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双碳”目标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双重框架下，

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何在实现经济增长

的同时兼顾生态保护与包容性增长，已成为国家战

略的核心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

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淤。与此同时，数字经
济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导力量，正

通过技术渗透、模式创新与要素重组，成为破解传统

发展模式瓶颈、推动经济社会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关

键引擎。从现实背景来看，我国在推动包容性绿色

发展和数字经济融合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关键核心技术瓶颈等挑战依

然存在，制约了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全面实现，不仅影

响“双碳”目标的达成，也对共同富裕的推进形成了

潜在阻碍。基于此，本文力求回应以下核心问题：数

字经济如何通过技术扩散与制度创新重构包容性绿

色发展的理论范式？在“双碳”目标与共同富裕目标

的双重约束下，数字经济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过程

中遇到了何种挑战？通过综合理论分析与调研实证，

以期为完善数字时代绿色治理体系、推动包容性绿

色发展提供学术参考与实践启示。

一、数字经济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的理论逻辑

（一）概念界定

包容性绿色发展是与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目

标高度契合的新发展理念。2012年，世界银行发布
《包容性绿色增长：可持续发展之路》于，强调包容性
绿色增长是必要、高效率、可负担的。目前对包容性

绿色发展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本文认为，包容性绿

色发展具体而言，是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平

数字经济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与实践路径
———来自中国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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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参与、共享成果、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不平等，

并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注重资源效率和生态保护。

数字经济描述了互联网如何催生一种新兴的经

济形态。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的定义

也不断丰富。目前被广泛认可的定义是 G20杭州峰
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

（以下简称《倡议》）淤中的表述：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
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

要载体、以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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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定

义明确了数字经济的要素、载体和驱动力，有助于统一

认识，为全球数字经济合作与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

（二）机理分析

传统发展范式中，经济增长、社会公平与生态保

护的三重目标往往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而数字经

济时代的到来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

思路。本文系统阐释了数字经济通过“经济增长—社

会包容—生态治理”三维协同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

的作用机理。

1.数字经济有助于驱动经济增长。从微观层面
来看，数字经济通过改变企业生产函数与个体行为

模式，实现微观主体经济效率的系统性跃升。一方

面，数字经济以数实融合驱动资源高效配置与需求

精准匹配，释放双重价值效能，全面提升经济系统运

行效率，催生新型增长动能（杜庆昊，2021）。数字经
济的出现实现了生产效率变革。另一方面，企业的

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能力以及降低成

本，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赵宸宇等，2021），通
过工业互联网、AI等技术优化生产流程，降低边际成
本。从中观层面来看，现阶段数字经济已然成为产业

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数字产业化的增量对产业结

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姚登宝和俞旭海，2023）。从宏
观层面来看，数字技术能够提供更好的匹配机制，包

括能够实现供需精准匹配和促进要素自然流动。

2.数字经济有助于促进发展的包容性。从微观
层面来看，相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农村低收入群体为

弱势群体，而我国数字金融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发

展速度更快，能够显著提升家庭收入，尤其是提升了

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张勋等，2019）。同时，
数字经济通过改善社会环境，进而强化了生产环境

和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提高了微观个体的经济活动

效率（方福前和田鸽，2021）。另外，相比于大规模企
业、国有企业，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影

响在小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王海等，

2023）。从中观层面来看，在产业链中，上游企业偏垄

断而下游企业更多为激烈竞争，政府对数字企业的

支持对产业链下游企业数字化有显著促进作用，同

时上游企业的数字化能够对下游企业的数字化产生

正向溢出效应（余典范等，2022）。从宏观层面来看，
数字经济总体上改善了收入分配关系，使不同群体、

地区和城乡的分配更加均衡（刘诚，2022），提升共同
富裕水平（贾曼莉和宋孜涵，2024）。

3.数字经济能够为绿色环境保护提供保障。从
微观层面来看，在生产端，企业通过工业互联网技术

能够实现能源消耗的实时监测与动态优化，降低单

位产值的碳排放强度，对于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具有

积极作用（吴传清和孟晓倩，2022）；在消费端，数字
经济能够加快转变生活方式，引导广大社会成员形

成更加绿色、更加文明环保的生活习惯（冯子洋等，

2023）。从中观层面来看，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具有“结构性”的提升效应，产业数字化和数字

