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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习近平关于新旧动能转换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理论依据和经济工作部署的科学指导方针。本文概括了习近平新旧动能转
换重要论述作为重大经济理论命题与新发展理念以及当前实际经济活动的联系；
从供给和需求相互关系的视角，论证了新动能的实质是新需求和新供给的结合，
并实现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总结了新供给和新需求结合下的先进制成品、数字产
品、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及共享经济产品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主要特征；探讨了
三类新供给和新需求交易中的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并提出了经济学研究的新课
题。本文的结论是，培育高水平供需关系的新兴市场是新旧动能转换的经济理论
逻辑和内涵；而且它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经济特征，也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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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正转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而成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要

实现经济的新旧动能转换。新动能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在不同的发展阶

段呈现出不同的经济技术特征，经济社会发展从低级向高级递进正是通过一次次

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

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理念。研究阐释习近平的重要论

述，既是指导当前经济工作实践的需要，也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理论的需要。

一、习近平新旧动能转换论述是当下重大经济理论命题

首先，新旧动能转换是习近平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总结和揭示。从全球经

济来看，习近平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欧美发达经济体借贷消费、东亚地区

提供高储蓄、廉价劳动力和产品，俄罗斯、中东、拉美等提供能源资源的全球经

济大循环的格局，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并同样处于新常态发展，面临挖掘经

济增长新动力的挑战，
①
习近平判断：“未来 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

关键 10年。”
②
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看，从 2013年开始，习近平提出了我国经

济进入新常态的论断，他分析了新常态的主要特征是：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

速；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粗放转向质量效率集约；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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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存量、优增量；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转向新的增长点。
①
这是习近平早期

关于新旧动能转换的表述。从 2015年开始，习近平在公开场合频繁提及“动能”、
“新动能”以及“新旧动能转换”等表述。2015年 10月，他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进

入新常态，正经历新旧动能转换的阵痛，但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②
他认为新动能的技术基础是网络信息技术，“我们要把握这一历史契机，以信

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要“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
③2018

年之后，习近平进一步把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与实现高质量发展相联系，他在 2018
年 3月两会期间和 11月考察上海工作中的讲话都强调了新旧动能转换与高质量

发展的联系。
④2019年 5月，他提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抓住的几个重要前

提：“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牢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不断改善

供给结构，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要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巩固“三去一

降一补”成果，加快腾笼换鸟、凤凰涅槃。要聚焦主导产业，加快培育新兴产业，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⑤
由此可见，

新旧动能转换是习近平对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运行规律的总结和认识，是今

后经济工作方针的指导思想。

其次，新旧动能转换将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长期实践。新旧动能转换是一

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微观上来说，既包括新生产要素的引入、传统生产要素利

用效率的提升，也包括新商业模式的应用；从中观层面而言，既包括产业结构的

优化升级，也包括新兴产业的规模化；从宏观层面来讲，既涉及到经济体制的创

新、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涉及到政府职能的转变。因此，这一过程需要长期践行

落实新发展理念。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意味着原

来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的动能所带来的边际贡献不断下降，逐步转变为旧动能，需

要新动能来接续以引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践行新发展理念的过程，最突

出的特征就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内容：（1）创新理念与新旧动能转换高度吻合。

创新要求在各个层面都得到体现，而这与新旧动能转换在宏、微观各领域所表现

的复杂系统工程完全融为一体，正因如此，习近平将这二者相提并论：“创新驱

动、新旧动能转换，是我们是否能过坎的关键”。⑥
（2）践行新旧动能转换，可

以丰富对协调发展理念的认识：它要求我们在积极培育新动能，寻找新的增长点

的同时，不能忽视对传统动能的改造升级。无论是新技术、新业态，还是新模式、

新产业在充分发挥促进经济增长效能之前，都要经历一个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

因此，在此阶段，需要对传统动能进行改造升级，这不仅可缓解经济的下行风险，

还能为新动能的培育赢得时间。此外，经济增长新动能既可来自供给端，也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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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需求端。所以，一方面要从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以推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

要从投资驱动转为消费驱动以拉动经济发展。只有供需两端的动态平衡才能为我

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稳定动力。（3）绿色发展理念无疑与新旧动能转换有

十分密切的联系。新动能的产业特征、业态和商业模式往往与绿色发展有密切联

系，更有利于节约资源和环境友好，因此推动绿色发展的过程，往往就是以新动

能逐渐替代旧动能的过程。新旧动能转换实质上就是绿色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4）新旧动能转换不仅要挖掘内生动力，而且也需要外力支持，因此要充分利

用好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需要践行开放发展理念。这就必然要求进一步

创新开放方式，优化开放布局，提升开放质量，进一步提升我国配置全球市场和

要素的能力并从中获得新的发展动能。（5）人是经济发展的最活跃因素，让更

多的人成为发展动力是新旧动能转换最本质的含义。习近平说，共享发展注重的

是解决社会公平主义问题，
①
这要求改变以往人们享受发展成果不均衡的状态，

而要使更多、更普遍的人们享受发展成果，提高低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增强广大人民的消费能力，让更多群众在得到发展实惠中提高积极性和能动性来

