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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创新应用推动了创新形态的演进以及新经济在国内外的蓬勃发展袁也引发了对传

统经济学理论的大讨论遥从工业经济到信息经济尧从工业社会创新 1.0 到知识社会创新 2.0袁创新新形态伴随新经济的蓬

勃发展也将改写创新 2.0 时代的经济学遥 7 月 6 日袁由信息社会 50 人论坛尧阿里研究院尧叶经济学家周报曳联合举办的野新

经济对经济学的冲击冶专题研讨会在京举行袁本期专栏向大家分享野新经济对经济学的冲击冶研讨会的专家观点遥

新经济改写创新 2.0 时代经济学
———" 新经济对经济学的冲击 " 专题研讨会在京举办

New Economy Rewrite Economics in the Era of Innovation 2.0

2016 年 7 月 6 日，由信息社会 50 人论坛、阿里

研究院、《经济学家周报》联合举办的“新经济对经

济学的冲击”专题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互联网企业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热议传

统经济学理论的“变”与“不变”，围绕新经济对传统

经济学理论的影响进行了热烈研讨交流，新经济将

改写创新 2.0 时代的经济学理论，成为经济理论创

新的重要突破口。在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金

融研究所副研究员周子衡做了《数字网络经济对经

济学的三个冲击》的主题分享，指出新经济跑赢旧

经济，新经济体系及其运行已进入“以交易为中心”

的时代，而不再“以生产为中心”。传统经济学理论

建立在生产大爆炸的背景下，而如今转变为交易大

爆炸必将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稀缺性”假定、“理

性人”假定、交易成本及公司理论、博弈论及制度经

济学、价格理论、货币六大方面造成冲击。

阿里研究院副院长宋斐以阿里巴巴 2016 财年

零售成交额突破三万亿元为例，他指出，这意味着

阿里巴巴在财年内有望超越沃尔玛，成为全世界最

大零售平台，而从更长远的时间维度上，这将是一

个世界经济史上标志性的大事件，这背后的新经济

正在从微观到宏观乃至全球层面塑造更长远的新

的商业文明。经济全球化第一波浪潮靠国家驱动，

第二波靠跨国公司驱动，接下来或将出现更多中小

企业甚至消费者可以直接连入全球市场的大趋势。

2001-2015 年间网络零售以近 29 倍的速度迅猛增

长，因此，阿里提出了 e-WTP（世界电子商务贸易平

台）概念，认为互联网已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DT

（第二次信息革命）+ 全球化 3.0”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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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周报主编管益忻提出了 I-ICT-M 的新经济模

型，并总结了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诸多颠覆性影响。

围绕“新经济对经济学的冲击”主题，信息社会 50 人论

坛专家、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中国

信息经济学会名誉理事长杨培芳、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

教授陈禹、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高红冰、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总工何霞、阿里

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梁春晓、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商务研

究中心主任吕廷杰、北京邮电大学教授舒华英、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薛兆丰等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姜奇平指出，新经济中的“复杂性 （产品的差异化程

度）”因素改变了整个经济学框架。阿里巴巴的事实和所有

互联网事实显示，商品的平均成本在随其复杂性增加而递

减，这是和整个经济学教材相反的结论，传统经济学理论

中“产品极度简单结构”的假设，已被信息化时代的“产品

多样性结构”所冲击。“而什么越复杂越能使成本降低，那

就是‘智慧’。因此到底是要中国创造还是中国制造，答案

没有争议，就是中国创造。”

杨培芳认为，新经济与旧经济的根本性差别，是工业生

产边际成本不为零而信息服务边际成本趋零，是工业经济

边际收益递减而信息经济边际收益递增，未来新经济的比

重将会越来越大，甚至超过 80%。陈禹认为，关注新经济对

经济学的影响，要搞清楚新的分工模式是什么，它与传统

经济学意义下的分工有什么不同，新兴的平台与传统的企

业有哪些差异，并指出当前存在把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

求混为一谈的误区，要重视研究人的精神需求的规律性的

东西。高红冰指出，比特产品与原子产品、比特世界与原子

世界相互融合是新经济的特点，与沃尔玛这以典型的封闭

IT 体系相比，阿里巴巴是一个开放共享的网络体系，阿里

巴巴与沃尔玛体现了两种系统而非两个企业的竞争。在阿

里巴巴平台上，平台与消费者是免费的关系，消费者与卖

家是交易的关系，三者构成了明显不同传统意义的新市

场。舒华英认为，比特产品与原子产品的规律性是完全不

同的，对于比特产品而言，管它是以服务的形式出现，还是

以平台的形式出现，或者以软件的形式出现，它已经对实

体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相应的生产规律、交易规律等都发

生了变化。梁春晓指出，讨论新经济对经济学的冲击，要明

确冲击经济学的什么内容，第一层次是冲击经济学的基本

理论，如市场理论、产业理论等，第二层次是冲击经济学的

基本假设，如理性人假设、稀缺性假设，第三层次是冲击经

济学的方法论。新经济对经济学的影响，“像一个河流一样

的，水面的东西变化很快，但是水下的东西还是很稳定

的”。吕廷杰指出，技术进步是影响经济学的重要因素，比

如互联网、IT 技术等，并以中国电信改革为例介绍了技术

对经济学理论、政策制度的影响，无论是宏观的经济社会

现象还是微观的工作生活行为，都嵌入在全新的网络环境

与技术环境中。薛兆丰指出，稀缺性是针对需求而言的，不

能轻易否定稀缺性假设的合理性，建议从问题导向出发，

认真研究随着新经济发展出现的新问题，从小问题开始，

不要从大框架入手，研究网络外部性、广告收费、数据共享

等问题。

何霞指出，新旧经济本身不是对立的，随着 ICT 等信息

技术向传统产业延伸，传统产业从低效率发展到高效率，

那么就不存在新旧经济的争论了。但，新经济的发展客观

上会对经济学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分享经济改变了传统

的占有型消费，催生了协同消费模式，平台经济的发展对

传统的劳动关系也带来了挑战。更重要的是，新经济对经

济学的影响，不是单一的、局部的，而是系统的、全方位的。

信息社会 50 人论坛执行主席、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

究部主任张新红认为，经济学迎来了新春天，一些传统的

经济学理论已经不适用；经济学理论从来都是时代的产

物，时代变化了，理论必须创新；传统经济学主要是工业时

代的产物，是为工业经济服务的，人类已经进入信息社会，

那么，新的经济学理论必须反映信息时代的特征，适应信

息时代的需求，解决信息社会面临的新问题；中国的信息

实践非常的丰富多彩，具备产生伟大理论的基础和迫切需

要。新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不是中国人完成的，也应该与

中国脱不了关系。最后，他建议与会专家学者共同研究新

经济的目标体系、价值体系、统计体系等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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