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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电子商务行业发展的突飞猛进，我国数字经济体量也是急速增长。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行业是相

互促进、相互融合的。深入探讨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之间的双向融合机制和路径，结合亚马逊的技术驱

动型融合与拼多多的模式创新型融合案例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政策支持–基础设施–技术

创新–数据流通”的正向路径有效助推电子商务的发展，而电子商务则通过“市场需求–模式创新–产

业渗透”的反向路径促进数字经济与电商产业的深度融合。这种协同效应既能加速数字经济中电商企业

的数字化转型，还能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在融合过程中面临诸多发展困境，根据

存在的困境针对性提出对策建议。旨在为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的深度融合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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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e-commerce industry, the scale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has 
also grown at an extremely fast pace.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e-commerce industry promote 
and integrate with each other.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bidirectional integration mechanisms and 
pathways betwee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e-commerce, using case studies of Amazon’s technology-
driven integration and PDD’s innovation-driven integrat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through the positive path of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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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infrastructure-technological innovation-data circulation”, while e-commerce, in turn, fos-
ters deep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e-commerce industry through the re-
verse path of “market demand-model innovation-industrial penetration”. This synergy not only ac-
celerat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commerce enterpris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but also pro-
vides strong support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However, numerous challenges arise during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and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se challenges.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evide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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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快速变革，数字经济已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

力量。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3 年)》显示，2022 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达 51.2
万亿美元，占 GDP 比重 41.5%，其中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应用场景，交易额突破 30 万亿美元，

成为连接生产与消费、国内与国际市场的重要桥梁。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和第二大数字经

济体，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的融合发展既面临技术创新迭代加速、消费需求升级的历史机遇，也存在数

据要素流通不畅、区域发展失衡、监管规则滞后等现实挑战。《“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十四

五”电子商务发展规划》等文件提出“到 2025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10%”“跨

境电商规模突破 2.5 万亿元”等目标，为融合发展提供政策指引。 
在此背景下，探究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行业的融合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

分析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现状与问题，深度挖掘两者之间的融合机制，再结合亚马逊和拼多多电子商务

模式创新的国内外典型案例，得到两系统之间融合发展的具体融合机制和目前融合中面临的困境，为我

国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的深度融合提供理论建议。 

2. 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行业的相关研究和融合形式 

2.1. 数字经济相关内容 

关于数字经济的定义，目前各界使用最多是 2016 年在 G20 峰会上将数字经济作为主要议题，发布

的全球首个由多国领导人共同签署的数字经济政策文件《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表明

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共识，并对数字经济给出了明确的定义：数字经济是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

数字信息技术作为主要驱动因素、现代信息网络作为共享载体、以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

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构成要素包括：一是数据要素化要求数据从传

统生产辅助资源转化为核心生产要素，叶璐和潘宏亮通过采集、存储、分析和应用实现价值创造，2023
年国家数据局的组建以及“数据要素 × 三年行动计划”的出台标志着数据要素化、数据要素市场化将有

序推进，以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高速发展[1]；二是技术融合性的数字经济研究涵盖技术、应用、法律规制

等多个层面，信烨等认为大数据、云计算、AI 大模型等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三是平台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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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数字经济时代，李雪娇等发现劳动的组织方式呈现出平台化、智能化的趋势，平台化组织让劳动者

跨区域、跨行业的协作成为可能，进一步促进了劳动任务的细化分解，使数字经济中的劳动呈现出构建

“人–货–场”数字化的生态特征[3]。四是全球化拓展，黄丽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强调利用互联网和其

他网络技术连接不同的经济主体，打破地域限制，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市场的全球化拓展[4]。 

2.2. 电子商务发展历程与行业特征 

电子商务是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进行的交易活动，包括商品和服务的买卖。从定义上看，张洪东

和宋玉莉认为电子商务是指各种具有商业活动能力和需求的实体为了跨越时空限制、提高商务活动的效

率，而采用计算机网络和各种的数字化传媒技术等电子方式实现商品交易和服务的一种贸易形式[5]。根

据我国电子商务的交易情况来看，当前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首先艾维娜和杨坚争是发展模式不断

演变，B2B 与 B2C 的整合、信息平台转变为交易平台等[6]；其次张娜研究发现零售电子商务平台化得到

了较大的发展，全品类覆盖的综合性平台、专注市场细分的垂直型平台以及自营网站等，逐步转变向第

三方平台[7]；最后谢慧和任红认为电子商务平台之间的竞争加剧，市场集中化趋势明显[8]。目前现状来

看，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总体上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交易额增长率逐年上升。在 2012 年电子商务交易成

