍兴现代化产业建设进程,发挥核心产业的辐

射带动作用,加速其现代化产业建设进程,集中力量打造先进智造基地。基于数字经济和娱乐行业等

优势产业,将金华建设成数字娱乐产业中心。强化衢州的产业辐射功能,建设四省毗邻的数字经济发

展高地。基于国家战略需要,深入实施国家智慧海洋舟山群岛区域试点示范工程。发挥台州光电产业

优势,建设浙江光电产业高质量集聚区。基于绿色生态和乡村振兴背景,在丽水积极探索智慧乡村旅

游、农产品数字商务等新模式,建设浙江绿色智慧新高地。
以科技创新为战略基础,建立浙江特色全域创新体系,为加速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不竭的动力

和生命力。探索发展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浙江路径,基于数字经济和生命健康等科技创新产业,推
进关键核心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推动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千亿工程。加速高质量建成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和环杭州湾高新技术产业带。全力建成世界数字变革高地,发展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发展试

验区的浙江经验和模式,形成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数字经济系统和拥有世界级影响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推动浙江世界数字贸易中心的建设进程,发展数字贸易和平台经济降低交易成本并促进交易达成,优
化跨境电商建设。

(四) 数字转型,发展生活新服务与生产服务

推动数字经济进入生活和生产,重点发展和供给数字生活新服务,加速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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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生活服务业深入融合,催生出新的业态和模式,包括新零售、数字教育和数字医疗等。针对不同

种类的数字生活新服务及其特征,设计和制定相应的发展规划和举措。将大数据等数字技术融入传统

零售,加速零售服务线上线下一体化发展,优化供应链管理,发挥网络效应和品牌效应。促进数字教育

和传统学校教育深度融合,创办和建设数字课堂和网络学校,鼓励传统教育企业与互联网平台开展深

入协作,优化数字教育体验,探索交互式、参与式和体验化的数字教育体验供给。深化智慧出行和智慧

旅游服务建设,继续推广和优化“浙里畅行”区域一体化智能出行服务和应用,完善浙江智慧旅游资讯

和旅游服务平台建设,拓展智慧出行和旅游服务的应用场景,提升服务易用性,优化各类群体使用体

验。数字经济和技术进入生产和生活,发展出智慧健康、智慧养老等新业态和新需求。加速推进居民健

康大数据科学搜集和应用,发展数字医院和智慧问诊等医疗建立服务。在此基础上,培育并发展相关

重点创新业态,塑造高质量生活服务供给的典范和模板,形成以“一图两码三平台” (一图指生活服务

数字地图,两码指支付码和信用码,三平台指交易平台、供应链平台和统计监测平台)为核心的数字生

活新服务体系,加速建设成为数字经济强省和数字生活服务强省。关注老年群体、农村居民等相对弱

势群体的生活服务需求,建立服务保障机制,完善公共服务流程全优化和全覆盖。

(五) 数商兴农,积极打造农产品品牌名片

依托当地特色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发展农产品数字商务,基于农产品品牌特色,提高品牌形象和

知名度,建设和打造现代化农产品生产模式体系和驰名品牌,开拓乡村经济的数字产业链。数字经济

和数字技术进入农业农村领域,深刻改变了农产品的产品价值、经营模式和目标市场,几何倍扩大了

产品的目标市场和消费顾客,赋予农业和农产品更多的发展活力和可能。为更好地发展农产品数字商

务,需要推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程,完善农产品电子商务、销售服务等保障体系,促进相关区

域信息和产品流动。助力浙江山区26县开展电子商务助农兴农建设,加快实现“网上农博”县域全覆

盖。基于当地特色农产品发展和建设一系列品牌,再通过数字经济赋能将品牌发展成区域公用品牌,
充分发挥品牌效应,扩大受益的区域和群体。红美人是浙江象山县2001年选育的高端柑橘品种,但是

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假冒伪劣产品,严重影响品牌形象和产品长久发展。2021年象山红美人由国家知识

产权局批准注册成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引入数字技术保护品牌,建立“码上放心”原产地溯源码

查询机制,成功保护和进一步发展区域品牌。以浙江象山“红美人”品牌为示范和优秀案例,助力特色

优质农产品借助区域品牌优势提升市场竞争力。

(六) 公平受益,缩小数字鸿沟和数字红利差异

缩小数字接入鸿沟和数字使用鸿沟,设计实施填补“数字鸿沟”的相关制度和保障措施,保障各类

群体和居民都有机会享受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和个人成长契机。在浙江数字基建建设已经取得

一定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推动相关基建全覆盖,继续缩小数字使用鸿沟。推动5G 基站在省内实现更广

范围的建立和布局,进一步提升5G 在乡村地区的覆盖率,加速人工智能等新基建设施在农村的建设

进度和应用深度,保障农村居民共享新基建建设成果,为实现乡村振兴和数字乡村提供基础保障。积
极引入和实际应用相关数字技术,促进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的渗透发展,不断缩小城乡在5G、通信设

施等基础设备上存在的差距,最大程度缩减数字使用鸿沟,保障乡村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础。关注和针

对特定人群,缩小数字使用鸿沟,保障不同群体公平地共享数字红利。在缩小数字接入鸿沟的基础上,
积极推动更多群体公平受益。针对农村居民、老年人群和中小企业等数字经济使用能力较弱的群体,
设计和实施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各类数字化平台和应用程序有针对性地开发和升级能有效满足相关

弱势群体需求的使用途径和特殊功能,降低数字技术在服务领域尤其是与百姓生活密不可分的公共

领域的操作难度和程序复杂性,提高数字技术易用性和普惠功能。拓展数字经济应用场景,推动数字

经济进入偏远和相对落后地区群体的生活和工作中,切实改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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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ower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Demonstration Area Construction in
Zhejiang Through Digital Economy: Function Mechanism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XIA Jiechang1 , ZHANG Yajun2

(1. 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Digital econom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it is the inevitable path
and choice to respond to global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the goal, present situation and main di-
rection of Zhejiang common prosperity demonstration area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unction mechanism of digital e-
conomy enabling common prosperity demonstration area construction. The digital economy, which has the function of promoting
balanced economic growth, enables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by optimizing income distribution, reducing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coordinat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Zhejiang has a good found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real-
ity,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digital economy regional development imbalance, digital use gap and digital dividend difference
and other practical challenges. It is suggested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ptimize the in-
dustrial structure,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s and provide inexhaustible driving
for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demonstration zone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regional coordination, equitable benefits, income regul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digital-com-
mer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digital economy; balanced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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