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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领域的研究述评、热点主题与新兴趋势
——基于文献计量学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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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把握数字经济研究脉络、热点和趋势，基于Web of Science 核心数据库来源文献，利用 CiteSpace和 VOSviewer两种文

献计量分析工具，对 2009年以来数字经济文献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明确了数字经济年度发表趋势和领域类别、最具影响

力和生产力的作者、机构、国家和期刊，数字经济相关研究在经历十几年的停滞后，目前处在快速增长期，研究学科集中在管

理、环境科学、通信、环境研究和商业等领域，美国、英国和中国是重要的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国家之间和国际研究机构之间的

研究合作有待加强。数字经济研究的突显主题经历了三个显著变化的发展阶段，呈现技术‑产业‑制度不断发展的演化脉络。

数字经济研究热点集中在数字化、社会媒介、共享经济和循环经济等四个方面。综合关键词聚类结果和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从

技术系统视角数字经济新兴趋势包括数字技术、智能资产和数字平台等；从产业系统视角包括商业模式、价值创造、循环经济、

共享经济和零工经济等；从制度系统视角包括平台资本和政治经济等。最后是研究结论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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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数字经济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经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由于数字技术具

有梅特卡夫法则、摩尔定律和达维多定律等特有的运行规则，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快速发展，基于数字

技术的技术经济范式形成并不断演化，数字经济在全球经济动荡背景下逆势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

力。各国把数字经济规划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制定支持政策和鼓励措施（江小涓和勒景，2022）。如美

国政府发布《在数字经济中实现增长与创新》、德国出台“数字战略 2025”规划，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相继推

出数字经济发展蓝图。中国连续多年把数字经济写入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央出台数字经济政策，地方层面

从数字经济行动计划和数字经济产业规划等多个方面，不断强化数字经济的战略引导和政策支持。2020年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39.2万亿元，相比 2019年增加 3.3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38.6%（师傅等，

2022）。

20国峰会的定义认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要素、以新一代信息网络作为主要载

体、以信息通信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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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ionova和 Shelepov，
2021）。数字技术与实体产业融合发展，数据加速价值化，以数据赋能为驱动的产业链上下游要素向着数字

化转型（Sturgeon，2019）。人类社会的连接方式、生产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受到深刻影响并发生巨大变

化，经济社会系统的发展形态和运行方式也将迎来全面变革。工业技术经济的重心在生产端，以实物为生产

要素，生产和消费的边界明确，重点是解决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收益问题；数字经济则以数据为关键要素，关

注点从生产端移至需求端，注重从需求端发现潜在的客户需求，生产和消费的边界模糊（易宪容等，2019）。

面对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由此衍生的多种经济形态，大量文献对此开展了深入研究和广泛探索，但是，数

字经济属于跨学科研究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社会学和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为了对数字经济研究进展、

热点和趋势形成全面洞察和深刻理解，有必要利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以往数字经济的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性

描述和可视化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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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已经对数字经济理论进行了大量最新的研究。然而，大多数研究呈现单一视角：一些学者

关注数字经济的技术特性（Brynjolfsson和Mcafee，2014），一些学者关注其发展过程（Weber，2014），一些学者

关注其基础理论（Ma et al，2019），还有学者关注其新的经济范式和社会变迁（王天夫，2021；江小涓，2021），

也有学者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数字经济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王娟和陈翔，2020）。显然，数字经济

作为一种新技术经济范式，技术迭代快速，经济内涵丰富，全球范围来看数字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场景实践均

处在发展演化过程中。现有的研究在某一个视角很有价值，但不能客观地揭示数字经济的全貌，而且缺乏从

全球视角探索过去十几年以来数字经济的热门研究话题。显然，传统的数字经济综述类研究文章，很难对以

往研究进行大规模、有效地组织总结和定量分析。书目信息分析是以书籍、文章或其他出版物的书目信息为

基础的情报分析方法，书目信息的内容主要包括分类号、书（篇）名、著者、出版项、主题词等，属于文献计量学

的一种基本分析研究方法。近年来，基于书目文献分析的文献计量方法开始应用于各个专业领域，以对领域

知识的状态、特征、演变和新兴趋势进行可视化构建，可以有效帮助跨学科学者充分理解有兴趣而又缺乏专

业知识的领域。文献计量分析以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到宏观相结合的角度来全面梳理

研究问题，可以生动地观察到各个学科的表现。CiteSpace和 VOSviewer是两款有效的文献计量分析软件，

CiteSpace 通常作为研究人员提取网络关系、研究重点和研究趋势的有效工具，而 VOSviewer可以呈现有关文

献的详细信息，例如擅长总结文献的热门研究主题（Guo et al，2021）。

本文综合利用 CiteSpace和 VOSviewer两种可视化文献计量软件，对WoS（Web of Science）数据库的数字

经济文献进行全面系统梳理，通过系统地收集、表征和分析数字经济相关的研究论文，从出版物产出、类别分

析、国家和机构合作分析、作者合作网络和作者共被引网络、共被引期刊分析和突显主题演化分析 6个主要

方面呈现文献产出分析结果，总结特定领域的数字经济热点研究话题，按照技术经济范式视角，从技术系统、

产业系统和制度系统明确数字经济领域的新兴研究趋势。

二、数据收集和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对数字经济相关文献的收集、整理和计量分析，归纳梳理数字经济领域的研究进展和前沿趋

势。文献来源选择WoS（Web of Science）数据库核心库，引文索引是 All，检索式设置 TS=（“digital economy*”
OR“platform economy*”OR“sharing economy*”OR“digital transformation*”OR“digital transformation*”AND DT
=（Review OR Article），语种是“English”，时间跨度为 1900—2022年。WoS的文献记录包括题目、出版年份、

作者、机构、来源期刊和参考文献，全面详细地记录可以方便导出文本文件。根据研究主题去除不符合的论

文，并根据符合主题文献的参考文献进行补充，最终从WoS数据库总计获得 3748篇文献记录。

在关于文献回顾和总结的研究方法方面，文献综述和文献计量是常用的两种。与前者相比，文献计量方

法不仅能够展示选定主题或领域的研究现状，还能辨识特定研究领域的论文数量趋势、主要期刊、学者分布

和研究机构及研究热点等发展动态。因此，为了客观、全面地掌握数字经济主题的文献特点和知识图谱，本

文采用文献计量方法进行文献回顾和总结。在分析软件方面，采用由陈超梅博士开发的 CiteSpace软件和由

Eck、Waltman开发的文献分析可视化工具——VOSviewer软件（Chen，2006；Eck和Waltman，2010）。具体来

说，本文利用 CiteSpace生成可视化知识图谱，包括国家、机构、作者、期刊、关键词聚类和突显主题爆发等，利

用 VOSviewer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以发现更详细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对于文献计量分析中涉及的一些关