实现经济发展跃上新台阶。

再次，新旧动能转换是政府部署经济工作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先行

先试的基本思路。根据我国经济生活中“正在呈现技术更迭快、业态多元化、产

业融合化、组织网络化、发展个性化、要素成果分享化”等新特征，创新模式在

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中不断涌现并快速形成的创新实践，中央政府总结了各

地的经验，作出了“以技术创新为引领，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

以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生产要素为支撑的经济发展新动能正在形成的”

的判断和权威解读，提出了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的明确任务，

并把它作为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实体经济升级的重要途径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重要着力点。
②2018年 1月，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方案得

到国务院的批复，意味着新旧动能转换上升到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同年，国家

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采用定基指数方法，测算了 2015—2017 年中国“经济发

展新动能指数”，发布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逐年上升的趋势。该指数是利

用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活动的基础数据构建而成的复合指数。它包括

五个分类指数，即网络经济指数、经济活力指数、创新驱动指数、转型升级指数、

知识能力指数。
③

事物的长期运动需要理论解释，也必然产生理论。新旧动能转换作为中国向

高质量发展的长期实践，必然需要和产生解释和引领事物发展的经济理论。因此，

习近平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论述，是中国当下重大的经济理论研究命题，需要我

们进行深入的经济学理论思考和研究，进而把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实践、新观点、

新理念系统化、学理化。

二、对新动能的经济学阐释：实质是新供给与新需求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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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新技术和新的生产力是经济新动能的原动力，正如邓

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新技术催生的新生产

力和新供给必须在有社会消费需求的条件下才能使其商品化和产业化。在这个意

义上说，新动能的经济学逻辑是新供给与新需求的结合。这种社会消费需求和生

产供给能力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人类对消费需求的满足是无止境的，而

供给创造能力也是无止境的，从而不断推动经济社会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迈进。

新的经济动能要素既来自于供给端，也来自于需求端，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在

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

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①
这表明，新动能在发挥推动经济增长效能时，

不可能只是由供给或需求单方面决定，而是通过供给和需求相互诱致、互为因果

和相互促进来实现的。

（一）从一般意义上理解需求引致供给和供给创造需求

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方面，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需求

端的动力包括消费、投资和出口；供给端的动力包括生产要素供给、制度供给和

结构供给等方面。供给和需求保持动态的数量和结构平衡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条件。正如习近平所指出：“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

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

件。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

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
②

当前，我国供需矛盾主要表现为结构性失衡，供给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

此，需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需求管理在拉动

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保持一定的总需求增长速度和优化总需求结构可为供给侧

改革提供良好环境和参照系。宏观经济中的变量如总产出、价格总水平总是在总

需求与总供给处于均衡状态下确定的。无论是总需求还是总供给，都不能单方面

决定均衡产出水平和价格水平。

（二）只有技术突破和实验室样品是不够的，新供给需要商品化、产业化

所谓新供给，即能够不断满足或者创造新需求的供给，可以是一种新的生产

要素，如数据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可以是一种新的商业

模式，如以 Uber和 Airbnb为代表的商业模式，也可以是一种新的制度或者管理

创新，如近 40年的高速发展主要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调动了市场主体的积

极性来实现的。创造新供给就是要生产出更好的产品和提供更好的服务。更好的

产品和更好的服务往往以一定的技术突破为前提，而一定的技术突破仅仅为人们

获得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的欲望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关键技术突破只有完成从实验

室样品到产业化再到商品化的 2次“惊险跳跃”，才能转化成产品进入市场从而满

足人们新需求。然而，从实验室样品到产业化并不是简单的成比例放大，往往要

考虑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控制、工艺参数调整、规模生产稳定性等问题。如我

国生产出的厚度仅为 0.12毫米的超薄玻璃，在从实验室样品到产业化过程中，

最大困难在于在保持玻璃强度、韧度等指标不变的条件下，如何将 10厘米宽的

实验室样品玻璃扩展至 4米宽以符合工业标准化生产的需要，这往往需要对玻璃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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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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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造工艺参数进行成千上万次调整，其复杂性可想而知。在由产品向商品转换

过程中，顾客认知问题、价格策略问题以及商业推广模式等问题都是实现商品化

的“拦路虎”。因此，光有技术突破和实验室样品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打通技术突

破与产业化、商品化的转化通道，提高高科技产业化和商品化程度，实现供给创

造和满足新需求的目的。

（三）当前我国供给结构滞后于消费需求的主要特征是新供给不足

经过 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呈现持续扩大趋势，据测

算，2018年已经超过 4亿人。我国居民的消费能力不断提升且消费呈现出逐步

升级的趋势。首先，消费由大众产品向高端产品升级。根据麦肯锡发布的报告
①
，

50%的中国受访消费者追求最优品质，高档的产品。其次，由物质型消费向服务

型消费转变。2013年我国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为 13220.4元，到 2018年增长至

