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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产品呈现出高智化的趋势，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也深

刻地改变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出发，探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

字产品设计所面临的问题，旨在为数字产品的设计与创新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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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digital products show a trend of 
high intellectualization, which not only greatly enriches people’s lives, but also profoundly chang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people, people and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faced by digital product design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economy,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and innovation of digit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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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产品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核心元素。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使得数字产品展现

出智能化特征，为人们提供了更为便捷、高效的服务。然而，这种智能化趋势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例

如隐私泄露、信息不对称、社会分化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来看，这些问题实际上反映了数字产品

设计过程中对人的本质和价值的忽视。因此，本文将探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产品设计所面临的问题，

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2. 数字经济与数字产品 

2.1. 数字经济的概念与发展 

在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的大背景下，数字经济这一主要依托网络和新型信息技术的新兴经济

发展形式，也呈现出了强大的发展势头[1]。以我国为例，数据经济的出现、发展和应用给我国经济社会

的发展带来了契机，时代发展越来越融入创新、绿色、开放、共享，数字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

心动力[2]。根据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我们可以将数字经济定义为：数字经济指以数据

资产为重要产出因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媒介、以数据通信技术的高效应用成为质量改善和国民经

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引擎的一系列经济行为[3]。 
数字经济具有以下特点： 
(1) 高度信息化：数字经济以信息技术为基础，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经济活动的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 
(2) 高度融合化：数字经济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相结合，实现产业跨界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3) 高度创新化：数字经济以创新为动力，推动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业态创新，为经济发展注入新

活力。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数字经济历经了从萌芽到成熟的多个发展阶段，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壮

大。在此过程中，国家层面对数字经济的崛起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以促进其健康成

长。随着数字化浪潮的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为数字经济的蓬

勃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在 2016 年，我国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了数字经济在推动创新和

维持中高速增长中的关键角色。同年，在 G20 杭州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

济发展与合作倡议》，这标志着“数字经济”一词首次被正式纳入官方文件，成为全球共识。进入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数字经济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了其在推动经济

发展中的新动能作用。同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深化“互联网+”战略，旨在让数字经济的红利

惠及更多企业和民众。到了 2023 年，随着《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实施方案》的发布，数字经济正式被

视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体现了数字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彰显了其在促进共

同富裕方面的潜力。 
此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强调了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性，突出了数字经济在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为我国数字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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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保障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2.2. 数字产品的概念与发展 

数字产品涵盖狭义与广义两个层面。从狭义的角度来看，数字产品主要指的是那些以数字形式进行

交换，或者通过互联网以比特流的方式传输的信息内容。而从广义的角度来定义，数字产品的范畴更为

广泛，它不仅包括了狭义定义中的数字信息产品，还扩展到了所有基于数字技术构建的电子产品，以及

所有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和接收的数字化内容。此外，广义的数字产品还包括那些虽然依赖于物理介质，

但实际上以数字形态存在和使用的商品。这些产品都以数字化形态呈现，既具有实际的使用价值，也拥

有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经济价值。 
数字产品具有以下特点： 
(1) 无形性：数字产品以数字形式存在，不具有物理形态。 
(2) 易复制性：数字产品可以轻松复制，且复制成本较低。 
(3) 易传播性：数字产品可以通过互联网迅速传播，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共享。 
数字产品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 萌芽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数字产品主要以软件、游戏等形式出现。 
(2) 成长阶段：21 世纪初，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数字产品逐渐向网络服务、电子商务等领域拓展。 
(3) 成熟阶段：近年来，数字产品逐渐向智能化、个性化方向发展，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 

2.3. 数字产品设计的发展 

数字产品设计是指针对数字产品进行的设计活动，包括用户研究、需求分析、界面设计、交互设计

等。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产品设计也呈现出以下特点： 
(1) 用户体验至上：数字产品设计注重用户体验，以满足用户需求为核心。 
(2) 个性化定制：数字产品设计强调根据用户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提高用户满意度。 
(3) 技术创新：数字产品设计不断引入新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提升产品竞争力。 
(4) 跨界融合：数字产品设计与其他领域(如艺术、设计、心理学等)跨界融合，推动产品创新。 
总之，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产品设计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机遇。设计师需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