键识别方法和参数，将分别在相应段落中进行详细说明。

三、数字经济研究述评

（一）论文数量趋势
年度文献发表量反映某研究领域的研究热度和成果数量，根据每年的文献发表量变化和时序特点，可以

发现数字经济研究领域的发展阶段、知识积累和发展趋势，从而预判其研究前景。如图 1所示，1995—2010
年发表的文章总数不到 200篇。2010 年之后，数字经济相关的文章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从 2011年的 22篇文

章到 2018年的 316篇文章，再到 2021年升至 1056篇。文献出版量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

期是从 1995—2010年，这期间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出版物稀少且增长缓慢，反映了数字经济长期处于起步阶

段的事实。第二个时期从 2011—2022年，数字经济的论文年发表量激增，表明数字经济受到越来越多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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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研究。原因在于数字技术在商业、政府治理和个人生活中逐渐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字经济已经成

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政界、商界和学界都把数字经济作为热点话题（魏江等，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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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字经济年度发文量

（二）论文学科类型分析
WoS数据库中的数字经济文献包括大约 106

个主题类型。表 1显示了文献发表数量排名前 5
位的学科，具体包括管理领域（452篇文章）、环境

科学领域（438篇文章）、通讯领域（425篇文章）、

环境研究（386篇文章）和商业领域（385文章）。

以上学科类型的文献数量表明，数字经济在管理、

环境科学、通讯、环境研究和商业等五种领域获得

高度关注，尤其是出现环境科学和环境研究两个环境相关的学科，说明数字经济和环境的紧密联系。同时可以

发现，2010年之后，以上五个领域的数字经济文献数量都出现快速增加的情况，总体来看，随着数字经济的技

术发展和应用扩散，人们对应用的关注超过技术本身，而且相关研究也更加具备跨学科属性。

（三）作者合作网络和作者共引网络分析
研究作者合作网络是反映研究能力和评估学术领域发展的关键工作。数字经济领域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的参数设置：每切片年数：1；节点类型：作者；剪枝：最小生成树和修剪合并网络；每个切片的前 N 个：100；前
N%：20%。根据合作网络可视化结果来看，数字经济作者合作呈现出一个明显特点，即发文量排名前列的部

分作者之间具有合作关系，排名第一的Watanabe（13篇）和排名第二的 Neittaanmaki（11篇）、排名第五的 Tou
（7篇）是合作者，Neittaanmaki发表的 11篇论文都有Watanabe参与。排名第三的 Graham（10篇）和排名第四

的 Lehdonvirta（7篇）是合作者。其他大部分作者也具有稳定的合作网络，并且可以发现几个明显的合作

群体。

表 2列出了发文量前 10 位作者及其附属机构。根据作者的发文量，Watanabe在出版物列表中占据主

导地位。其他发表成绩突出的作者还有 Neittaanmaki、Graham等。这些作者与合作者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

为推动数字经济相关领域的研究做出卓越和显著的贡献。其中，Watanabe从 2017年开始发表关于数字经济

的研究论文，前三年文献发表数量就多达 10篇，他针对传统 GDP统计方法在衡量数字经济方面的局限，认为

人们的偏好从经济功能转向超越经济价值的超功能，以及信息通讯技术的经济范式具有未捕获 GDP的特

点，进而提出衡量数字经济的新方法（Watanabe et al，2018）。Mark在 2021年发表 4篇数字经济相关论文。

他的研究主要围绕数字平台的劳动力问题，提出算法控制是远程零工经济的核心，基于算法管理技术的在线

劳动力平台能够实现人力和需求的高度灵活性、自主性和任务多样性，但会导致低工资、社会孤立和过度工

作等问题（Mark et al，2017）。Duffy和 Hund（2015）研究了数字媒体时代时尚博主的自我品牌塑造，认为这种

女性企业家气质的表达利用了后女权主义的敏感性和当代自我品牌逻辑，掩盖了仿效这些标准所需的劳动

力、纪律和资本，这实际上是网络效应和长尾效应的综合体现。

表 1 发文量排名前 5的学科类型

学科类型

管理（management）
环境科学（environmental sciences）

通讯（communication）
环境研究（environmental studies）

商业（business）

1995—2022年
发文量

452
438
425
386
385

不同时期的发文量

1995—2010年
34
13
9
2
11

2011—2022年
418
425
416
384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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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数字经济研究最高产的前 10位作者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发文量

13
11
10
7
7
7
6
6
6
6

作者

Watanabe
Neittaanmaki
Graham

Lehdonvirta
Tou
Duffy
Luthra

Gaspareniene
Remeikiene
Chen

机构

于韦斯屈莱大学（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
于韦斯屈莱大学（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

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
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

东京工业大学（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

国家工程技术学院（State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米科拉斯罗梅里斯大学（Mykolas Romeris University）

立陶宛农业经济研究所（Lithuanian Institute of Agrarian Economics）
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

国家

芬兰（Finland）
芬兰（Finland）

英国（UK）
英国（UK）

日本（Japan）
美国（USA）
印度（India）

立陶宛（Lithuania）
立陶宛（Lithuania）
加拿大（Canada）

图 2是利用 CiteSpace的作者共被引分析，每

个节点代表一个作者（参数设置：每切片年份：1；
节点类型：被引作者；修剪：最小生成树和修剪合

并 网 络 ；前 N 个 切 片 ：100；前 N%：20%）。 在

CiteSpace 生成的可视化图中，作者之间的线条暗

示了他们的共被引关系。被引频次最高的作者

是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 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作 为 一

个国际性组织，OECD（2017）发布的“健康卫生领

域 ICT可用性基准”为数字技术在卫生领域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排名第二位是欧盟 EC（European
Commission），EC（2006）提出了数字通信系统新

范式的倡议，新范式的特点是定位、自主控制、自

组织、彻底分布式等，最终目标是让通信成为任

务和知识驱动并实现完全可扩展，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排名第三位的是 Benkler，Benkler
（2017）从社会科学领域提出了互联网应用促使创新转型的 3个趋势。排第四位的是电气和计算机工程专家