19853.1元，其中用于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以及交通通信方面的消费所占的

比重相应的从 29.78%增加至 33.18%，呈现上升趋势（见图 1）。我国服务消费

的稳定增长在信息消费方面尤为突出，2018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约为 5万亿元
②
，

较之于 2013年的 2.2万亿规模，增长速度显著。最后，消费由排浪式、同质化

向个性化、多样化转变。在生存型需求得到较大程度满足后，我国居民消费更加

注重能够满足其审美偏好、自身情感等方面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愿意对能满

足其这方面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支付溢价。例如，iphone 6刚上市的时候，部分消

费者愿意为配置相同且颜色为香槟金的手机支付更高的价格。伴随着消费升级，

最终消费支出自 2014年以来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连续 6年超过投资，成为

驱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纵然我国已经建立了门类最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并且有 200多种工业品产值

居全球首位，但是庞大的供给体系仍停留在满足生存型、排浪式消费阶段，明显

与消费需求不匹配；2019年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8.54亿人，移动电话使用数量超

过人口数量，中国消费者对网络产品的偏好居全球之冠，仅移动支付用户突破 7
亿人，交易额突破 250万亿元人民币，但网络产品供给与这种强烈的消费意愿明

显不匹配；2018年，中国每千人拥有的执业医师人数仅 2.16人，医生密度与发

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例如法国、澳大利亚和瑞士等国每千人拥有接近 4名医生。

2018年中国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收到的财政补助收入约为 1243亿元，不到医院的

一半，且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获得财政补助在所有卫生机构中的比例近年来呈现下

降趋势。自 2005至 2018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人员数量从 20.65万人，

减少到 18.78万人，平均每年减少 0.73%。医疗服务和卫生防疫、公共卫生安全

的供给与实际需求明显不匹配；2018年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含职业高中和中专）

的毛入学率为 88.8%，教育服务供给与人民的需求仍然不匹配；40年来中国大规

模的投资建设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资源，2018 年仅私人小汽车保有量就突破 2亿
辆，而提高生产资源利用效率的供给与潜在需求明显不匹配。如此等等，可以例

举更多，所有的潜在消费需求和新的消费需求都在呼唤新的供给。

① 麦肯锡：《加速前行：中国消费者的现代化之路》2016年 3月。

②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信息消费发展态势及展望报告（2019年）》2019年 3月。



图 1 2013-201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医疗教育文化、通信等服务消费占比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

三、新供给与新需求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主要特征

先进制成品、人工智能产品、数字产品、公共产品以及共享经济产品等，这

些都是新时代的新供给和新需求，在产业化和商品化以及在社会化再生产过程中

具有以下一些主要特征：

首先，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消费者需求结构的升级是这些新产业发展的

基本经济技术基础。正如习近平所说，网络信息技术是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

新最活跃、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技术创新领域，是全球技术创新的

竞争高地，世界经济正加速向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为重要内容的经济活动转变。
①
新技术使新产品朝着个性化、多样化、智能化、服务精致化、数字化、网络化

方向发展，新的消费需求为这些新产品提供了日益扩大的市场。所以，习近平说，

新的增长点在基础建设、新型产业、服务业等中，也在十三亿多人的基本需求中，

在日益增加的中等收入群体中。
②

其次，生产投入要素发生了重大改变。在数字化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支持

下，这些产品的生产由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和固定资本投入向主要依靠以信息技术

和人的智力为主要凝聚形式的无形资本转变。在先进制成品中，人工智能产品的

生产更需要无形资本投入。尤其是数据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投入要素。在网

络信息技术，如以“云、网、端”为代表基础设施的强有力支撑下，人与人、人与

物以及物与物之间产生了海量的数据，并以每年 50%的速度增长，每两年翻一番
③
。海量的数据蕴藏着巨大的价值与潜力，通过对其进行加工、清洗、分析和挖

掘所揭示的其隐藏的信息，极大提高了市场主体决策和预见的科学性与准确性，

提升政府行政管理方面的运行效率，从而获取新的社会经济价值。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6

月，第 20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6

月，第 117--118页。

③ 数据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2017》，2017年 7月。



第三，简单劳动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作用进一步下降，而智能劳动在生产过

程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在工业经济时代以前，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是一致的，

在工业经济时代，动力机和工具机的改进与普遍使用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工
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

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①。在数字经济时代，以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使得机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对

外界条件作出反应，扮演着自我监督和调节的角色，从而进一步摆脱了“死劳动

对活劳动的统治”，使得简单的活劳动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下降。但是，简

单活劳动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下降并未否认价值是人类一般劳动的凝结。即便再

智能的机器人也是通过人类编程、设计、维护等智能劳动才能参与生产过程。智

能机器人实际上是人类智能劳动的物理形式，它将智能劳动的价值间接转移到新

产品上。而智能劳动作用的增强，使人在生产过程中的自主性也增强了。

随着无形资本成为关键投入要素，先进制成品的价值构成也发生了相应的改

变，从主要以硬件为主导转向以人工智能、数字化技术以及软件为主导。纯粹的

生产和加工所创造的价值在整个制成品价值中比重越来越轻量化。与此同时，更

多的价值来自软件和云端，软件和数字技术决定产品价值在电子产品中表现的最

为明显。市场研究机构 Cowen对华为 P30 Pro手机进行分析发现，其硬件成本约

占其官方售价（欧版价格 999欧元）35.04%，
②P30 Pro给消费者带来的价值远远

超过了该手机本身。随着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dvanced driving assistance system,
ADAS）和物联网的发展，数字技术和软件在汽车价值中所占比重呈现不断上升