探索和创新，以满足用户需求，推动数字产品的发展。 

3.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产品设计问题 

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成为信息科学领域中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焦点。随着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网络等

技术的不断突破，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日益扩大，并对众多学科领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包括社会学、

心理学等，促进了新的知识结构和学科体系的形成。 
在当今的数字经济背景下，科技企业已经聚集了庞大的用户基础，用户数量甚至达到了数亿之巨。

政府和企业都在利用这些海量的用户数据来促进社会的优化和发展。对于普通用户来说，他们在计算机、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人工智能设备上花费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他们在实体城市空间中的时间，人工

智能产品正在逐步重塑人们的日常生活、居住环境和思维模式。一方面，人工智能提高了信息处理的效

率，使得人们能够更加广泛地参与到社会交流中去；另一方面，信息的泛滥和选择的困难也给用户带来

了不小的挑战。 

3.1. 隐私泄露问题 

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丹尼尔 J.索乐在其著作《了解隐私》中提出，隐私是人们自主选择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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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人分享思想、情感和情绪等信息的正当权利[4]。在数字产品收集和处理用户数据的过程中，隐私问

题尤为突出。技术漏洞和监管不力等因素导致隐私泄露事件频发。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来看，隐私伦

理问题本质上是人权问题。有人认为，隐私应被视为一种消极权利，即个人基本权利，使其免受他人对

私生活的干预。社会应充分尊重和保护个人隐私。隐私泄露侵犯了个人隐私权，违背了人的本质和尊严。

人之所以为人，在于通过自由自觉的活动实现自身价值，保持自我，拥有主体性。因此，人的主体性应

具备自为性。在科技带来的便利面前，人们容易成为大数据背景下的信息奴隶，丧失主体性，被技术的

主体性所主宰[5]。 

3.2. 信息不对称问题 

数字产品在提供信息时，常出现信息不对称现象。所谓“信息茧房”，最早由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

提出，指的是人们只关注自己偏好的信息，排斥或忽视其他信息。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信息茧房”现

象日益加剧[6]。平台企业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分析用户需求和偏好，进而进行精准信息推送。从

用户角度看，“信息茧房”限制了认知，可能导致认知极端化。个性化推荐算法让用户周围充斥着与自

己观点一致或相似的信息，阻碍了与不同观点的接触，使观点不断强化并走向极端。从社会角度看，“信

息茧房”引发了社会治理难题。由于“信息茧房”内的个体更倾向于接受和相信内部信息，难以接受外

部不同观点，导致群体间沟通难度增加，甚至可能成为谣言传播的温床。一方面，平台方掌握大量用户

数据，拥有信息优势；另一方面，用户对平台掌握的数据和算法缺乏了解。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用户权

益受损，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 

3.3. 社会分化问题 

在数字经济浪潮中，数字产品的普及和应用对社会各层面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并非全

然正面，尤其是社会分层问题愈发显著。数字产品在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分层现象。一

方面，数字产品的发展让高收入群体更易享受其便利。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持续进

步，数字产品在生活、工作、娱乐等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高收入群体凭借较强的经济实力，能购买到

更先进的设备，熟练掌握数字技能，在数字产品使用上占据优势。而低收入群体因缺乏数字技能和设备，

难以享受数字产品带来的福利，加剧了社会分层。另一方面，新型数字鸿沟导致网络社会阶层分化。在

数字经济时代，这种差距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并且导致网络社会阶层分化，使得部分群体在信息获取、

知识传播、社会参与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此外，数字产品的发展还催生了信息获取和信息相对剥夺现