Brynjolfsson，他指出计算机等数字资产的经济价值，拓宽了对技术及其影响的传统定义，发现既往积累的无

形资本对宏观经济复苏具有贡献（Brynjolfsson和 Lorin，2000）。排名第五位的是 Nick，他认为数字技术具有

塑造和决定世界政治实践的力量（Nick et al，2013）。

（四）论文的国家和机构分析
文献研究的国家分布有助于探索文章的空间和地理分布。数字经济研究的国家合作网络如图 3所示，

具体参数设置：每片年：1；节点类型：国家；修剪：探路者和修剪合并网络；每片 top N：100；top N%：50%，节点

的大小表示不同国家发表的文章数量不同。节点越大，发表的文章就越多。需要指出的是，高中心性意味着

节点的重要性。按中心度排序为德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中国<美国<荷兰。荷兰的中心度最高，

荷兰与英国、加拿大和法国等国家保持着广泛的合作。可视化图显示许多国家之间的合作不紧密。因此，各

国和国际机构有必要加强合作与沟通。

如表 3所示，美国是数字经济学术论文出版量最大的国家，

共发表论文 665篇（占 21.65%），其次是英国 441篇（占 14.36%）
和中国 425篇（占 13.84%）。排名前 10位的国家发表了 3748篇
数字经济研究论文中的 2600篇（占 69.37%），其他国家的数字

经济研究仅占 30.63%。一个国家的总被引次数也是衡量一个

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科学影响力的重要指标。美国的总引用量

明显优于其他国家（总引用量 14832次），而且美国也一直积极

推动数字经济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发展。考虑到 TC（论文总引

用次数）和 TC/P（期刊每篇论文的平均引用次数）值，美国、意大

图 2 数字经济作者共被引网络

图 3 国家合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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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是整个工作的重

要贡献者。美国的 TC/P高达 22.30，部分归

因于其将数字技术的强大创新能力，然而，

法国和加拿大的 TC较低，中国和西班牙、法

国的 TC/P 相对较低。

研究机构分布如图 4所示，分析参数

设置：每片年：1；节点类型：机构；修剪：最

小生成树和修剪合并网络；每片的前 N个：

50；前 N%：10%。可以看出，一些研究机

构相对集中，形成一批重要的机构集群。

发表论文数量排名靠前的机构包括：牛津

大学（42篇）、剑桥大学（25篇）、伦敦国王

学院（23篇）、阿姆斯特丹大学（23篇）、多

伦多大学（23篇）和墨尔本大学（23 篇）。

前十名研究机构中，英国有 4个，其余在美

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国总的发文量

排第三，但是没有机构进入前十，说明研

究力量没有集中在一个机构而是比较分

散。牛津大学（中心度 = 0.09）和剑桥大学

（中心度 = 0.06）的中心度值较高，表明它

们是产出更多、合作更深入的贡献者。

（五）期刊共被引分析
要识别一个领域的核心期刊，需要关注该期刊的文章数量和引用频率。共被引期刊网络的时区视图分

析参数设置：每片年：1；节点类型：被引期刊；剪枝：最小生成树和修剪合并网络；每片 top N：100 ；top N%：

30%。从期刊共被引分析结果来看，哈佛商业评论和商业研究杂志等是发起数字经济研究的领先期刊。虽

然这些期刊在后来一直保持数字经济研究领域的领先地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更具影响力和生产力

的期刊。技术预测与社会变革、新媒体和社会在 2011年左右以其高生产力和影响力脱颖而出。到 2018年
左右，清洁生产杂志和可持续性‑巴塞尔后来者居上，从而推动数字经济相关论文的发表进程

综合表 4的结果来看，可持续发展‑巴塞尔和新媒体社会是最有成效的期刊，二者的发表量都为 87（占

2.846%），其次是技术预测与社会变革。值得注意的是，技术预测与社会变革的引用频率最高（475次引用）。

这说明该期刊比其他期刊具有更大的价值，并在数字经济研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H指数（H‑index）是评价

期刊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按 H指数排序时，美国经济评论以 297的最高 H指数排名第一，证明了对数字经济

研究的最大影响。将前 5名期刊按学科分类后，发现社会学、经济和管理更受关注。这也凸显了学者们越来

越认识到数字经济的社会性、经济性和管理属性。这些类型期刊的引用率更高，发表的文章更多，表明它们

是数字经济研究领域最受欢迎的选择期刊。

表 4 数字经济研究总引用排名前 10的期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期刊

技术预测与社会变革（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可持续性‑巴塞尔（Sustainability ‑Basel）

清洁生产杂志（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新媒体社会（New Media & Society）

商业研究杂志（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

管理信息系统季刊（MIS Quarterly）
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
研究政策（Research Policy）

发文量

86
87
61
87
36
3
20
7
29
22

期刊发文量/总发文量（%）
2.813
2.846
1.995
2.846
1.178
0.098
0.654
0.229
0.949
0.720

总引用

475
420
397
394
375
374
360
336
324
308

TC/P
5.523
4.828
6.508
4.529
10.42
124.667
18
48
11.17
14

H‑index
117
53
150
109
195
179
195
297
221
238

IF
8.593
3.251
9.297
8.061
7.550
6.870
7.198
9.170
4.883
8.110

注：TC/P：期刊每篇论文的平均引用次数；H‑index：根据 Letpub 2019年的数据；IF：5年影响因子，基于WoS中 2018年版期刊引用报告的数据。

表 3 发文量前 10位的国家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国家

美国（USA）
英国（England）
中国（China）

澳大利亚（Australia）
德国（Germany）
西班牙（Spain）
意大利（Italy）

加拿大（Canada）
荷兰（Netherlands）

法国（France）

发文量

665
441
425
198
197
170
152
134
111
107

国家发文量/总发文量（%）
21.65
14.36
13.84
6.45
6.41
5.54
4.95
4.36
3.61
3.48

TC
14832
8464
2635
3701
3016
1889
3216
1513
1994
1151

TC/P
22.30
19.19
6.20
18.69
15.31
11.11
21.16
11.29
17.96
10.76

中心性

0.49
0.06
0.13
0.00
0.03
0.06
0.06
0.00
0.71
0.06

图 4 机构合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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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基于突显检测的研究主题发展趋势分析
突显检测是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用于检测一定时期内的紧急情况或重要信息。利用突显检测可以追

踪发展趋势，发现某领域研究最前沿和最具潜力的主题变化。图 5显示了 CiteSpace 从 1999—2022年检测到

的 39个最强主题（参数设置：每切片年份：1；节点类型：关键词；最小生成树树；修剪；每切片前 N 个：20；前
N% ：10%）。关键词共现分析后通过 CiteSpace的“Burstness”功能模块进行突显检测，Minimum Durations设
置为 2。细线部分表示时间间隔，粗线部分表示主题突显发生的时间段。