趋势。2015年摩根士丹利汽车业首席分析师亚当·乔纳斯曾预测，未来 10年软

件在汽车中的价值将从 10%上升至 60%。

智能劳动改变价值存在形态的另一种方式是降低了产品折旧贬值的风险。传

统制成品一旦完成交换并进入最终消费环节，实现商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跃”，其

价值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折旧贬值。而先进制成品却能够借助内嵌软件持续的

更新与升级来提升用户体验，从而进一步升值。在先进制成品的使用过程中，用

户的反馈信息和内嵌于先进制成品的传感器所获取的数据被实时传递到“云”上，

而“云”是集算法和数据集聚于一身的智能平台，算法基于一次次从用户端反馈的

数据而得到不断优化和迭代，一次次纠正理解用户真实需求的偏差，最终实现用

户体验持续的提升。例如，智能空调基于感应器搜集的各类数据，借助机器学习

功能，不仅逐渐掌握了用户舒适环境的偏好，智能调节室内温度，还能够有效的

降低能耗。

第四，企业组织和分工形式发生了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跨国公司是重要

的经济活动主体，其分工协作主要遵从的是链式协作方式。跨国公司垄断了全球

60%的生产和 80%的贸易
③
并在这种分工协作体系中充当“链主”的角色，攫取了

产品价值链的主要利润，而小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依附于大企业。因此，

在这种分工协作体系中，跨国公司和小企业的主从关系明显。此外，规模经济因

素是这种分工协作的因素之一，决定了大规模生产的制造范式，具有“大规模、

少品种”的特点。在数字经济时代，信息服务平台为海量用户和海量商家、服务

商搭建了互动桥梁，形成聚散自如的柔性分工协作网络。信息服务平台 不仅成

为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而且在其搭建的协作网络中，参与者能够快速构建或解除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96-197页。

② 资料来源：https://new.qq.com/omn/20190406/20190406A01GNV.html
③ 数据来源：UNCTAD(2013)，Global Value Chains and Development-Investment and Value-added Trade

in the Global Economy (A Preliminary Analysis) , United Nations.



合作关系，不存在一方绝对主导另一方的情况，即参与者之间是平等的关系。每

个参与者在不损害组织和其他参与者的条件下自驱动、自发展、自管理（李海舰、

朱芳芳，2017）。此外，大数据使得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得以显现，可重构的生

产系统使得企业个性化生产成本大幅度降低，企业逐渐脱离大规模、少品种的规

模经济转而追求小批量、多品种的长尾经济所带来报酬。数字化和网络连通使柔

性的网状分工协作成为分工协作的典型特征，从而使生产可能性边界（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得到拓展，极大提高了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使得生产可能

性边界向外移动。

第五，网络信息技术的运用以及生产组织的小型化、网络化使公共产品生

产的可分性增强。与私人产品相比，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交换有以下特征：公共产

品生产者是多元的。虽然政府是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但并不意味着政府也一定

是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公共产品的生产者是指直接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的主体，

提供者（安排者）是为消费者指派生产者的主体，也是替消费者消费埋单的主体

（贾康、孙洁，2006）。提供者和生产者既可以合一，也可以分离，（Williamson,1979）
二者采取合一还是分离，取决于合一成本与分离后成本之和的成本比较。在公共

产品的生产者和提供者合一的情况下，公共产品的生产具有不可分割性。而私人

产品的生产是可分割的，使得生产者能够按照消费者支付意愿的大小来提供相应

单位的产品。私人产品生产的多少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动而相应做出调整。而

在公共产品的生产不可分割的情况下，生产者要么向一个区域（国家）的所有人

供给，要么不向任何人供给。生产的不可分割性使得消费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

性特征。尤其是消费的非排他性引起“搭便车”问题，导致盈利性厂商的成本无法

通过市场机制得到补偿，从而使其缺乏提供公共品的积极性。但是，受政府的财

政支付能力的限制，政府包揽所有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实际是做不到的。在

网络信息新技术运用条件下，在生产组织小型化、平台化和网络化发展趋势下，

公共产品生产的不可分割性一定程度弱化，生产的可分割性增强，从而导致市场

机制在某些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交换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增加了。在某些产品生产