产业化的发展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长久提升的动力

来源（周晓辉等，2021）。从宏观层面来看，从经济增
长、社会公平、环境友好三角度出发，数字经济对于

城市包容性绿色发展产生了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朱金鹤和庞婉玉，2023）。

二、数字经济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
本文从机会公平、经济发展成果分配以及经济

增长过程三个维度，综合分析数字经济驱动包容性

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

（一）数字经济通过促进机会公平驱动包容性绿

色发展

机会公平是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价值取向，其包

括了市场机会、就业机会、教育机会和医疗机会四个维

度（周小亮和吴武林，2018）。包容性绿色发展要求在
发展中向弱者赋权，必须保障困难群体的机会公平。

1.数字经济能够保障困难群体个人发展
（1）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困难群体的人力资本提升。

数字经济通过数字技术与教育工具的深度融合，增加

了困难群体获取教育和培训等提升人力资本的机

会。一方面，数字平台打破了传统教育的参差性，实

现知识供给的精准下沉与个性化适配。“IGDS-
A202301—教育均等化”问卷数据于显示，数字信息技
术可以促进教育均等化。具体而言，受访者中有 70%
以上认为数字信息技术对于教育均等化“很有利”或

是“比较有利”，值得一提的是，不同学历群体对数字

教育的评价具有异质性，低学历群体对数字信息技

术促进教育均等化的正向评价（“很有利”+“比较有
利”）显著高于高学历群体。分析可能的原因是低学

①文件来源：中国网信网.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EB/OL].(2016-09-29).https://www.cac.gov.cn/2016-09/29/c_1119648520.htm.
②注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Survey，简称 IGDS），“IGDS-A202301-教育均等化”
是一项专注于教育均等化的全国性问卷调查，覆盖全国各省，涵盖学前教育至高等教育各阶段，全面调查教育资源分配、教育质量、

教育机会公平等关键领域。不同学历水平群体对于数字信息技术对教育均等化的影响评价详见《价格理论与实践》网站（http://
www.price-world.com.cn/）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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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群体往往由于经济条件、地理位置等因素，难以获

得高质量的教育资源。而数字信息技术通过互联网

等载体，使得这些群体能够随时随地获取丰富的学

习内容。这种可及性显著降低了学习门槛，为低学

历群体提供了更多平等的学习机会，体现出包容性

的特点。另一方面，数据要素的流动性使得困难群

体能够突破物理空间限制，从本质上通过数字技术

赋能提升了困难群体获得发展机会的公平性，从而

消解困难群体因信息不对称、资源匮乏导致的能力

“贫困”。按地区来划分时，IGDS调查数据同样显示，
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推进各地区的教育均等化进程，

尤其在西部地区更加显著，呈现出包容性发展的特

征（李钢等，2024）。
（2）数字经济能够发掘新业态，积极扩大就业。

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与零工经济的协同发展催生新

型职业，以短视频平台为例，作为数字经济的代表企

业，“抖音”“快手”等的龙头企业吸纳了广大就业人

员。截至 2024年底，快手平台共带动了 4320万个就
业机会，催生了 174个新职业淤。“IGDS-202401l—数
字中国与共同富裕”于问卷数据显示，已有相当一部
分社会群体参与过互联网相关职业。受访者中，小