对突显词视图和相关学术文献的综合分析可以发现，数字经济研究突显的发展趋势可以分为三个阶

段。如表 5所示，第一个阶段为 2001—2012年，该阶段的时间跨度超过十年，由于数字经济研究处在萌芽期，

相关的研究主题并不多，电子商务（electronic commerce）是出现较早的突显主题，其他研究主题包括地理

（geography）、市场（market）和组织（organization），其中，市场的研究热度在三个阶段所有主题关键词中的持续

时间最长。第二个阶段为 2013—2016年，如表 6所示，突显研究主题进入爆发时期，数字媒体（digital
media）、创意经济（creative economy）、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社会媒体（social media）、数字劳工（digital
labor）和智慧城市（smart city）等研究热点都出现在这个阶段。相比于其他两个阶段，该阶段每个突显主题的

持续时间相对较长，突显强度排名前两位的关键词是劳工（labor）和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第三个

阶段为 2017—2022年，突显研究主题转向数字平台（digital platform）、商业模式（business model）、共享经济

（sharing economy）、大数据（big data）、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绩效

（performance）和零工经济（gig economy）等，其中，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和零工经济（gig economy）是突

显强度最高的两个关键词。具体如表 7所示。

从三个研究阶段的突显研究主题来看，不同时期数字经济研究的重点有显著差异，研究趋势呈现发展演

化的特点。第一个阶段在电子商务新型交易模式的影响下，主要关注数字技术对市场、组织和空间的改变，

研究视野受到数字技术在市场单一范围应用的限制，相关研究主题较少；第二个阶段的研究主题呈现百花齐

放的状态，主要是在社交媒体广泛采用数字工具和移动网络的背景下，数字技术从生产领域向生活和社交领

域扩散，人们的社会连接方式、信息交流方式和劳动交换出现极大变化，数字技术的应用领域扩大到社交、媒

体、劳动、城市等各个方面，对战略、企业、工作和知识的影响也是主要研究主题；第三个阶段的研究视角进入

经济层面，商业模式、大数据及共享经济、循环经济和零工经济等各种经济形态成为热点话题，这标志着数字

经济代替工业经济而成为人类社会主要的经济范式。

表 5 突显最强 39个主题关键词（第一阶段）

关键词

electronic commerce
market
industry
competition
geography
organization

年份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强度

4.16
6.14
3.57
3.32
8.48
4.59

开始

2001年
2002年
2002年
2011年
2012年
2012年

结束

2006年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2016年
2014年

1999—2022年
▂▂▃▃▃▃▃▃▂▂▂▂▂▂▂▂▂▂▂▂▂▂▂▂

▂▂▂▃▃▃▃▃▃▃▃▃▃▃▃▃▃▃▂▂▂▂▂▂

▂▂▂▃▃▃▃▃▃▃▃▃▃▃▃▃▃▂▂▂▂▂▂▂

▂▂▂▂▂▂▂▂▂▂▂▂▃▃▃▃▂▂▂▂▂▂▂▂

▂▂▂▂▂▂▂▂▂▂▂▂▂▃▃▃▃▃▂▂▂▂▂▂

▂▂▂▂▂▂▂▂▂▂▂▂▂▃▃▃▂▂▂▂▂▂▂▂

表 6 突显最强 39个主题关键词（第二阶段）

political economy
network
city

digital media
media
strategy

creative economy
firm

determinant
digital divide
knowledge
social media
privacy
labor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18.32
14.51
11.75
10.09
7.1
6.95
4.98
4.31
3.83
11.4
7.65
7.44
3.98
20.46

2013年
2013年
2013年
2013年
2013年
2013年
2013年
2013年
2013年
2014年
2014年
2014年
2014年
2015年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5年
2017年
2014年
2019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9年

▂▂▂▂▂▂▂▂▂▂▂▂▂▂▃▃▃▃▃▃▃▃▂▂

▂▂▂▂▂▂▂▂▂▂▂▂▂▂▃▃▃▃▃▃▃▂▂▂

▂▂▂▂▂▂▂▂▂▂▂▂▂▂▃▃▃▃▃▃▂▂▂▂

▂▂▂▂▂▂▂▂▂▂▂▂▂▂▃▃▃▃▃▃▂▂▂▂

▂▂▂▂▂▂▂▂▂▂▂▂▂▂▃▃▃▃▃▂▂▂▂▂

▂▂▂▂▂▂▂▂▂▂▂▂▂▂▃▃▃▃▃▃▂▂▂▂

▂▂▂▂▂▂▂▂▂▂▂▂▂▂▃▃▃▂▂▂▂▂▂▂

▂▂▂▂▂▂▂▂▂▂▂▂▂▂▃▃▃▃▃▂▂▂▂▂

▂▂▂▂▂▂▂▂▂▂▂▂▂▂▃▃▂▂▂▂▂▂▂▂

▂▂▂▂▂▂▂▂▂▂▂▂▂▂▂▃▃▃▃▃▃▂▂▂

▂▂▂▂▂▂▂▂▂▂▂▂▂▂▂▃▃▃▃▃▃▂▂▂

▂▂▂▂▂▂▂▂▂▂▂▂▂▂▂▃▃▃▃▃▂▂▂▂

▂▂▂▂▂▂▂▂▂▂▂▂▂▂▂▃▃▃▃▂▂▂▂▂

▂▂▂▂▂▂▂▂▂▂▂▂▂▂▂▂▃▃▃▃▃▂▂▂

关键词 年份 强度 开始 结束 1999—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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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information
digital labor
smart city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13.88
5.75
4.75
7.7

2015年
2015年
2015年
2016年

2019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

▂▂▂▂▂▂▂▂▂▂▂▂▂▂▂▂▃▃▂▂▂▂▂▂

▂▂▂▂▂▂▂▂▂▂▂▂▂▂▂▂▃▃▃▂▂▂▂▂

▂▂▂▂▂▂▂▂▂▂▂▂▂▂▂▂▂▃▃▃▂▂▂▂

续表6
关键词 年份 强度 开始 结束 1999—2022年

表 7 突显最强 39个主题关键词（第三阶段）

关键词

future
politics
innovation

business model
big data

digital platform
sharing economy

economy
circular economy
gig economy
management
impac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ystem

performance

年份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1999年

强度

16.03
14.71
10.13
9.3
8.55
17.32
17.08
6.93
25.18
18.67
18.01
8.49
7.47
6.6
4.67

开始

2018年
2018年
2018年
2018年
2018年
2019年
2019年
2019年
2020年
2020年
2020年
2020年
2020年
2020年
2020年