可分割、消费群体可逐次享受的情况下，也会使某些公共产品带有一定程度的排

他性和竞争性。特别当某种公共产品具有若干细分产品，而又不可能在一定时间

内让全体消费者共享全部细分产品的情况下，政府作为这些产品的提供者，可以

设计和安排不同产品的提供方式和步骤，利用市场机制鼓励盈利性厂商投入生产，

以期尽快提高国民福祉和扩大社会总产出。

第六，网络信息技术降低了供求交易成本，改变了供需关系。网络信息催

生了大数据技术，基于大数据，企业能够洞悉具有隐蔽性、复杂性、易变性和情

境依赖性的真实消费需求（李文莲、夏健明，2013），以便提供精准的产品和服

务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此外，与工业经济时代生产要素的有限供给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数据并不来源于自然界，而来源于信息通信技术与社会经济的深度融合，

具有无限增长和供给的属性。

网络信息技术的运用，还改变了交换关系，消费者从产品的被动接受者转向

产品的积极选择者。在工业经济时代，大部分企业采用大规模批量制造方式，生

产单一的产品以降低生产成本（布雷弗曼，1974）。在这种制造范式中，企业决

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而消费者只是被动接受产品的一方。随着消费者的消费

观念不断更新，追求个性化体验和自我价值实现与日俱增。然而，由于消费者的

需求具有隐蔽性、复杂性、异质性等特征，生产者搜集消费者需求方面信息的成

本高昂，与此同时，生产者对消费者需求变动的研判因在沿着供应链逆流而上层



层传递的过程中不断遭到扭曲而造成“长鞭效应”（bullwhip effect）。这导致生产

者不能有效的预测市场需求的变化。据麦肯锡的一份调研报告
①
，20世纪 70年

代以前，市场预测需求的准确率超过 90%，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 2000年
前后，市场预测的准确率只有 40%-60%。而在数字经济时代，以平台企业为中

心所搭建的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内的协作网络，为生产者直接服务消费者提供

了机会。生产者不仅能够凭借大数据对消费者浏览网页、购物、社交、娱乐等行

为产生的数据进行分析来捕捉消费者的需求信息，而且根据消费者个性化订单进

行个性化定制。例如，耐克推出的 3D 打印鞋技术，通过对定制者的脚进行 3D
扫描和收集压力等数据，能够在 45分钟内打印出定制者所需要的运动鞋，且比

常规生产的鞋穿起来更加舒适。因此，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关系得到重新定义。消

费者从产品生产过程的旁观者到产品的生产过程的主动参与者，从被动受益接受

商品的“受众时代”迈向了主动参与价值共创的“用户时代”（普拉哈拉德、拉马斯

瓦米，2004）。

供需关系的改变，在共享经济产品的生产与交换中也得到表现。共享经济中

的生产者是传统经济中的消费者，且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界限模糊。在传统经济中，

企业是向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主要市场主体。而在共享经济中，传统经济中的

消费者从传统交易中获得产品进行消费，然后将闲置的产品对外共享以获得报酬，

成为共享经济中的生产者。此外，共享经济中的生产者因各自拥有的闲置资源不

同，且自身需求也千差万别。因此，共享经济中的参与者在一种资源上是生产者，

而在另一种资源上是需求者，生产者和需求者的界限模糊。在网络信息技术运用

条件下，交换的结构从垂直型向水平型转变。传统的交换遵从的是从生产者到分

销者再到消费者的垂直流通路线，而共享经济则遵从的是点对点，即传统交易模

式中的消费者之间的水平流通路线。这种水平型交换结构能够跨越价值链，尤其

是绕过“中间人”，在小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财富的再分配（Schor &
Fitzmaurice，2015）。

不仅如此，网络信息技术降低了供求交易成本，还助推了共享经济产品的生

产和交换。当然，共享经济产品首要条件是对产权结构的细分创新，这在下一节

将具体叙述，作为与其他新产品共同的特征，它也高度依赖网络信息技术和人力

资本为代表的无形资本，以降低供求之间的交易成本。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步入

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时期，大量的闲置资源的存在是共享经济的物质前提。能

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将拥有某种闲置资源的供给者和需要这种资源的消费者进行

匹配，是共享经济产品得以交换的关键。在共享平台出现之前，由于高昂的交易

成本的存在，交易主体仅仅局限于相同地域和熟人圈子，以至于形成不了大规模

的交易。而共享平台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能够

将集结在共享平台上的闲置资源供给池和需求池进行快速、低成本的匹配，交易

主体突破了地域和熟人圈子。在共享平台的网络效应作用下，海量的交易主体和

客体集结于平台，闲置资源的大规模、反复交易得以在不同地域的陌生人之间进

行，从而产生了一种新颖的商业模式。此外，共享平台利用信息技术向交易双方

展示了产品和服务信息，以及消费者的消费评价等信息，使得信息和信用的外溢，

交易信息和信用不再局限于仅为交易当事人所知晓（Kulp & Koof，2015）。共

享经济通过使用互联网和实时评价反馈机制，有效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

① 资料来源：阿里研究院：《数字经济 2.0》，2018年 1月。



四、三类新供给新需求交易中的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和需求的互相结合是通过市场实现的，市场是它们