学及以下学历者互联网相关职业（电子商务客服、外

卖等）参与率达 42.9%，显著高于硕士研究生（23.7%），这
充分揭示了数字经济缓解了低技能劳动者就业压力，呈

现出包容性发展的特征。

（3）数字经济能够缩小医疗服务差距。与教育资
源类似，数字技术可以突破医疗资源的地理分布壁

垒。“京东健康”“好大夫在线”等多个互联网医疗平

台问世，打破地理限制，实现在线问诊，大大缓解了农

村地区医疗资源不足的状况。基于“IGDS-202202l—
社会网络与居民健康盂”问卷数据分析，已经有超过
四成的居民使用过网上问诊，在使用过网上问诊的

部分受访者中，有接近 68%的受访者认为，网上问诊
的医生水平普遍高于当地医疗机构医生水平或者与

当地医疗机构医生水平相当。在不同地区中，华北地

区和西北地区受访者持此看法的比例最高，这充分

说明数字经济对于西北地区等落后地区来说，更加

显著改善了医疗服务可及性，缩小了医疗服务的差

距，呈现出包容性发展的特征。

2.数字经济能够优化中小企业营商环境。相较
于资源雄厚的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往

往处于弱势地位，市场机会公平直接关联其生存发

展。当前，中小企业主要面临“准入难、融资贵、转型

慢”等难题。市场机会公平要求破除规模歧视与行业

壁垒等，使中小企业能够平等获取市场准入资格、融

资及政策支持和可持续发展资源。故优化中小企业

营商环境是实现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必然要求。

包容性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包含了市场环

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企业环境、生态

环境六个方面（“包容性绿色增长理论与实践”课题

组，2022）。从市场环境来看，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
显著降低了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另一方面，数字技术

赋能市场中介，使中小企业获取咨询、培训、法律等

服务更加便捷。例如，“猪八戒网”为各类企业提供多

种服务，通过平台算法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与法律等

专业服务人员。从政务环境来看，数字技术的发展促

进了政府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政务处理效率。从

法治环境来看，区块链技术的出现加强了电子证据

的收集和认证，增加了政务及司法透明度。从人文环

境来看，大数据算法提升了中小企业与技能适配人

才的匹配效率，减少就业摩擦。如“BOSS直聘”“58
同城”等平台已经十分成熟，使得中小企业以较低成

本雇佣所需劳动力。从企业环境来看，数字经济能够

促进多元主体的合作，以工业互联网为例，通过共享

研发数据，能够大大缩短产品研发周期，加快产品迭

代速度。从生态环境来看，数字技术能够加强生产

过程中的绿色监控。数字碳账户的出现能够以“低成

本、高效率、广覆盖”的方式实现对中小企业的绿色

属性认定。

（二）数字经济改善了经济发展成果分配的公平性

1.数字技术促进要素报酬分配的合理化。数字技
术促进了劳动价值显性化。传统经济中，劳动者的技

能输出、协作贡献等价值常被组织层级、地域限制或

中间环节稀释，而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将劳动

过程转化为可溯源的实时数据流———零工经济中任

务完成度被平台算法动态量化，智能合约自动分配

收益；制造业中工业互联网平台追踪工人操作精度

与设备协同效率，生成技能信用分。最终，劳动价值

从“黑箱估测”转向“数据自证”。以外卖骑手为例，通

过区块链技术，可以记录下不可篡改的劳动过程，为

劳动关系认定提供电子证据。

2.数字技术优化社会资源的公平性配置。数字经
济具有高穿透性与精准性，能够很好地优化社会资

源的公平性配置。数字技术不仅通过高穿透性实现

①数据来源：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与民生研究院发布的《短视频直播平台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研究报告（2024）》，详见 https://bai原
jiahao.baidu.com/s?id=1825111337407322689&wfr=spider&for=pc。
②注释：“IGDS-202401-数字中国与共同富裕”是一项旨在研究数字技术对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及现实问题的全国性调查。本次调
查共收集了 5820份问卷数据，覆盖全国各省，涵盖不同收入群体、城乡区域以及各年龄段人群，专注于数字技术在促进共同富裕中
的作用与问题。不同学历群体关于互联网相关职业的经历详见《价格理论与实践》网站（http://www.price-world.com.cn/）附件。
③注释：“IGDS-202202l-社会网络与居民健康”是一项旨在研究社会网络与居民健康的全国性调查。本次问卷截至目前共收集了
6351份问卷数据，覆盖全国各省，涵盖不同收入群体、城乡区域以及各年龄段人群，主要针对全国居民身体及心理健康情况以及卫生医疗
条件展开调查。不同地区对于网上问诊医疗水平的评价结果详见《价格理论与实践》网站（http://www.price-world.com.cn/）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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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数字服务的普惠性，扩大了社会资源分配的覆盖