结束

2022年
2019年
2022年
2019年
2020年
2022年
2022年
2020年
2022年
2022年
2022年
2022年
2022年
2022年
2022年

1999—2022年
▂▂▂▂▂▂▂▂▂▂▂▂▂▂▂▂▂▂▂▃▃▃▃▃

▂▂▂▂▂▂▂▂▂▂▂▂▂▂▂▂▂▂▂▃▃▂▂▂

▂▂▂▂▂▂▂▂▂▂▂▂▂▂▂▂▂▂▂▃▃▃▃▃

▂▂▂▂▂▂▂▂▂▂▂▂▂▂▂▂▂▂▂▃▃▂▂▂

▂▂▂▂▂▂▂▂▂▂▂▂▂▂▂▂▂▂▂▃▃▃▂▂

▂▂▂▂▂▂▂▂▂▂▂▂▂▂▂▂▂▂▂▂▃▃▃▃

▂▂▂▂▂▂▂▂▂▂▂▂▂▂▂▂▂▂▂▂▃▃▃▃

▂▂▂▂▂▂▂▂▂▂▂▂▂▂▂▂▂▂▂▂▃▃▂▂

▂▂▂▂▂▂▂▂▂▂▂▂▂▂▂▂▂▂▂▂▂▃▃▃

▂▂▂▂▂▂▂▂▂▂▂▂▂▂▂▂▂▂▂▂▂▃▃▃

▂▂▂▂▂▂▂▂▂▂▂▂▂▂▂▂▂▂▂▂▂▃▃▃

▂▂▂▂▂▂▂▂▂▂▂▂▂▂▂▂▂▂▂▂▂▃▃▃

▂▂▂▂▂▂▂▂▂▂▂▂▂▂▂▂▂▂▂▂▂▃▃▃

▂▂▂▂▂▂▂▂▂▂▂▂▂▂▂▂▂▂▂▂▂▃▃▃

▂▂▂▂▂▂▂▂▂▂▂▂▂▂▂▂▂▂▂▂▂▃▃▃

四、数字经济热点研究主题

（一）基于关键词共现的热门研究主题
关键词共现频率可以直接有效地展示特定学科的研究领域和核心内容，本文使用 VOSviewer软件的关

键词分析功能，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关键词共现网络，从总体上勾画数字经济研究的主要热点领域。

VOSviewer绘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域图如图 5所示（参数设置：分析类型：共现；计数方法：全计数；分析

单 位 ：所 有 关 键 字 ；节 点 类 型 ：数 字 经 济）。 共 现 网 络 呈 现 四 类 集 群 ，代 表 性 关 键 词 分 别 是 数 字 化

（digitalization）、社会媒介（social media）、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和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不同集

群的颜色由黑色逐渐变浅灰色。

图 5 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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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1（黑色），数字化（digitalization）是该集群的最大节点，主要与创新（innovation）、大数据（big data）、

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区块链（block chain）、互联网（Internet）和商业模式（business model）、智慧城市

（smart city）等相关，重点关注数字经济的技术性和模式应用创新。该部分代表了数字经济的技术基础。

集群#2（浅黑色），该集群的最大节点是社会媒介（social media），链接了 27个关键词，主要链接隐私

（privacy）、教育（education）、性别（gender）、劳动（labour）、技术（technology）等相关。社会媒介相关话题近年

来表现活跃，虽然每个主题词有各自的侧重点，但是内涵实际上有紧密的关系。

集群#3（灰色），围绕共享经济（sharing）的集群是最大集群，代表性节点是共享经济，主要链接了数字平

台（digital platform）、零工经济（gig economy）、数字劳工（digital labore）和监管（govermance）、规则（gegulation）、

数字创新（digital innovation）和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等。该集群主要强调数字经济的平台性以及共享模

式的重要应用场景，共享经济是数字经济最成功、最有影响的经济形态。

集 群 #4（浅 灰 色），该 集 群 的 最 大 节 点 是 循 环 经 济（circular economy），主 要 链 接 了 可 持 续 发 展

（sustainability）、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t）、大数据（big data）、工业 4.0（industry 4.0）等，主要关注数字经

济的未来趋势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见表 8，共享经济是数字经济领

域最热门的话题（144），其次是数字

化（108）、循环经济（106）、社会媒介

（102）、数字平台（100）和数字技术

（97）。由于 VOSviewer不能合并数

字化（108）和数字化转型（71）等同

义词。因此本文主要讨论数字化转

型，因为它是传统农业经济和工业经

济向数字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过程。

结合关键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理

论知识和研究热点主要围绕“共享经

济”“数字化转型”“循环经济”和“社

会媒体”和“数字平台”展开。基于上

述发现，分别使用 1480、1272、1342、
342和 1051篇研究文献进一步分析了这 5个关键词。VOSviewer中共现分析的参数设置为：（分析类型：共现；

计数方法：全计数；分析单位：所有关键字；节点类型：共享经济、数字化转型、循环经济、社会媒体、数字平台）。

（二）热门研究主题分析
1. 共享经济

Martin（2016）认为共享经济是数字经济的主要经济表现形态之一，主要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和移动网络等

共享闲置资源，属于一种新型商业模式，其特点是使用权的暂时转移和剩余所有权的转让。共享经济叠加可视

化图中相关排名前列的关键词包括爱彼迎、信任、满意、协同消费、优步、点对点住宿、价值共创等，相互之间具

有较强的关联性。互联网和移动数字技术的商业化应用推动了共享资源的快速匹配，大幅降低共享市场的交

易成本，提高社会闲置资源共享的可能性。共享经济的新模式和新业态领域，出行平台优步、租赁平台爱彼迎、

众筹平台 Prosper及知识技能平台 TaskRabbit等是代表性企业（Stephany，2015）。在共享经济范式下，价值创造

不再只是依靠企业单独来进行，而是还包括用户和数字平台，为顾客独创价值理论赋予新的内涵。

2. 数字化转型

Coile（2000）在研究基于数字技术的互联网商业模式研究中提出数字化转型的概念。企业内部实施有

效的数字技术将会引发流程、资源等出现根本性变化，相关研究聚焦数字技术对组织变革的影响，由此开始

数字化转型的研究（Crawford，1996）。叠加可视化图中排名前列的关键词包括创新、管理、实施、数字化、绩

效、动态能力、信息和采纳等。关键词研究主题围绕数字化转型，针对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为代表的

新兴数字技术创新，通过一系列的采纳、管理和实施策略，提高企业动态能力，对企业绩效可以带来积极影

响。数字技术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创造数字化产品，构建数字化平台，带来个人层面、组