的交易空间。从经济思想史粗略看，古典经济学用价值规律、等价交换解释充分

竞争的市场行为，但现代经济学也发现，并不是所有供给物的交换都完全遵循市

场机制的运行规律，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在后来的消费需求和供给中的交易并

不鲜见，而且不同种类的供给物的交易规则也不尽相同，这些市场都有其特殊性。

诚然，这种认识也并非经济学的终结。正如习近平所说，历次产业革命都会使社

会生产生活方式有新的重要变革，而当今世界，“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方方

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①
自然也改变了市场交易行为。新

的市场交易行为必然也要遵循经济活动的最一般规律，即习近平所说的“实现由

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
②
这里说的供需平衡显然就是市场平

衡，这是对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总结。除此之外，还要研究不同类别的新供给

在市场供需中的特殊性，在当今现实生活中，主要由三类新供给和新需求结合的

新市场中，市场机制和政府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是需要研究的新问题。

（一）网络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与加强网络市场监管同等重要

在网络市场中，除了公共信息、娱乐信息、经济信息的直接交换和消费；

还有数据、各类 APP作为生产要素的交易，因此这个市场是商品、要素与投资

复合的市场。

市场机制的作用取决于市场发育程度，市场发育程度在很大意义上取决于市

场规模和交易量。随着消费的升级和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完善，我国消费者对优质

的信息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从工信部网站获悉，2018年我国信息消费（包括

信息产品消费和信息服务消费）总额达 5万亿元，其中信息服务消费规模（2.6
万亿元）首次超过信息产品消费，较 2013年增长了 1.6万亿元。信息服务消费

规模占 GDP比重从 1.69%增加至 2.89%，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信息

服务消费增长的背后是消费者为公共信息、娱乐信息、经济信息等信息的付费意

愿增强。在免费模式时代，消费者享受免费红利带来好处的同时，也要接收海量

的广告信息，甚至虚假信息和谣言，以至于消费者的时间和精力被消耗了。因此，

消费者愿意为优质的内容、资源，甚至靠谱的、高质量的新闻付费，付费群体也

不断壮大。例如， 2019年为期 3天的喜马拉雅“123狂欢节”的内容消费总额为

8.28亿元，较 2018年增长了近 4亿元，付费用户群体超过 3500万。互联网信息

付费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已经融入到消费者日常生活中。

数据、各类应用程序（APP）作为要素和投资品也加入了网络市场的生产与

交换，虽然它具有不断扩大的空间和潜力，而且正在部分替代传统意义上的“固
定资产投资”，但交易量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通信

技术，消费领域的 APP能够使得具有隐蔽性、复杂性以及异质性的用户兴趣偏

好得以显性，从而帮助企业精准定位用户，降低营销成本，实现更大的利润。伴

随着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APP从消费领域扩展至工业领域，目

前已应用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量检测、预测服务以及售后服务等场景。工

业 APP市场广阔，潜力巨大，GE曾预测 2020年全球互联网 APP市场规模将超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6

月，第 127页、第 18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 6

月，第 101页。



过 2250亿美元。我国工业 APP尚处在培育阶段，工信部数据显示，截止 2019
年底，我国工业 APP数量超过 2124个。这个规模与我国消费领域拥有的数百万

个 APP形成强烈反差。因此，各类 APP特别是工业领域 APP蕴藏着巨大的空间，

市场前景广大。

以上可以看出，我国网络市场的成长速度很快，已经具有相当的交易规模，

因此从一般意义考察，市场机制在网络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优化资源配置

角度看，我们应继续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作用，促进网络市场的发育，并探寻其

发展规律。当然，网络市场也有其特殊性，这主要表现在它的价格决定机制上，

互联网信息产品的定价很难具有普适性的定价模型，这与互联网信息产品所具有

的特征有很大关系。互联网信息产品通常具有以下特征：（1）不存在自然资源

的垄断性；（2）信息技术的外溢性较强；（3）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

和移动设备终端的数量对需求量具有总体影响；（4）各类应用目的的细分市场

的规模对有效需求具有具体的决定性影响。因此，人力资本供给、信息技术的普

及和外溢是信息产品生产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少的决定因素，而移动终端

数量和细分市场规模则是需求多寡的决定因素，可见，信息产品的定价机制具有

国家经济体和细分市场的基本特征，现代经济学认知的已有定价理论不足以完整

地准确刻画它，而需要创新发展。

而在另一方面，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规范网络市场秩序，加强监管，又具

有紧迫性和十分重要的意义。网络市场的虚拟性，使市场监管难度大，又由于它

是新生事物，建立科学、合理的市场规则尚需时日，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网

络市场的运行又与网络安全紧密相联，“在信息时代，网络安全对国家安全牵一

发而动全身，同许多其他方面的安全都有密切关系。”
①
因此政府应当完善网络

治理体系，包括网络市场的治理，维护网络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二）公共产品市场：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补充作用同等重要