交金额为 1.31 万亿元，而 2024 年电子商务交易额 1846.41 万亿元，增长速度势如破竹。逯进认为现阶

段，我国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发展，服务行业和企业纷纷加快信息化建设[9]。
在此背景下，电子商务的应用需求大幅提高，促使大量传统行业转向电子商务经营发展模式。 

2.3. 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行业相互融合 

2.3.1. 数字经济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 
李鎏等人研究发现在技术创新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广

泛应用[10]。这些技术为电子商务行业夯实了技术基础，赋能电子商务行业在业务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创

新。比如，大数据技术可以帮助电商平台更加清楚地了解用户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实现个体化精准推销

产品；AI 大模型可以致力于智能客服和智能推荐系统，制定 AI 智能一对一服务管家，以此提升用户体

验。连宏萍和韩文静的研究在市场拓展方面数字经济不再局限于传统商业的时间空间限制，助力电子商

务平台能够覆盖国内外市场[11]。义乌市产业集群是我国重要电商地域，数字经济将义乌市产业集群的市

场拓宽至全球线上市场，实现了从传统线下到当前线上的跨越式变革，这进一步证实数字经济在推动地

方产业升级和市场扩张中的巨大潜力。姒海认为数字经济可以提高资源要素在电子商务行业中的配置效

率，使得电子商务不再像以前注重销售，而转变到注重产品研发和创新，引导电子商务行业能够高效地

组织生产、运输和销售等环节[12]。总的来说，数字经济不仅开拓电商平台面向未来发展的关键领域和空

间拓展，而且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增长。 

2.3.2. 电子商务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 
电子商务的发展能够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数字经济在我国经济增长比例中的份额。电子

商务平台使得传统企业可以实现数字化转型，将线下单一形式的生产、销售和服务可以与线上的多功能

平台相结合，提升行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陈霖从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方面进行研究，提出运用电子商

务来推动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从而促进产业融合和发展，最终实现数字经济体量的跃迁[13]。电子商务

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其交易规模的扩大对数字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邓淑莲等研究

电子商务的发展带动了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一条条完整的产业链，减少各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

和交易成本，稳定助推数字经济的整体繁荣[14]。 
综上所述，关于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行业的融合界定为，数据作为核心要素，通过技术赋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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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产业协同实现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在技术架构、业务流程、市场生态层面的深度融合，可以表现

为技术融合和产业融合以及业务模式融合。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行业是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协同发

展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共同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均衡发展。电子商务的发展离不开数字经济的技

术支持和基础设施保障，而数字经济的发展也需要电子商务行业领域里的创新和拓展。 

3. 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行业融合现状——亚马逊和拼多多案例 

3.1. 美国亚马逊技术与数据的协同作用所产生的技术驱动型融合 

亚马逊通过技术与数据双轮驱动，构建了涵盖电商、云计算和智能设备的生态系统。其个性化购物

体验利用大数据分析消费者行为(如浏览历史、购买记录和搜索数据)，精准推荐商品，优化用户决策效率，

提升购物体验。亚马逊网络服务(AWS)持续引入生成式 AI 技术，为客户提供强大的云服务支持，并通过

AI 工具开发定制化大语言模型或提供现成的 AI 解决方案，推动人工智能在各行业的广泛应用。凭借在

电商、云计算和智能设备领域的领先地位，亚马逊在 2023 年占据了美国电子商务市场 37.6%的份额，成

为行业领先平台，其 3.1 亿全球用户中，80%来自美国，年收入达到 5750 亿美元，远超沃尔玛和苹果的

6.4%和 3.6%市场份额 1。通过技术创新与数据驱动的商业模式，亚马逊实现了持续的业务增长和竞争力

提升。尽管面临潜在风险，其强大的生态系统和创新驱动模式确保了其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 

3.2. 中国拼多多在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的模式创新型融合 

拼多多使用“社交电商 + 农产品上行”商业模式，打破传统电商平台在农村地区与城市之间数字鸿

沟。拼多多社交电商模式特点是依托微信、QQ 社交软件的海量用户，通过分享“砍一刀”的拼团模式，

发挥社交快速且广泛传播属性，将购物行为与社交行为紧紧结合在一起。用户在拼多多平台上发起拼团，

邀请好友参与，达到一定人数后即可享受优惠价格，这种模式不仅满足了消费者对物美价廉商品的需求，

还通过社交关系链的传播，实现了低成本的用户增长和流量获取。蒋婷案例研究发现农产品上行模式以

云南蓝莓为例，通过“农地云拼”系统，拼多多能够快速收集和整合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将云南蓝莓

推向全国市场。在短时间内，蓝莓大量订单集中爆发，电子商务模式创新融合既解决了蓝莓的销售问题，

又提高蓝莓的品牌知名度[15]。拼多多通过“农云行动”，集中投入优势资源，帮助农产品产业带完成从

传统生产模式向数字化生产模式的转型。拼多多在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行业上的模式创新形式为数字经