表 8 数字经济研究频率排名前 30的关键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频率

144
108
106
102
100
97
88
78
78
77
77
72
71
69
68

关键词

共享经济（sharing economy）
数字化（digitalization）

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
社会媒介（social media）

数字平台（digital platform）
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ology）

工业 4.0（industry 4.0）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ility）

新冠病毒（covid19）
中国（china）

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
零工经济（gig economy）

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
互联网（internet）

区块链（block chain）

序号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频率

64
62
57
57
52
43
42
42
40
39
38
38
37
35
32

关键词

大数据（big data）
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

技术（technology）
数字劳工（digital labore）

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y）
创业（entrepreneurship）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数字媒介（digital media）

隐私（privacy）
电子商务（e‑commerce）

数字（digital）
信息通信技术（ict）
平台（platforms）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爱彼迎（airb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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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层面和产业层面的管理变革。

3. 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重叠可视化中出现 10次以上的关键词是可持续发展、数字技术、大数据、互联网等。生物学家

Rachel（2017）针对工业化的缺陷，敏锐而又划时代地提出传统工业化道路是一条不归路的观点。人类开始

反思自身的传统经济行为和理论，循环经济揭开了发展序幕。循环经济强调重新思考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

的关系，人类虽然能够改造自然，但是仍然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社会正在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发展，

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是以虚拟的非实物形式存在，数据要素的获得、流动和生产过程具有低

资源消耗、低污染排放的绿色特性，而且数据要素本身具有可复制性和共享性，边际效益递增明显，边际成本

几乎为零，使得数据要素还具有低成本和高回报的特点，符合循环经济发展的要求（Brecht，2020）。

4. 社会媒体

社会媒体重叠可视化中出现次数排名靠前的关键词包括脸书、互联网、推特、媒体、在线、交流和技术、数

字媒介等。互联网和移动网络等数字通讯技术的普及应用背景下，社会媒体包括微博、微信、Facebook等代

替传统媒体，成为人们获得信息和交流沟通的主要手段。视频通过云计算、边缘计算等技术，呈现实时、高清

和沉浸交互的特点。因此，视频通过脸书、推特等社会媒体是人们在线交流的重要呈现形式。在数字技术的

影响下，算法推荐、语音交互、计算机视觉等技术使得社会媒体不断探索新技术应用，相关内容的生产、分发

和管理获得高效实施，社会媒体和用户构建起一种互联互动的新生态关系，呈现泛在化、智能化的新特征

（Yu和 Sun，2020）。社会媒体赋能普通用户参与信息生产和传播，每个人都有成为传播主体的机会。

5. 数字平台

数字平台重叠可视化中出现次数排名靠前的关键词包括创新、技术、竞争、平台、信息、绩效和管理等，主

题词之间的关联性较强。Hagiu（2006）认为平台模式是数字经济最具代表性的商业模式，由于实现了资产所

有权和使用权的统一，能够为不同群体的交易匹配提供便利场所。数字平台具有多种角色，包括技术角色、

经济角色和制度角色，作为网络数据信息节点，数字平台汇聚和处理大量的数据信息，通过大数据、算法和算

力等技术支撑平台商务运营，提高企业管理水平获得数据绩效。数字平台重视数据采集和开发挖掘，对市场

竞争和社会福利具有重要影响。

五、数字经济新兴趋势分析框架

（一）新兴趋势的整体框架

数字技术的产业化和产业转

型的数字化快速推进，数字经济的

内涵、应用和理论研究等方面不断

完善变化，在没有考虑不同文献偏

好和时效性的情况下，上述基于关

键词共现的研究热点不能全面反

映学术领域的整体状况和研究趋

势。为此，利用 CiteSpace软件的聚

类方法，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

结合技术经济范式的技术‑产业‑制
度框架，从技术经济范式的整体构

成视角分析不同框架领域的新兴

趋势和前沿。CiteSpace软件设置

关键词为节点类型（参数设置：每

片年份：1；节点类型：关键词；修

剪：最小生成树和修剪合并网络；

每片上 N片：50；top N%：10%），运

行 CiteSpace后获得相应的分类集 图 6 数字经济关键词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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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高频关键词聚类如图 6所示。模块度 = 0.8005 >0.3，平均轮廓 = 0.9093>0.5，表明聚类良好，轮廓清晰。

Perez（1983）提出技术‑经济范式的概念，目的是为了描述技术在广泛扩散后如何通过经济系统影响企业

行为和产业转型。后来的研究把技术经济范式的发展周期分为导入期、拓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并把技术

经济范式分解为技术系统、产业系统和制度系统，认为在不同发展时期，三个子系统相互影响和渗透，通过相

互之间的递次演化推动技术经济范式不断发展（张路娜和胡贝贝，2021）。从三个子系统的属性来看，技术系

统属于科学理论和技术创新系统，在技术经济范式的导入期发挥作用；产业系统属于要素投入、产业体系和

生产方式等，在技术经济范式的拓展期开始发挥影响；制度系统属于经济、政治、科技、教育和文化、法律等领

域，只有在技术经济范式经过导入和拓展进入成熟期后，制度系统层面的要素才会进行重构，新范式逐渐全

面代替旧范式。因此，结合关键词聚类结果和概念内涵，按照技术‑产业‑制度构建数字经济新兴趋势分析框

架，具体如图 7所示。技术系统概念包括数字技术、智能资产、数字平台、社交媒体和深度学习、数字鸿沟；产

业系统概念包括商业模式、价值创造、循环经济、共享经济、零工经济、产业结构、碳排放和数字影子经济；制

度系统概念包括平台资本、政治经济、相关利益者影响和欧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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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数字经济新兴趋势分析框架

（二）技术系统视角的数字经济新兴趋势
从技术系统视角看，数字经济研究的新兴趋势包括数字技术、智能资产、数字平台、社交媒体和深度学

习、数字鸿沟。数字技术和智能资产是技术系统的底层基础，数字技术分为硬件技术、软件技术和网络技术

三类，具体包括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细分领域。Yoo等（2012）认为数

字技术具有自生长性和融合性两大特性，能够使产品持续迭代创新和产业融合创新，传统生产要素可以重新

嵌套和重构组合。Autio et al（2018）则认为数字技术具有解偶性和去中介性，生产过程减少对专有性要素和

价值链中介的依赖，突出要素价值和价值传递功能。Francis et al（2021）发现数字技术与资本联合，将会超越

技术性和信息性，而向市场权力和经济权力拓展，甚至延伸到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因此，数字技术平台带

来的政治危害实际比经济危害更严重。智能资产是指所有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可交易的资产类型，包括