广度，让更广泛的人群能够“进得来”，其精准性更是

提升了资源分配的精度，确保资源“用得准”，进而重

构发展成果分配逻辑。

一方面，数字经济能够破解传统资源配置的结

构性壁垒。传统经济中，地理位置、行政层级、社会资

本等非能力因素往往形成资源获取壁垒。数字经济

的高穿透性使得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均等，数字营商

环境更加优化，电子政务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一

是数字政务服务平台显著降低了公共服务获取的边

际成本，例如“浙里办”等实现“无差别触达”；二是

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金融普惠向“毛细血管”渗透。

在传统金融中，农村种植户往往是金融服务难以覆

盖的“毛细血管”，但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农业生

产要素得以被转化为可量化的信用资产。例如，网

商银行的“大山雀”卫星风控系统，以 93%精度实现
了对 15种作物的识别分析淤，有效破解农村金融“最
后一公里”难题。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能够加强社会资源配置的

精准性。精准性强调利用数据洞察与智能算法，识

别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避免“一刀切”政策导致

的资源错配，从而实现动态优化资源配置。在传统

的“柠檬市场”中逆向选择问题无法避免，而大数据

技术能够使政策制定者以很低的边际成本获取个体

偏好信息，提升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另外，从供给层

面来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正在使得公

共服务供给模式更加精准化。以成都“高新通”平台

为例，通过建立给企业“打标签”、给政策“建档案”的

双向匹配机制，让政府服务从“坐等申请”转变为“上

门服务”。目前该技术成熟且多地推广，显著提升了

政策落地效率和服务精准性。

（三）数字经济驱动了经济增长过程的生态正义性

相对于人类，生态系统为“沉默的弱者”，要实现

包容性绿色发展，就要保障经济增长过程的生态正

义性。

1.数字经济驱动技术创新推动绿色发展
（1）数据要素打破了绿色技术研发的信息瓶颈。

绿色技术研发依赖环境数据的精准采集与动态分

析，例如“碳排放”数据等；传统环境数据获取依赖人

工采样与周期性统计，存在成本高昂、时空精度受

限、数据滞后严重等固有缺陷。数字经济通过物联网

传感器、卫星遥感、区块链存证等技术，实现环境数

据的实时化、细颗粒度、可追溯化采集，数字技术的

突破极大地释放了数据要素的多元价值。

（2）数字技术优化了绿色生产及消费场景。在传
统经济系统中，绿色发展面临两大约束：绿色技术创

新的成本过高，以及环保行为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

益存在矛盾。而数字技术能够在供给侧与需求侧同

步形成绿色发展路径。在生产端，绿色转型效率提升

体现为环保的边际成本曲线下移。在消费端，数字技

术提升了消费者对于绿色环保产品及服务的偏好程

度。基于“IGDS-202203l—低碳生活”于问卷数据分
析，在各地区政府主导的碳普惠平台普及使用率上，

西南地区以 50.4%的使用率领跑全国，西北地区与
华中地区分别以 40.6%和 40.1%的使用率紧随其后，
形成明显的中西部绿色发展先行梯队。这与我国中

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战略布局形成空间耦

合———我国西部贵州、云南、甘肃、青海等多个省级

行政区作为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其数据中心集群建

设为碳普惠等绿色平台的构建提供了物质基础，加

速了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

（3）数字经济加速了绿色技术的成果转化。一方
面，数字技术通过数据共享平台与开源协作的模式

加速了绿色知识的区域间传播，实现了绿色技术的

快速扩散。以“国家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服务

平台”为例，该平台汇聚了生态环境部近十多年组织

研发的环境治理技术类和管理类成果 4000多项，包
括环保公益项目成果 1000余项、国家先进污染防治
技术目录技术 400余项盂，通过数字平台大力推进了
绿色技术的成果转化。