济与电子商务的融合助力发展。 

4. 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行业之间的融合机制 

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之间的耦合机制可以通过“政策支持–基础设施–技术创新–数据流通”的正

向路径和“市场需求–模式创新–产业渗透”的反向路径来分析，具体如图 1。 

4.1. 正向路径：“政策支持–基础设施–技术创新–数据流通” 

首先，政策支持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的融合发展，则会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从而助力数字

经济对电子商务的发展。在政策支持力度上从制度供给和资源配置方面看出国家对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

的发展做出有力贡献，制度供给上国务院关于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的总体要求，进一步推动“十

四五”时期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资源配置上国家“十四五”电商规划提出优化电子商务要素资源配置，

优化电子商务人才提供与加强对电商行业上的金融服务。政策支持可以促进农产品电子商务形成产业集

聚，发挥较强的品牌效应，促进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蒙芹的研究发现政策支持可以优化网络基础设施

 

 

1亚马逊 2024 财务报表 https://www.aboutamazon.com/news/company-news/amazon-ceo-andy-jassy-2024。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61727
https://www.aboutamazon.com/news/company-news/amazon-ceo-andy-jassy-2024


吴涛 
 

 

DOI: 10.12677/ecl.2025.1461727 195 电子商务评论 
 

建设，提高信息传输效率，政策支持也可以优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降低物流运输成本，进而促进农产

品电子商务发展[16]。其次，数字经济在 5G 网络、数据中心、宽带等上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电子商务提

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电子商务平台能够更高效地运行，推动企业使用更低的

成本投入研发和创新上。技术创新驱动电子商务模式升级，我国数字经济领域专利申请数量逐年增加，

在 2024 年专利数量达到 40.6 万件。具体表现是数字经济中的技术创新，如人工智能、大计算、区块链等

推动了电子商务模式的创新，人工智能方面的创新致力于智能推荐系统和对消费者点对点模式服务，大

数据精准爬取用户消费偏向，用于精准营销，而区块链用于供应链管理技术创新不仅提高了电子商务的

运营效率，还拓展其服务范围和深度。最后，在前面多方位的支持下在数据流通上变得安全且共享，数

据流通是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核心桥梁，确保两者之间协调融合发展。 

4.2. 反向路径：“市场需求–模式创新–产业渗透” 

曲高发现在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中聚焦市场需求，可以推动电子商务创新技术在生产和管理中的应

用，以增强区域内电商企业的模式创新能力[17]。消费者对高效购物体验的亲昧不断增长，推动了电子商

务模式的创新，这种需求导向的创新使得电子商务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变化，提升用户个性化消费体验。

模式创新推动数字经济技术应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新的增长支柱，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

式创新推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崛起。电子商务的模式创新反过来推动了数字经济技术的

应用和普及。例如，直播电商的兴起促使电商平台加大对直播技术、视频处理技术等的研发投入。这些

技术的应用不仅提升了电子商务的运营效率，还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应用场景。关于产业渗透

可以分为前向关联，电商平台对上游制造业的定制化需求拉动，使他们在供应链上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

带来大幅度的 C2M 模式的订单增长率；后向关联则是电子商务催生的物流、支付等配套产业产值增速，

北京市在电子商务领域产值从 2013 年 4877 亿元增长到 2023 年的 22713 亿元，可以看出数字经济与电子

商务在产业渗透上效果明显。任保平通过产业渗透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新产业不断出现的同

时，数字技术不断向传统产业渗透，推动了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也促使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

不断加深[18]。电子商务的广泛应用促进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通过电子商务平台，传统制

造业、农业等实体经济领域能够实现数字化转型。 
 

 
Figure 1.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e-commerce 
图 1. 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融合机制 

5. 融合发展面临的困境与对策 

5.1. 面临的困境 

5.1.1. 技术和基础设施差距 
基础设施发展是任何事物的基础条件，在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行业的融合发展的过程也是必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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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不够均衡发展，不同地区在互联网宽带接入率、互联网

普及率和数字基础建设上存在显著差距，图 2 是我国各省份互联网宽带接入率雷达图，可以看出图形十

分不规则，特别是在西部地区指数总体较低，东部沿海地区的数值较高，这表明我国各区域技术和基础

设施建设发展不平衡，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之间的融合自然具有挑战性。偏远和欠发达地区的网络覆盖

和基础设施不足，物流配送效率低下，消费者购物体验不佳，商家运营效率也受到严重影响。 
 

 
Figure 2. Internet access rate in Chinese provinces 
图 2. 我国各省份互联网接入率 

5.1.2. 数据要素存在泄露危险 
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的核心都是数据作为流通要素，随着电子商务活动的数字化，企业收集了大量