了物质世界中真实存在的资产及类似于股票、债券、版权等的无形资产（Rossi et al，2020）。

数字平台、社交媒体和深度学习是技术系统的应用技术。数字平台是数字技术最成功的商业应用架构，

大部分基于数字技术的商业模式创新都属于平台型。因此，它同时出现在热点主题和新兴趋势两个方面。

社交媒体和深度学习实际上都属于数字平台的特例，前者是基于社交功能的数字平台，而后者则是基于大数

据和智能算法的计算平台。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基于用户关系的内容生产与交换渠道，是人们彼此之间用来

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重要场所。深度学习和数字经济具有紧密关系，提出基于大数据云平台的深

度学习方法，为数字媒体和数字交易提供决策支持（Zhao和 Zhou，2021）。

数字鸿沟是数字技术领域中存在的差距现象，涉及技术开发领域和技术应用领域，随着网络技术的商业

化应用，数字鸿沟从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产业与产业之间，扩散到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更多领域。国家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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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人群对数字技术应用和创新能力的差异，导致不同程度的社会分化问题，不同国家之间因为信息产业和

数字产业的差异则带来全球性问题。

（三）产业系统视角的数字经济新兴趋势
从产业系统视角来看，商业模式、价值创造、循环经济、共享经济、零工经济、产业结构、碳排放和数字影

子经济等是数字经济研究的新兴趋势。商业模式和价值创造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两大支撑，数字经济发

展依赖基于数字技术的商业模式创新，本质是利用数字技术改变企业价值创造的基本逻辑，从而提升顾客价

值和企业竞争力（Linder和Williander，2017）。商业模式由一系列组件构成，具有系统性，商业模式概念的核

心是价值创造，即企业构造有利的价值链或价值网以向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

循环经济和共享经济是数字经济最主要的表现形态，二者也属于数字经济的热门研究主题。Bissell
（2022）认为零工经济是一种灵活运作的经济，通过数字平台积极促进买卖双方匹配而完成劳动力和资源交

换，其特点在于工作属于临时性分配，不需要全职员工和准确的时间表。目前零工经济的研究热点集中在食

品配送、出租车等行业（Chesta et al，2006）。Bucher et al（2021）指出零工经济有明显缺陷，由于数字微工作越

来越受远程算法控制和高度去情境化的劳动力构成，零工从业人员的价值认同、社会归属和道德责任出现

异化。

数字经济引致传统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影响生产率、创新和环境治理等领域。Yang et al（2022）认为数字

经济将会长期性地推动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在其中具有中间传导作用。Wang et al（2021）
认为数字技术不仅引导产业结构升级，也会提高环境质量和加速企业创新，间接促进绿色经济增长。数字经

济和碳排放水平高度相关，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产业结构获得升级从而显著降低碳排放水平（Yang
和 Cai，2022）。数字影子经济概念与网络空间的非法活动有关，这些活动能够为非法服务提供者或卖方产生

非法资金流动，剥夺合法服务提供者和卖方本可以合法赚取、记账和声明的收入等。

（四）制度系统视角的数字经济新兴趋势
制度系统视角的新兴趋势包括平台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相关利益者影响和欧盟等。平台资本主义的概

念由 Nick首次提出，它是在数字平台的基础上，对海量数据进行提取、分析、存储和使用的制度模式，基本特

征表现出聚合型、交互性、扩张性、垄断型和加速化等（Nick et al，2013）。平台能够把不同群体聚集在一起，

数据是驱动平台公司的基本资源，平台设计的初衷就具有提取和使用数据的机制，这种定位是平台获取经济

和政治权力的来源，平台对数据的依赖使其无视隐私和不断扩张（Nick，2017）。Sadowski（2019）从政治经济

学视角把数据理解为一种形式资本，分析数据化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制度的含义、实践和影响。Plantin和
Aswin（1983）阐释了媒体具有基础设施特征的观点，将数字基础设施和平台的研究置于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

学术和公众辩论中。利益相关者是组织内外具有一定利益关系的个人或组织群体，由于利益相关者对组织

决策具有影响，而且不同相关者的建议存在差异。因此，分析和平衡利益相关者是战略决策面对的重要议

题。Mackey et al（2019）以卫生领域的区块链为例，区块链是否能够实现以“革命性”和“颠覆性”为特征的技

术变化，关键是设计元素从消费者、患者、提供者和监管机构等不同利益相关者角度考虑实际的医疗保健需

求。欧盟作为一个利益相关者国家组成的团体，以欧盟为研究对象的案例研究具有代表性，欧盟区域能源领

域的数字平台发展和监管是当前研究热点（Duch‑Brown和 Rossetti，2020；Xu，2020）。

六、结论与展望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分析了 1995—2022年WoS核心库中的 3748篇文献论文，对数字经济研究

脉络、热门主题和新兴趋势进行直观描述和系统总结。自 2011年以来，数字经济领域的论文出版物数量迅

速增加。通过作者分析发现，大部分作者之间有稳定的合作关系，并且出现几个明显的合作群体，一个重要

和有趣的发现是发文量排名前列的作者之间具有合作关系。被引用最多的作者是经合组织，排第二的是欧

盟委员会。从国家和机构合作分析来看，中国在所有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德国也

完成显著的工作。中国在国家层面的排名位居第三，中心度同样也是第三，但是没有排名前 10名的生产性

机构。这一现象反映了虽然中国学者重视数字经济领域研究，但是研究力量比较分散。牛津大学在数字经

济领域中最具生产力而且合作更广泛。但是，每个机构的中心性都比较低，各国和国际机构之间有待加强合

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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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共被引期刊网络，考虑到发文和引用的数量，技术预测与社会变革是最有影响力和生产力的期刊。

近年来，清洁生产杂志和可持续发展‑巴塞尔两本期刊后来者居上，而且更多的期刊正在脱颖而出，不断加入

推动数字经济论文的发表进程。技术预测与社会变革的发文量和引用量都居第一位，表明该期刊在数字经

济领域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价值。哈佛商业评论的单篇引用量遥遥领先，相关期刊专注于数字经济的社会

属性、经济属性和管理属性。利用突显检测对数字经济研究主题的演化趋势分析发现，自从 2001年 20多年

以来，数字经济研究主题可以划分为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的时间跨度超过十年，主要在电子商

