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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经济与信息技术

n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现象之一。所谓数字经
济，是以人工智能（A）、区块链（B）、云计算（C）、大数据
（D）为代表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催生的新经济形态，它通常包括数
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

n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了47个国家经济增加值规模。2020年全
球数字经济总规模达到32.6万亿美元。其中，美国蝉联世界第一，
达到13.6万亿美元；中国位居第二，规模为5.4万亿美元，占全球
数字经济总规模的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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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经济与信息技术

n大数据的5V特点（IBM提出）
n Volume（大量）
n Velocity（高速）
n Variety（多样）
n Value（低价值密度）
n Veracity（真实性）

n例如医疗检查、交通出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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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经济与信息技术

n数字经济时代的信息技术主要在两个方面取得了突破：信息收集
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

n信息收集能力：摄像头、二维码、图像识别技术
n信息处理能力：云计算、AI。

n谷歌每天要处理超过24拍（24,000TB，或2的50次方）字节的数
据，相当于美国国家图书馆所有纸质出版物所含数据量的上千倍。

nFacebook每天更新的照片数量超过1000万张，人们每天在网上
“点赞”或者“评论”次数超过30亿次。

nYouTube每月访客多达8亿，平均每一秒就会有一段长度在一小
时以上的视频上传。

nTwitter上的信息几乎是每年翻一倍，截止到2012年，每天有4亿
条状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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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监控资本主义

二、对数字经济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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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数字经济可能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需要提
前预防（Acemoglu，2021）。

n 社会问题
n 隐私破坏：数据外部性（data externalities）、劣模性（

submodularity）
n 行为操纵：上瘾

n 收入不平等：激发阶层冲突

n 判断力削弱：人类在判断方面的范围经济损失（loss of economies of 
scope in human judgment）

n 沉迷虚拟世界：多重身份导致的冲突

n 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与算法治理

二、对数字经济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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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数字经济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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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经济问题
n 不公平竞争：得数据者得天下，赢者通吃

n 弱化价格竞争效应

n 过度虚拟化

n 过度监控

二、对数字经济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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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数字经济的反思

n 政治问题
n 社交媒体的回声室效应（echo chamber）
n 在线沟通：在线交流是单向的，而且存在渠道约束（channel 

constraints），导致极端的观点更可能传播
n 老大哥效应（big brother effect）/数字利维坦：增加了政府监督和
消除异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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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督和激励

n 技术至上主义
n 2016年11月19日，马云在公开演讲中提出“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
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 。

n 2016年11月，刘强东说，“通过这两三年我们的技术布局，我突然
发现其实共产主义真的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

n 监督不能替代激励
n 巴泽尔：人是主动的财产

n 计划经济和大数据都解决不了激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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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督和激励

n 大数据与“规律”
n 罗素的火鸡

n 线性vs.非各态历经
n 卡尔-波普尔：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没有什么是早就决定好的，没
有什么是完全可预测的，有的只是发生各类事件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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