2.数字经济驱动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
一方面，数字经济催生了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

资源向绿色领域的流动。在传统的金融模式下，绿色

项目往往因为其回报周期长、信息不对称等多种因

素而难以获得信贷。数字技术的出现降低了绿色企

业的信贷成本，例如，碳账户与银行信贷的联动降低

了节能环保产业链企业的资金成本，助力绿色企业

的发展。

另一方面，绿色要素交易机制的出现健全了资

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打通了生态价值向经济价

值转化的通道。以碳排放权、用能权、排污权等为核

心的要素交易市场，依托于数字化交易平台，对绿色

要素进行精准定价，将原本难以量化的环境资源转

化为可分割、可流通的标准化资产。其本质为数字经

济驱动的制度创新，数字经济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经

济价值，通过价格体系引导高耗能企业主动优化生

①数据来源：新华社.网商银行：大山雀卫星遥感风控系统已服务 150万种植户[EB/OL].(2024-02-06).https://www.news.cn/tech/
20240206/1a9536d0324a4720a1e07b483bbdd4eb/c.html.
②注释：“IGDS-202203l-低碳生活”是一项专注于低碳生活方式的全国性问卷调查。截至目前，已收集 6173份问卷，覆盖全国各省，
旨在深入了解居民对低碳生活的态度、行为和感知。各地区政府主导的碳普惠平台使用情况详见《价格理论与实践》网站（http://
www.price-world.com.cn/）附件。
③数据来源：国家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服务平台，详见 https://www.ceett.org.cn/platIntro/platIntroD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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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结构，更催生了绿色技术及产品的产生。

另外，市场化的交易体系倒逼企业建立内

部化生态成本管理机制，当排放权等资源

环境要素通过数字技术量化后成为生产要

素计入财务报表时，企业开始系统性测算

绿色技术升级的边际效益，推动环境治理

从政策驱动转向内生驱动。

三、数字经济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

面临的现实挑战

数字技术驱动的新型生产要素配置机制，在重

塑绿色发展范式的同时，也暴露出技术扩散的非均

衡性与制度适配的滞后性等缺陷。聚焦我国实际情

况，人工智能与物联网的快速迭代与人力资本升级

速率间存在脱节问题，数据要素垄断与普惠性需求

产生冲突，数字平台扩张引发的劳资关系重构与劳

动者权益保障体系之间形成制度性摩擦等一系列现

实挑战逐渐显现。

（一）技术依赖模式与职业路径的分化

一方面，各群体对于数字经济依赖逻辑不同，本

质上是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力存在差异。根据对

“IGDS-202401l—数字中国与共同富裕”问卷结果的
分析，低经济水平群体表现出对数字技术的生存依

赖。然而，低经济水平群体在工作中不使用互联网

的比例却高达 17.8%，位居各群体之首淤。进一步观
察图 1和表 1，发现经济水平极低的群体参与过互
联网相关职业的比例也相当高，但这些互联网相关

职业多为零工和全职员工，而自己创业的比例仅为

9.7%，在各群体中处于最低水平。这一现象表明：低
经济水平群体对数字技术的依赖并非源于技术赋能

的生产力提升，而是迫于生存压力被动卷入零工经

济。例如，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虽然高频使

用接单平台，但其工作内容本质上仍然是传统的体

力劳动，技术在此仅充当任务分配工具，未能推动技

能升级或职业价值跃迁。

另一方面，求职行为具有不同经济水平群体间

割裂的特征。如图 2所示，低经济水平群体依靠互联
网找工作的难度位列首位。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图 3
显示该群体互联网求职频率却仅次于经济水平最高

的群体。这种“高频次—低效率”的求职特征，折射出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机制的结构性矛盾：平台竞价机