用户信息，信息泄露会给广大消费者带来骚扰甚至危害。网络黑客有可能会攻击平台内部窃取用户信息，

平台内部员工也有可能为获得利益而私自出售用户数据。消费者有可能会因为在电子商务平台消费泄露

自身信息而减少电商平台的使用。我国在海外电子商务平台也有巨大市场，而跨境电商消费者所涉及的

数据，跨境传输会带来更加复杂的法律监管挑战。每个国家对于跨境电商的监管是不同的，在多国法律

冲突的情况下，电商企业难以提供个性化服务和保障数据安全之间找到平衡，成为行业亟待解决的关键

问题。 

5.1.3. 市场竞争激烈与商业模式同质化 
电子商务市场竞争激烈，新兴电商模式不断涌现，例如，网红直播带货电商、社交平台电商、农村

助农电商等层出不穷，电商平台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导致电子商务行业不确定性增加，企业面临着

更大的生存和发展压力。电子商务行业的商业模式依然保持传统，一部分传统电商平台的商业模式缺乏

创新与模式单一，面对市场的冲击难以存活，无法全面满足消费者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在面对

新兴电商模式的冲击时竞争力不足。 

5.1.4. 人才短缺与创新能力不足 
我国虽是人口大国，但高端技术人才相对来说是比较缺少的，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的融合发展依赖

于大量具备技术和管理能力的人才，特别是在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以及网络安全等领域，人才储备不足，

使得电子商务行业难以充分利用新技术提升运营效率和用户体验。我国技术创新瓶颈难以突破与核心技

术对外依存度高，我国电商平台使用的高端芯片(如 GPU)、工业软件(如供应链管理系统)超过一半需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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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加上目前中美贸易战加剧，进口成本直线上升，抑制了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的融合。教育体系和培

训机构在电商领域的人才培养上存在不足，难以满足行业对具备实践经验和前沿技术知识的专业人才的

需求，导致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人才，影响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行业整体的技术进步。 

5.2. 发展对策 

5.2.1. 加强对技术与基础设施的投资 
加强在 5G 技术领域、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方面的财政支出，平衡发展不同区域的基础设施、地区物

流、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改善当地的电商发展环境，降低物流成本，进而提高配送效率，促进

电子商务在这些地区的普及和发展。完善对偏远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政策倾斜，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为

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更坚实的技术支撑。 

5.2.2. 构建数据要素流通体系 
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企业在数据收集存储和使用传输环节的责任

和义务，确保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的隐私保护。加快出台《数据安全法实施条例》《数据要素市场化配

置改革方案》，明确数据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的分配规则，建立国家级数据交易平台，推动跨行业、

跨区域数据共享。强化数据加密与访问控制，电商企业积极采用先进的加密技术，对用户数据进行加密

存储和传输，同时建立严格的访问控制体系和限制数据访问权限，防止未经授权的人员获取用户数据。

配合 WTO 共同出台国际电商法，保护跨境电商用户在数据上的安全，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在各个国家稳

定发展。 

5.2.3. 在竞争中推进商业模式推陈出新 
鼓励电商企业积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消费者从“标准化消费”转向“个性化体验”，推动 C2M 模

式兴起，满足消费者对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互联网购物需求和提升用户体验，增强企业在电子商务市场中

的竞争力。不仅商业模式创新，在品牌产品研发与推广的时候企业也应注重，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

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与此同时，利用数字营销手段的新手段，多方位对品牌推广以提高品牌知名度和

增强品牌的市场影响力。推动电子商务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协同发展，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避免过

度竞争带来的市场震荡。例如，可以通过建立产业联盟、开展战略合作等方式。 

5.2.4. 提升专业人才培训与提高创新能力 
加强在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行业方向上的人才培养，开展定制化人才培养项目，为企业输送更多符

合实际需求的专业人才。高校和职业院校依据当前市场工作岗位和市场专业需求，调整专业设置和课程

体系，增强在电子商务、数据分析、网络安全等专业人才的培养。开展校企合作，让学生不止在理论层

面学习，应该深入实践当中提升创新能力。企业也应该提高电子商务人才的薪酬待遇和福利水平，吸引

优秀人才加入，为人才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空间和晋升机会，增强人才的归属感和忠诚度。 

6. 结语 

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的融合发展是技术革命、需求升级与制度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核心在于通

过数据要素的流动与重组，实现商业效率的跃迁与产业生态的重构。本文构建的数字经济与电子商务在

融合过程中两个路径，正向路径“政策支持–基础设施–技术创新–数据流通”与反向路径“市场需求

–模式创新–产业渗透”框架，揭示了两者双向赋能的动态机制，通过国际国内案例印证了融合发展的

多样性与价值创造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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