务的应用背景下，相关研究围绕数字技术对市场、组织和地理空间的影响而进行；第二个阶段是在 2013年以

后，由于数字技术进入大发展时期，数字经济研究主题百花齐放，从生产领域向生活和社交领域辐射扩散，数

字技术的各种产业场景研究是重点，突显研究主题包括数字媒体、社会媒体、数字劳工、智慧城市及战略、工

作和知识等；第三个阶段的研究主题转向经济层面，大数据、商业模式及各种数字经济形态成为突显研究话

题。总体而言，数字经济突显研究主题的趋势呈现技术‑产业‑制度不断发展的演化脉络。

基于 VOSviewer分析的高频关键词综合分析发现，数字经济的热门研究主题包括社会媒介、数字化转

型、共享经济、循环经济和数字平台 5个领域，其中共享经济是最热门的话题，数字化转型、可持续发展、大数

据、人工智能、工业 4.0等多个主题，是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的理论知识和研究热点，这将为解决工业经济向

数字经济顺利转型提供解决方案。综合 CiteSpace的关键词聚类分析结果和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从技术系

统、产业系统和制度系统确定数字经济研究的新兴趋势，为未来研究主题的选择和搜索提供新颖、有趣和全

面的观点。数字平台、共享经济和循环经济同时属于热点主题和新兴趋势，三个主题概念都出现在突显研究

主题发展趋势的第三个阶段，表明该三个概念具备热点、新兴及长期研究价值，应该获得最高度关注。从技

术经济范式视角来看，目前数字经济研究的热门主题和新兴趋势都主要集中在产业系统层面，具体包括商业

模式、价值创造、循环经济、共享经济、零工经济、产业结构、碳排放和数字影子经济等，相关研究领域已经具

有一定的研究周期但方兴未艾。技术系统的层面来看，经济管理领域的学者主要对数字技术的特点、属性和

价值进行规律总结，具体包括智能资产、数字平台和数字鸿沟等主题。制度系统层面的研究才刚开始，目前

主要是关注数字经济的垄断问题和协作价值，未来应该对相关的法律、政治、资本等进行深入研究。

由于技术系统是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基础。因此，未来仍然需要关注技术系统层面的研究，注意的问题包

括：第一，现有研究大多考虑物联网、区块链或人工智能等独立技术对经济或企业的影响（陈晓红等，2022）。

但是实际情况在于单独技术很难获得高价值应用，未来的应用场景需要多种技术的集成和融合，而这种情况

将会具有什么价值和影响，相关方面的研究仍然需要补充。第二，数字技术呈现簇群式发展特点，未来的数

字经济发展面临技术研发赛道和技术应用赛道的选择问题，例如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强化关键数

字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包括操作系统、智能算法、高端芯片及云计算系统、通用处理器、量子通讯、量子计算、

DNA存储等领域，推动生命科学与信息科学、材料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交叉创新。我国新型基础设施涉

及全新的方面，包括信息技术设施（通信网、新技术和算力设施）、融合基础设施（智慧能源、智慧交通等）及创

新基础设施（重大科研和科教、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具体包括 5G基站、特高压、大数据中心、人工智

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另外，产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不仅需要其他行业的协作，而且也可能给其他行业带

来意想不到的溢出效应。因此，产业系统视角的研究需要系统性维度才能窥探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和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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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Reviews，Hot Topics and Emerging Trends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Economy：An
Analysis Based on Bibliometrics

Jiang Yuantao1，Zhang Zehua1，Dai Zhe1，Wang Zongjun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Shanghai 201306，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grasp the context，hot spots and trends of digital economy research，based on the literatures of the Web of Science
core database，CiteSpace and VOSviewer were used to econometrically analyze the digital economy literature since 2009. The research
results clarify the annual publication trend and field category of the digital economy，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productive authors，
institutions，countries and journals，digital economy related research after more than ten years of stagnation，is currently in a period of
rapid growth，research disciplines are concentrated in management，environmental science，communication，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business. The United States，the United Kingdom and China are important digital economy research centers，research cooperation
between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The prominent theme of digital economy research
has undergone three stages of significant changes， presenting the evolutionary context of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industry‑system. Digital economy research hotspots focus on four aspects：digitalization，social media，sharing economy
and circular economy. The research hotspots focus on four aspects：digitalization，social media，sharing economy and circular
economy.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keyword clustering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techno‑economic paradigm，the emerging trends of
digital economy include digital technology，smart assets and digital platfo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system，it includes business model，value creation，circular economy，sharing economy and gig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systems，it includes platform capital and political economy. Finally，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and the outlook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proposed.
Keywords：digital economy；bibliometrics；techno‑economic paradigm；CiteSpace；VOSvie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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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经济的投入产出与产业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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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应用经济学院，北京 102488）
摘 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下，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对经济社会影响重大。分析数字经济产业的投入产出结构及其产业

关联特征，对于发挥数字经济的带动和支撑能力、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 2017年、

2018年、2020年中国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对数字经济的投入产出结构和产业关联进行刻画，结果表明：第一，数字产业是传统制

造业和服务业的重要中间投入和上游需求部门；第二，在产业静态关联方面，传统产业与数字产业的产业融合程度仍然较低，

而数字产业对传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的生产过程中均具有重要影响；第三，在产业动态联系上，数字制造业对国民经济各产

业具有极强的需求拉动作用，但其他行业对数字产业的整体拉动作用较小。基于这些结论，本文为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提出

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数字经济；投入产出；产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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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第五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大数据、云计算、5G等新兴技术迅速渗透到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行中，以数

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得到蓬勃发展。在数字经济逐渐渗透到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背景下，各国对于数字

经济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攀升。G20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声明，集团成员

将合力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全球经济的增长，并惠及世界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生活和治

理方式变革。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

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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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数字技术在现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愈发广泛，数字经济与其他产业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这一新

兴经济形态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对于中国而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能为经济增长

提供新动能，而且有助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例如，杨文溥和曾会锋（2022）发现数字经济会促进地区全要素

生产率进步，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推动技术效率提升带来的。鲁玉秀和方行明（2022）发现数字经济

发展将促进城市 FDI的流入，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和稳定外资。由此可见，数字经济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

影响，同样越来越表现出强关联性和强渗透性的趋势。在这一大背景下，本文从投入产出联系的角度揭示出

行业间的直接与间接联系，量化分析中国数字经济的投入产出结构与产业关联特征，明确传统产业与数字产

业间的相互影响，从而挖掘影响数字经济产业及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数字经济更好地推动中国经济

高质量增长提供新的视角。

二、中国数字经济的产业划分

在正式研究数字经济的投入产出与产业关联前，首先需要界定数字经济产业的范围，并对其进一步进行

细分，以深入挖掘数字经济内部不同类型的行业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不同作用。

（一）中国数字经济的产业性质
根据国务院 2021年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本文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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