关于公共产品的定义，虽然现代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对其阐述不尽相同，但主

要是基于“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来定义的（张琦，2015）但绝大多数公共

产品都是介于纯公共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产品，其中有些类型的产品具有相互渗

透的特征。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各国的实践中来看，政府都是提供公共产品的主

要部门，但也不是唯一的部门。因此，多数公共产品的属性实际上并非纯粹的，

除了完全的公共福利品外，其他一部分产品既有私人产品性质也有公共福利品的

性质。大体上任何现代国家，公共产品都有 4种类型：（1）一部分公共产品具

有管理功能，具有消费的强制性；（2）一部分公共产品具有完全的社会福利性

和共享性；（3）一部分公共产品具有不同程度的福利性，又具有不同程度的私

人性和商品性；（4）还有一部分公共产品完全是私人性和商品性的。以上 4种
类型的公共产品所具有的纯福利性或私人性的程度不同，相应的最有效率的生产

主体也不同。公共品的生产部门既可以是政府或公共部门，也可以是私人部门。

为了使公共产品的生产更加有效率，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般

而言，前两类公共产品由政府或公共机构来生产并提供。这两类公共产品在消费

上不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且涉及到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以及全体公民福祉。政

府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最高权威，拥有其他经济组织所不具有的强制力，能够

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因此，由政府来生产和提供这两类产品最有效率，并在此基

础上实现这两类公共产品提供的均等化。而且，保持一定水平的第二类产品供给

① 2016年 4月 19日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国政府网
http://www.cac.gov.cn/2019-09/16/c_1570162540439606.htm

http://www.cac.gov.cn/2019-09/16/c_1570162540439606.htm


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且随着经济社会和技术水平的发展，这类产品

的外延和程度都会扩大。如近年来，我国的基本医保保障范围不断扩大，补偿比

例从最初的 20%提高至当前的 50%左右。这两类公共产品的交换并不遵从等价

交换原则，其生产和交换不以盈利为目的。政府自己或者委托盈利性企业生产该

公共产品所发生的费用是通过向社会成员征税的方式进行补偿的，尽管每个社会

成员纳税额不同，但所享受的公共产品的量却是相同的。

第三类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和供应方式有较大的弹性，是由国家的经济体制、

政策导向以及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的。这类产品通常与私人产品的界限不明晰，

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因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而不愿意提供。在此情形下，政府

通常是这类产品的提供者，但提供者不一定是生产者。从纯生产效率而言，将生

产者与提供者分离是有意义的。将政府从产品生产者角色中分离出来，使政府专

注于更擅长的“安排者”、“管理者”角色。例如，政府通过法定程序确定需要什么

样的公共品，为哪部分群体提供，以何种方式和价格向私人生产者付费以及如何

将产品在需求者之间进行分配，以实现需求者的福利最大化。总之，这类产品的

生产应当坚持效率最大化原则，而提供则按照公平原则进行，实现效率与公平的

统一。不过，这类产品与私人品的边界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经济体制创新与调

整、科技水平的提升等因素可能使得这类产品拥有排他性或者能够使得消费者的

隐性付费意愿得以显现，那么这类产品就有了私人提供的可能。第四类产品主要

由私人供应商生产和提供。例如，城市中普遍存在的课外补习教育服务、兴趣教

育服务、有线电视中的付费节目等。

后两类公共产品的交易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或者是政府管理和约束较

多的市场。在这里虽然政府仍然发挥重要的“安排者”和“管理者”的作用，但市场

机制也必定在不同细分产品交换中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作为生产者的盈利性厂

商，不以盈利最大化为目标，但也需要得到合理的盈利补偿，这种补偿既可以来

自参照等价交换的收费，也可以来自政府的税收减免；而盈利性厂商进入这类市

场的意愿，来自于对过度竞争性市场的避险需求。公共产品的私人性和商品性究

竟覆盖多大范围，在每个产品中的渗透程度有多深，固然国家的经济体制和政策

对其有影响，但更大程度上是由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家治理水平决定的。

上述可见，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应当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务服务

的供给和市场规模，而且要提质增量并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仅要充分发挥

政府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加福利性、共享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扩大保障范围、提

