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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数字生态

专题导语：数字生态与数字治理

邱泽奇

伴随着数字技术渗透的广泛和深入，新一轮的全球化已然深度展开，世界治理格局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

段。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和文化在数字化发展中快速演变，数字化发展正从曾经的自然成长迈向有规制

和有治理的阶段，数字治理正在受到世界各国尤其是中美欧等主要政治经济实体的关注，一跃成为最核心的世界

议题之一。

数字化发展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广泛且深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让人类成为一个高度互联的整体，尽管反

对数字连接的力量始终存在。一方面，经济依然存在世界分工，却以新创新链、新产业链、新供应链、新价值链

的方式将人类生产活动互联为一个整体，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另一方面，社会也因高度互联而呈现为

人类一体化趋势，人类命运共同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切地呈现且影响着整个人类的福祉。在伴随数字化发

展出现的诸多新现象中，数字治理不仅是新现象，也是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数字治理是一个崭新的领域，在试图突破主权国家治理框架和体系的数字化进程中，主权国家依然主导着世

界格局的发展和演化。以数字形态高度互联的人类一体化虽然在形式上能够实现，却依然是基于主权国家框架

的。数字治理暂时不可能摆脱主权国家框架和由此建立的世界体系，各国的政治制度、市场环境、技术环境、社

会文化依然是影响数字化进程的重要因素。然而，正在高度互联的世界又必须探索一个推动人类福祉最大化的新

框架。

未来与现实的冲突是数字治理面对的最大难题。在面向未来的探索中，既有治理与数字治理的复杂关联是基

础，也是机会。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经济体和政治体之间正围绕数字治理形成错综复杂的合作与竞争，甚至尖锐

冲突，也将因此重构人类政治经济版图。在面向未来的探索中，生态观为理解数字治理领域的复杂性和关联性提

供了有益的视角。用数字生态视角看待数字发展意味着将人类的数字化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与数字化发展的自然

取向一致，也与数字化基于的主权国家框架相一致。数字化是基于当下人类社会的，却必将塑造一个崭新的人类

社会。从主权国家立场出发的一体化，需要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中美欧等主要政治经济实体的数字治理进行探讨，

理解各自的特点，因为，这些实体是影响数字化走向的国家力量；更需要对数字治理要素间的关联与互动机制予

以考察，探索人类数字治理新格局的发展和演化，因为，那是人类整体利益的未来。

这一组专题论文试图从数字生态视角出发，对中国和世界其他主要政治经济体的数字化发展和数字治理现状

进行研究。

北京大学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以下简称“国家工程实验室”）在2020年和2021年先后发

布了两期“数字生态指数”，对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字化发展水平从数字生态视角进行了科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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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中国数字生态指数的测算与分析》回顾了国内外已有的与数字化发展有关的指数研究，讨论了两期“数字

生态指数”的指标体系、数据来源与测算方法，根据2021年指数的测算结果对中国不同地区的数字生态发展水

平、驱动模式、区域格局和发展韧性进行了深入分析。

受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的支持，2021年国家工程实验室和北京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又组织研究力量展开

了对中美欧数字治理格局的研究，《国际数字生态指数的测算与分析》是这项工作的阶段性成果，提出了一个刻

画国际数字生态的基础框架，通过收集相关数据并测算国际数字生态指数，对中美欧及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

的数字化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分析，尝试以国家间互动关系网络的生态视角，分析国家在数字治理相关活动中的结

构位置及受到的结构性约束。

在数字治理的发展中，数字规制的重要性不断凸现，在国际数字生态发展中，主权国家的规制是重要的影响

变量，对主要政治经济体数字规制的考察变得尤为必须，《良好数字生态与数字规则体系构建》针对数字规制展

开探讨，从政策话语角度探讨良好数字生态的内涵，论述数字规则体系与一国数字生态发展的关联性，对比世界

主要政治经济体的数字规则体系，探讨中国数字规则体系的长处与短板。

纵观人类的历史变迁，我们有理由认为，数字治理是人类治理的前沿领域。从数字生态视角入手探讨数字治

理是北京大学张平文院士带领跨学科团队的集体努力。在这个团队中，融汇了数学、数据科学、工学、社会学、

政治学、法学、国际关系学等文理工多学科的智慧，这一组专题论文是这一努力的部分阶段性产出，目的是助力

于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建设一个开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助力于人类的数字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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