制导致同类岗位竞争激烈，实际录用率伴随求职频

次上升而递减；反观高经济水平群体，其求职行为呈现

出“高频率—高效率”的良性特征。这种差异可能源于

技术工具应用水平的不同，低经济水平群体在数字技

术使用能力上相对薄弱，尽管他们高度依赖数字平台

求职，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数字技能培训和对求职平

台操作的熟练度不高，往往难以有效利用平台资源，

造成了就业市场的结构性失衡。

图 1 不同经济水平群体有过互联网相关职业的比例
资料来源：图中数据来自“IGDS-202401l-数字中国与共同富裕”问卷第 13题“您是否
有过与互联网相关的职业经历，如电子商务、在线教育、移动应用（快递员、外卖员、

网约车司机等（单选题）？”。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来自“IGDS-202401l-数字中国与共同富裕”问卷第 14题“您从事的与互联网相关的

职业性质是（单选题）？”。

表 1 不同经济水平群体从事的与互联网相关的职业性质

①注释：不同经济水平群体收入对互联网等技术的依赖性及其工作中不需要使用互联网等技术的比例详见《价格理论与实践》网站

（http : / / www . price - world . com . cn /）附件。

图 2不同经济水平群体依靠互联网找工作的难易程度
注：图中取平均值，其中数值越高代表越容易。

资料来源：图中数据来自“IGDS-202401l-数字中国与共同富裕”问卷第 12题“您认为，依

靠互联网获取一份工作的难易程度（量表题）？”。

图 3 不同经济水平群体依靠互联网找工作的频率
注：图中取平均值，其中数值越高代表越频繁。

资料来源：图中数据来自“IGDS-202401l-数字中国与共同富裕”问卷第 21题“您依

靠互联网找工作的频率（量表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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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2025年第 4期

（二）低技能群体面临更大替代风险

人工智能浪潮下，以 ChatGPT、DeepSeek为代
表的生成式模型强势崛起，对劳动力市场形成系统

性冲击。一项研究发现，大约 80%劳动力的工作任务
中至少有 10%可能会受到大语言模型的影响，19%
的劳动力可能有至少 50%的工作任务受到影响
（Eloundou等，2024）。图 4所示，社会对于未来工作
被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替代的担心程度普遍高涨，

超过八成的受访者将担心程度评定于中高位区间。

图 5数据显示，已有 27.5%的劳动者实际经历过技
术性失业，标志着人工智能的替代效应已从理论推

演转化为现实威胁。当按技能水平分析有被替代经

历的分布特征时，替代率与技能水平呈显著负相关，

在初级工群体中，甚至有高达 37.6%的群体表示曾
经有过被替代的经历淤，这充分表明了低技能群体面
临更大的替代风险。这与经典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

理论相符，数字技术主要替代程序化、重复性的中低

技能岗位，同时与高技能岗位形成互补效应———高

技能从业者通过技术工具提升生产力，而非面临直

接替代风险。综上所述，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

冲击很大，尤其是低技能群体面临着更大的替代风

险。尽管对就业替代的担忧普遍存在，但历史上技术

革命也多次证明其创造新就业形式的能力，人工智

能亦不例外，许多岗位将通过人机协作实现升级而

非简单替代。

（三）劳动者权益受到冲击

一方面，互联网零工社保体系亟待完善。互联网

零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

议题。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的规模不断扩大。然而，这一群体劳动关系的模糊性

和社会保障覆盖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本文对受访

者中从事互联网零工的工作者进行单独分析，从表

3来看，42.9%的劳动者未获得任何社保权益。在已
提供的保障中，医疗保险覆盖率最高，为 28.3%。但
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基础性保障覆盖率仍不足

20.0%，这与互联网零工的高工伤率和高失业率形成
矛盾，表明当前社保体系仍存在显著不足。综上表

明，数字经济时代以低技能劳动者为主的互联网零

工劳动者权益亟须保障（柏培文和张云，2021）。

另一方面，工作强度变化存在两端显著上升的

趋势。2024年 2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印
发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