升保障水平；而且政府还应当充分认识，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

还需要发挥发挥市场的补充作用，特别在某些具有商品性、私人性的公共产品细

分市场领域，发挥市场机制和竞争作用，激励社会投资，增加中高端供给，逐渐

满足不同群体的递增需求，引导消费结构升级。

（三）共享市场：激励市场交易与厘清市场边界同等重要

共享经济是基于产权结构细分并短暂交易的创新商业模式。共享市场的形成

需要四个基本要素：网络信息技术运用的普及和网络平台组织的发育；闲置资源

和过剩产能的规模数量及其利用已成为具有盈利可能的商业机会；人们对所有权、

使用权和收益权分离的商业含义具有较多的认知；当使用权与需求方相匹配时，

供给方对获得的显性收益、以及需求方以较低成本获得的隐性收益俱各满意。

当前，我国共享市场中不仅出现了耐用消费品的交易，更可喜的是产生了生

产要素的交易。通过要素共享市场，一方面提高了分享企业的生产要素利用率，

优化了资源配置，另一方面降低了小微企业生产和交易成本，增强了抗风险能力。



共享生产要素模式已经成为共享经济发展的新亮点。2018年我国制造业产能共

享市场规模约 8236亿元，较 2017年增长了 97.5%。
①
目前，共享制造仍处于发

展的初级阶段，为此，2019年 10月工信部印发了《关于加快培育共享制造新模

式新业态 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共享制造加强政策引导，创

造良好发展环境。共享生产要素模式打破了企业对生产要素的垄断，使得企业的

规模边界缩小而能力边界扩大。企业能够通过共享市场配置更多的资源，从某种

程度讲，整个共享市场都是企业的资源库。共享市场发展的前景既取决于信息通

信技术平台所掌握的需求池和供给池的拓展程度，也取决于传统企业在新旧动能

转换中认知水平及其能力边界的拓展。

闲置资源和产能的使用权的暂时性转移是共享经济区别于其他商业模式的

显著特征。一方面，所有权和使用的权的分离，使得共享经济有别于一般的电子

商务，如在咸鱼上出售的二手书，就不属于共享经济范畴。因为二手书买卖涉及

到所有权的转移问题；另一方面，闲置资源和产能租赁不同于互联网租赁。前者

是当所有物闲置时才供他人使用，所有者能将所有物在短时期和自己使用之间快

速切换（蒋大兴，2017），而后者只是互联网技术赋能传统租赁行业，扩大了租

赁市场，提高了交易效率，与传统的租赁（较长时间内让渡使用权）并无实质性

差异。总之，共享经济就是通过向他人提供利用闲置资产的机会，从而使得“死
资本”（dead capital）能够有效利用（Rothschild，2014），为参与者创造价值。

因此，共享市场中的交易既不是所有权让渡的商品交换，其交易价格也不是商品

本身的价格；也不是租赁市场中的交易，其价格也不是租金价格。从理论上说，

它的价格决定机制主要是由闲置资产的折旧和闲置资产使用的周转率决定的。折

旧年限愈长、周转次数愈多，它的价格愈低，反之，它的价格就愈高，但总是应

低于租赁价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 40多年大规模的投资建设，有相当多可以继续

使用的已不再使用或暂时不使用的闲置资产，大到通讯卫星及其频道、电视频道、

空中航线、飞机、船舶、运输集装箱、专用机器设备等；小到公务车、私人汽车、

电子计算机以及各种办公设备，都可以为共享经济所利用，应当充分发挥市场机

制的作用，激励市场交易，除了交易物本身具有较低价格优势外，由于供给方不

具有持续经营的特点，因此政府应当给予其免税优惠，以促进共享市场的发育。

但在另一方面，政府还应当厘清共享市场的边界，不能让假冒的共享产品扰乱了

市场。其基本的区别就是，非已被所有者使用过的闲置资产（包括暂时闲置）不

允许准入，以防止与租赁市场相混淆。

五、结论

1. 新旧动能转换的经济学理论内涵就是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关系向高水平供

需关系的新兴市场的跃升。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一方面需要通过创新驱动培育新

技术、新产业、新模式以及新业态形成新供给，优化供给端结构，形成推动经济

增长的新动力；另一方面又需要通过以消费升级为代表的新需求构造经济增长的

新引擎。新的供给创造新的需求，而新的需求又会引致新的供给，二者循环往复

推动经济不断向高质量发展。因此，新旧动能转换的具体特征是激活新需求，创

造新供给，而从经济学逻辑上考察，新需求和新供给的结合过程就是高水平供需

① 数据来源：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9）》，2019年 3月。



关系在新兴市场的培育过程。所以，不断培育和发展新需求和新供给结合的新兴

市场是新旧动能转换的经济学内涵。

2. 高水平市场供需平衡是中国特色主义经济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经济特征。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和基本趋势，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新时代社会

发展的动力，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制造、网络经济等新的技术以及

由此推动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是新时代的物质生产力基础，而在此基

础上形成的网络市场、公共产品市场和共享市场的发展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统一大

市场的新生事物，成为中国特色主义经济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经济特征。

3. 高水平的市场供求关系和市场监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的重要对象和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其中

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反映了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发展

的方向。当前在我国经济技术基础上出现的新的市场供需现象，是中国特色主义

经济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经济特征，因此它应当成为经济理论创新所必须追踪的目

标，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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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 Analysis on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s on
Shift from Old Drivers of Growth to New Ones

Abstract: Xi Jinping’s Discourses on shift from old drivers of growth to new ones are
theoretical basis that we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shifting from old drivers of growth and
guide to action. First, this paper learns and understands the guidance and path for advancing shift
from old drivers of growth to new ones. Then starting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and drawing an argument that the nature of new drivers is the combination of new
demand and new supply; Discus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for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of advanced
manufactured goods, digital economy, public goods and sharing economy; Expressing the “New
market” which is the combination of new demand and new supply is a new topic for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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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Finall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Emerging market”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shift from old drivers of growth to new ones； “Emerging market” is a significant
economic feature fo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 new era and a major study subject
for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Xi Jinping’s Discourses on Shift from Old Drivers of Growth to New Ones;
Issues of Economic Theory; Emerging Mark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