象。信息革命以来，信息总量不断增长，但人们在有限时间内接触到的有用信息却在减少。这种现象被

称为信息的相对剥夺。在数字产品使用过程中，高收入群体更容易获取有价值的信息，而低收入群体则

难以享受到这一福利。这种信息获取的不平等加剧了社会分层。 

3.4. 人的本质和价值的忽视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产品设计过程中，过度追求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益，导致了对人的本质和价

值的忽视。这一现象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

理论来看，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价值也体现在其社会关系之中。然而，在数字产品设计过

程中，过度强调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益，往往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使得数字产品成为了一种工具，而非

满足人们全面发展的手段。人的物质需求的过度满足，数字产品设计往往以物质需求为导向，过分追求

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而忽视了人的精神需求和社会需求。这种设计思路导致数字产品在满足物质需求

的同时，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也将会导致社会关系的弱化，数字产品设计过程中，过度强调个体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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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而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使得数字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关系的弱化，导致

人们在虚拟世界中过度依赖技术，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人的主体地位的忽视，在数字产品设

计过程中，过度强调技术的作用，而忽视了人的主体地位。这使得人们在数字产品使用过程中，成为技

术的奴隶，而非技术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人的全面发展受阻，数字产品设计过程中，过分追求经济效益，

导致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忽视。这使得人们在数字产品使用过程中，难以实现自身潜能的充分发挥，进

而影响人的全面发展。 

4.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数字产品设计问题 

在探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产品设计的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分析框架。

马克思主义理论，由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创立，是一种关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理论体

系，它强调物质生产方式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产品呈现出高智化的趋势，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也深刻地改变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背景下，数字产品设计不再仅仅是技术应用的问

题，它涉及到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技术发展和产品设计应当服务于

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出发，探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产品设计所

面临的问题，我们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技术发展和产品设计应当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追求经

济效益。在数字产品设计中，我们应当考虑如何通过技术提升人的能力和生活质量，而不是导致人的异

化或剥削。 
社会关系的重塑：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关系，如生产关系、消费关系等。在设计数字产

品时，我们需要考虑这些变化如何影响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以及如何通过设计促进更加和谐的社会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

术成为新的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如法律、政治、文化等)产生深远影响。数字产品设计需要考虑这些变

化，以适应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 
阶级斗争与社会公平：数字经济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如数字鸿沟、数据垄断等问题。在设计数字产

品时，我们应当关注这些问题，努力通过设计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可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的保护。在数字产品设计中，我们应当考

虑产品的生命周期，努力实现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视角，帮助我们理解和应

对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产品设计所面临的问题。通过这一理论框架，我们可以更好地设计出既符合技术

发展趋势，又能促进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数字产品。 

5. 对策与建议 

人类作为社会主体，始终将机器视为辅助工具。从数字产品的出现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其服务

核心始终围绕人类。随着数字产品受众范围的扩大，设计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挑战，如高科技

造假、技术安全、数据安全等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多个行业，只有正视这些问题，才能在数字产品设计

的各个环节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在数字产品的设计和开发领域，政府和企业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和责任。政府主要扮演着监管者的角

色，通过法律和规章来确保道德规范的遵守，明确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建立数据使用的框架，以保

护设计伦理。而企业则作为主动的决策者，拥有完善的道德评估体系，能够规范设计流程，确保在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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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环节中都融入伦理考量，尊重数据提供者的权益。产品设计师应坚守职业道德，设计出对世界有益

的产品。作为人工智能产品的主要创造者，设计师在产品的运营和维护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不

仅要提升用户体验，还要保护用户的利益。数字产品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也可能加剧社会分化。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应增强数字技能的教育和培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数字素养，缩小数字鸿沟。推广数字产品

的普及，降低成本，使更多人能够享受到数字产品的便利。数据设计师应推动团队的多元化，创造更具

包容性的产品。政府应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支持，降低他们使用数字产品的门槛，同时加强数字技能的