指引》中明确指出：“……科学确定劳动者工作量和

劳动强度，确保劳动者获得必要休息时间，防止劳动

者过度劳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于。但数据表明，
互联网广泛使用后社会整体的工作强度存在上升的

趋势。从图 6可以看出，使用互联网后，大部分人工
作强度上升。图 7进一步显示，互联网的使用对不同
经济水平群体的工作强度产生了差异化影响。其中，

经济水平极高和极低的群体受影响最大。这进一步印证

了现有研究结论：“尽管灵活就业者工作较为灵活，但

其工作收入偏低、工作强度较高、工作权益得不到良

①注释：不同技能水平群体被替代经历情况详见《价格理论与实践》网站（http : / / www . price - world . com . cn /）附件。
②文件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规则公示指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服务指南》的通知（人社厅发〔2023〕50号）[ EB / OL ] . ( 2024 -
02 - 23 ) . https : / / www . mohrss . gov . cn / xxgk2020 / fdzdgknr / ldgx_4234 / ldyg / 202402 / t20240222_513849 . html .

图 4 对于未来工作被 ChatGPT等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替代的担心程度
注：图中取平均值，其中数值越高代表越担心。

资料来源：图中数据来自“IGDS-202401l-数字中国与共同富裕”问卷第 28题“您担心

未来工作被 ChatGPT等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替代的程度（量表题）？”。

图 5 是否有工作被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替代的经历
资料来源：图中数据来自“IGDS-202401l-数字中国与共同富裕”问卷第 27题“您是

否有过工作被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替代的经历（单选题）？”。

表 2 平台用工单位劳动者权益提供情况（从事互联网零工的受访者）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来自“IGDS-202401l-数字中国与共同富裕”问卷第 16题“平台

用工单位为您提供了哪些劳动者权益（多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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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保障等现实困境仍然存在（郭露和王峰，2024）”。

（四）数字化绿色发展存在区域性差异

目前，我国不同地区间的绿色发展水平以及数

字化程度均存在较大差异。从绿色发展角度出发，

数据显示：西北地区的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显著

要高于东南沿海地区，单位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前

五名均位于西部地区，分别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

省、山西省、贵州省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而单位

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最低的前五名除北京外，均位于

东南沿海地区，分别为福建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

省以及广东省。可以说，我国绿色发展水平展现出东

南强而西北弱的格局。表 3进一步指出区域间生态
治理力度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华东地区 51.5%的
受访者认为政府监管强度处于“较强”或“很强”层

级，而华北、西北地区对监管力度的负面评价（“很

弱”或“较弱”）分别达 15.1%和 13.8%，高出华东地区
将近 6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华北和西北地区的生
态治理力度与华东地区等存在较大差距。我国东、

中、西地区的数字化差异仍然较大，东部沿海呈现

高水平聚集，中西部呈现低水平聚集（段杰冉等，

2024）。
（五）中小企业绿色转型成本较高

我国中小企业进行绿色低碳转型需要面临多重

成本压力。从经济成本来看，绿色技术创新和设备改

造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但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渠

道狭窄等问题，且绿色技术研发周期长、风险高，中

小企业自主研发能力薄弱，而且难以吸引高级技术

人才；从管理成本来看，传统成本核算体系难以适应

绿色转型需求。多数企业仍采用粗放式成本计算方

法，较少将环境指标纳入绩效考量；另外，需求端驱

动力尚未形成，绿色消费市场培育存在滞后现象。中

小企业在资金、技术和人才方面存在先天不足，需要

通过市场与政策环境的优化，从外部有效缓解其绿

色转型的压力。

四、数字经济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实践路径

要破解数字经济在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过程中

遇到的现实挑战，需要从能力培育、基础设施支撑、

生态治理及劳动者权益保护等多个层面综合施策，

形成兼顾效率与公平、经济增长与可持续的数字经

济治理政策体系。

1.强化数字技术精准赋能，弥合群体间“数字鸿
沟”。当前数字“接入鸿沟”已经有所缩小，但“能力鸿

沟”依然显著，城乡、代际、群体间存在数字素养差

异，制约数字包容性发展。故亟须构建覆盖全民的数

字化能力提升机制：一方面，实施“数字公民”培育计

划，依托社区教育网络和在线学习平台，重点面向老

年低收入、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开展场景化培训，加强

数字素养和技能培训；另一方面，建立数字公共服务

体系，鼓励互联网企业开放资源，为中小微企业提供

低成本数字化转型工具包。

2.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布局，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目前我国数字基础设施仍呈现“东强

西弱、城密乡疏”的非均衡格局，影响

区域包容性发展。因此，首先，需要制

定全国统一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规

划，明确不同区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

务，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向中西部地区和

农村地区延伸。其次，推动区域间数字

基础设施共建共享，鼓励东部地区与中

西部地区开展数字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最后，加强数字人才培养与引进，同时

引导高端人才向中西部地区和农村

图 6 使用互联网后工作强度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图中数据来自“IGDS-202401l-数字中国与共同富裕”问卷第 23题“自从使

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后，您认为您的工作强度变化是（量表题）？”。

图 7 不同经济水平群体使用互联网后工作强度变化情况
注：图中取平均值，数字越高表示工作强度增加幅度越大。

资料来源：图中数据来自“IGDS-202401l-数字中国与共同富裕”问卷第 23题“自从使

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后，您认为您的工作强度变化是（量表题）？”。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来自 IGDS-A202203I问卷第14题“您认为当地政府对企业节能减污降碳管制力度怎么样（单选题）？”。

表 3 不同地区政府对企业节能减污降碳管制力度

数字经济驱动包容性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与实践路径———来自中国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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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流动，为包容性绿色发展打好人才基础。

3.健全生态治理数字体系，筑牢绿色发展底线。
面对数字经济能耗增长与生态承载力之间的矛盾，

需构建“数字赋能—生态增效”的良性循环机制：首

先，建立数字经济碳足迹核算标准体系，将数据中心

能耗等纳入生态绩效考核指标。其次，打造生态环境

智慧监测网络，运用数字技术实现重点流域、生态保

护区动态感知全覆盖。最后，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建设国家自然资源资产交易平台，探索数据要

素参与生态补偿、碳交易的新模式。

4.优化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加强应对技术性
失业风险。随着我国灵活就业人数不断增加，互联

网零工依托平台经济蓬勃发展，成为重要的就业形

态。然而，传统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难以适应这种

新型就业模式，亟须优化完善。为此，应从以下几方

面着手：首先，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互联网零工劳

动者的劳动关系界定标准，健全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其

次，推动零工劳动者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鼓励平台与劳

动者共同参与社会保险，探索适合零工模式的社保

缴纳方式，确保劳动者在养老、医疗等方面的权益。

最后，构建多方协商机制，促进平台、劳动者、行业协

会、政府部门等各方主体的沟通与协商，及时解决劳

动纠纷，营造和谐的互联网零工就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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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Promoting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Mechanisms, Challenges and Path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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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 powerful driver of stabl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nd its high penetra-
bility and wide coverage have also provided important support for China's inclusive and green development. Starting from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e digital economy
promotes inclusive and green development from three dimension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equity, and ecological justice. Based
on tracking survey data of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from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practical pathways of how the digital economy promotes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reveals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faced. The study finds that in terms of practical pathways, the digital economy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accessibility and fairness of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for vulnerable groups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healthcare,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 Meanwhile, it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fairnes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utcomes by pro-
moting the rationalization of factor reward distribution and the universal and precis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In addition, the
digital economy drives the ecological justice of the economic growth process through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sti-
tutional innovation. To address the existing challenges, a digital economy governance policy framework that balances efficiency
and equity,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is includes strengthening targeted digital technology em-
powerment, optimiz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deployment, improving digit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systems, and enhancing labor
rights protection to advance inclusive gre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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