培训，提高全民的数字素养。数字产品设计应关注人的本质和价值，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在满足物

质需求的同时，也要关注精神需求，提升产品的文化价值。例如，广州市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通过 5G 网

络覆盖所有地级市城区、县城城区，实现“县县通 5G”，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基本实现全覆盖，让农村及

偏远地区群众逐步跟上互联网时代的步伐，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其次，加强信息监管，确保信息传播的公平性，防止信息获取的不平等。数字产品设计应遵循数据

最小化原则，仅收集必要的信息，并采取技术手段保护用户的隐私安全。同时，加强监管，严厉打击侵

犯用户隐私的行为。保持数字产品访问的无缝性与用户可访问性之间的平衡。例如，旷视梳理的全球十

大 AI 治理事件中，涉及到人工智能的权利与义务、个人数据与隐私等多个主题，强调了技术与伦理安全

的重要性。 
最后，强化社会责任，鼓励企业关注社会分化问题，推动数字产品向低收入群体倾斜。建立公平、

透明的信息传播机制，减少信息不对称。平台方应主动公开算法、数据等信息，提升用户的信任度。数

字设计师应积极参与团队对话，倡导用户需求，强调道德问题。例如，杭州国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推

出的玻璃纤维布智能验布系统，通过机器视觉及深度学习技术，为玻纤布质量把关，提高了产品质量，

同时促进了产业的数字化转型。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可以有效地缓解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产品设计可能

引发的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6. 启示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浪潮席卷全球，数字技术与产品的紧密结合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

挑战，同时也在社会道德层面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尽管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效应显而易见，但其潜在

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需要清晰地界定数据权利与权力的边界，而企业则应制定

产品的道德评估标准，以确保产品能够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数字设计师在产品的全生命周期中，应致

力于环境保护，建立有效的数据使用监督和反馈机制，并积极推广设计伦理。 
数字产品作为人类智慧的成果，本身并不包含道德观念，但在实际使用中，用户可能会误解产品的

功能。因此，研发企业在设计和提供服务时，应努力避免产品被误用或滥用的风险，以促进数字环境的

净化和数据经济的健康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产品的设计面临着众多挑战。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出发，我们应明确数字产品的应用原则和规范，提高对数据保护和隐私保护的伦理风险防范意识，及时

发现并应对潜在风险。同时，我们还需关注隐私保护、信息传播、社会分化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问题。

通过加强监管、优化机制、缩小分化、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等措施，我们能够推动数字产品的设计创新，

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积极拥抱变革，又要坚守道德底线，确保数字技术

为人类带来福祉，而非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1] 荆文君, 孙宝文. 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 经济学家, 2019(2): 66-73.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6715


燕茹 
 

 

DOI: 10.12677/design.2024.96715 475 设计 
 

[2] 王军, 朱杰, 罗茜.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演变测度[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1, 38(7): 26-42. 

[3] 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 [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21(20): 16-30. 

[4] 卓鑫焱, 杨科正. 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伦理风险研究[J]. 平顶山学院学报, 2024, 39(1): 102-106. 

[5] 杨子飞. 论大数据监控背景下基于情境完整性的隐私伦理革新[J]. 学习与实践, 2020(2): 128-134. 

[6] 罗喜英, 唐玉洁. 平台企业数字伦理困境与重塑[J]. 财会月刊, 2022(3): 132-138. 

 

https://doi.org/10.12677/design.2024.96715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产品设计问题探究
	摘  要
	关键词
	Exploration of Digital Product Design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Economy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数字经济与数字产品
	2.1. 数字经济的概念与发展
	2.2. 数字产品的概念与发展
	2.3. 数字产品设计的发展

	3.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产品设计问题
	3.1. 隐私泄露问题
	3.2. 信息不对称问题
	3.3. 社会分化问题
	3.4. 人的本质和价值的忽视

	4.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数字产品设计问题
	5. 对策与建议
	6. 启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