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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的创新发展：机遇与挑战”分论坛

【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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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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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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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勇

张向晨

姜增伟

刘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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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厚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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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 日，由商务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全球服务贸易联盟共同主办的第五届

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数字贸易的创新发展：机遇与挑战”分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上

海）举办。本场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

研究所所长，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理事长、首席专家张宇燕主持。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贸易组织、全球服务贸易联盟、交通银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等单位和国际组织的专家学者，线上线下共同探讨数字贸易创新发展面临的

机遇与挑战。中新社对本场分论坛进行图文直播及报道，澎湃新闻跟踪报道。

【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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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学部委员高培勇对全球数字贸易发展发表

了三点看法。一是推进数字贸易模式创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是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步骤。数字贸易领域的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创新和业

态创新，有助于促进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加快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二是推进数字领域制度创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开放、公正、安全、

有序的数字经济网络环境，促进创新、包容与可持续发展。三是推进全球数字治理

创新，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进全球数字治理合作，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

要环节。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学部委员高培勇

以视频方式出席“数字贸易的创新发展：机遇与挑战”分论坛并致辞

【致辞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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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张向晨指出，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应对数字贸易的机遇

与挑战时，应着重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是要看数字化对生产和贸易影响程度。数

字贸易将使全球生产和贸易的规模扩大，各国经济都将获益，因此各国政府应该对

数字经济采取更加积极和开放的态度。二是要看数字贸易将如何影响全球贸易的布

局。目前来看，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成本显著降低，为发展中国

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为推动发展中国家更好把握数字贸易创新发

展机遇，他提出两点建议：在能力建设方面，加快补齐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资

金和人才方面的短板；在国际规则方面，加快建立数字贸易国际规则，推动各国降

低贸易和投资壁垒。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张向晨

以视频方式出席“数字贸易的创新发展：机遇与挑战”分论坛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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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服务贸易联盟理事长姜增伟指出，数字贸易创新发展的机遇有三方面值得

关注：一是数字技术升级迭代使得数据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交易对象，为全球服务

贸易发展注入新动能；二是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提速，原来不可贸易的服务成为服

务贸易的现实内容，全球服务贸易的活力与韧性增强；三是数字贸易使得各国国内

规制和国际规则加速创新演变，以保障数字贸易的自由化与便利化。数字贸易发展

也面临挑战：一是缺乏公认的数字贸易定义与分类标准，各国数字贸易政策难以有

效协调；二是尚未建立全球统一的数字贸易规则，数字贸易规则碎片化使得全球数

字鸿沟加深。

全球服务贸易联盟理事长姜增伟

在上海出席“数字贸易的创新发展：机遇与挑战”分论坛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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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行长刘珺指出，人民币国际化、数字人民币协同发力，将成为数字贸

易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注入数字化元素的人民币国际化 2.0 版将持续提速，并成为

中国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切入点。其中的核心逻辑是，以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潜

力作为“磁石”，加速促进要素“走出去”“引进来”双向流动，同步丰富数字人

民币的跨境应用，以场景建设来拓展人民币国际化的广度和深度。

交通银行行长刘珺

在上海出席“数字贸易的创新发展：机遇与挑战”分论坛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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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国家

全球战略智库理事长、首席专家张宇燕认为，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优势，各国应

加强物质基础设施和制度基础设施建设。从器物层面，物质基础设施包括人力资本

等，各国应加强协作，推动缩小数字鸿沟。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和规则方面的

建设。目前，数字贸易规则建设较为欠缺，主要是因为不同群体对于数字贸易规则

的诉求不同，规则本身又是非中性的，不同群体就数字贸易规则达成共识非常艰难。

因此，制度基础设施建设仍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理事长、首席专家张宇燕

在上海出席“数字贸易的创新发展：机遇与挑战”分论坛，主持致辞环节并参与互动讨论

【互动讨论环节】



第五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

113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指出，在定义数字贸易时一定要有全球

的开放性，要监管好数据，保证数据的安全，保护政府的安全，保护消费者的隐私，

同时还要提高效率，在隐私、安全和效率之间达到某种平衡。对数字贸易进行监管

存在一定难度，各国应加强监管协作，推动加快数字贸易开放国际进程。目前，世

界贸易组织尚未形成全球统一的数据监管规则，欧盟、美国、中国等经济体构建的

数据监管体系存在冲突和间隙，给跨国企业运营和数字贸易发展带来挑战。他提出，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区域贸易协定，以及APEC跨

境隐私规则等多边机制有助于促进各国加强监管协调，推动形成各国一致认同的数

据监管规则。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

在上海出席“数字贸易的创新发展：机遇与挑战”分论坛并参与互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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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服务贸易联盟资深专家、商务部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原主任邢厚媛强调，

数字贸易给全球贸易格局带来“颠覆性”的改变，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六大机遇。

一是数字化的服务交付手段给国际贸易带来巨大增长；二是以源代码为核心的知识

产权贸易快速发展，有助于各国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三是数字贸易有助于减缓人口

老龄化、人工成本上涨，甚至新冠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四是数字贸易加快

了经济绿色发展进程；五是数字贸易使得中小企业，以及妇女、残障人士等弱势群

体有机会参与国际贸易，实现包容发展；六是数字贸易有助于增强国际产业链和供

应链的稳定性。然而，数字贸易发展也面临挑战。应对这些挑战的核心方法是加强

国际合作。

全球服务贸易联盟资深专家、商务部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原主任邢厚媛

在上海出席“数字贸易的创新发展：机遇与挑战”分论坛并参与互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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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学研究院全球治理项目主任、教授伯纳德·赫克曼探讨了数字贸易对全

球贸易治理体系的影响，以及如何利用双边、区域和全球诸边贸易机制提升全球数

字贸易治理能力，促进数字贸易创新发展。他强调，应在确保各国能够实现国内监

管目标的基础上，推动各国协调数字监管制度，支持和鼓励各国促进数字贸易发展。

他提出了推动各国加强监管协作的三种方法。一是推动各国采用类似的数字监管制

度；二是鼓励各国建立数字监管制度评估机制，加强各国之间数字监管体系的互认；

三是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等合作机制，推动各国就数字贸易规则达成双边、区域或多

边协议。

欧洲大学研究院全球治理项目主任、教授伯纳德·霍克曼

以视频方式出席“数字贸易的创新发展：机遇与挑战”分论坛并参与互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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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教授屠新泉认为，数字贸易可以分

为两个大类：基于商品流动的货物和服务贸易，以及数据要素的跨境流动。在制定

政策的过程中应对不同类别的数字贸易进行区别对待。第一，对于跨境电商应积极

推动自由化和便利化。第二，对于数字形式的服务内容跨境交付，应提高行业监管

水平、促进国际监管合作，既要在技术上确保安全，又要防范对本国就业的冲击。

第三，提供网络媒介服务的平台通常不在本国设有商业存在，因此监管难度很大，

应审慎考虑必要和可行管理手段。第四，数据流动管理应统筹安全和效率，不宜盲

目追求效率和自由化。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教授屠新泉

在上海出席“数字贸易的创新发展：机遇与挑战”分论坛并参与互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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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红中国有限公司经济调查部总监铃木贵元从日本数字贸易发展的实际情况出

发，讨论了全球数字贸易的发展形势、挑战以及中日两国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合作前

景。他指出，近年来，全球数字贸易发展势头强劲，日本在数字商品贸易和数字服

务贸易方面均处于世界前列，尤其在个人文娱服务领域发展突出。然而，日本数字

贸易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包括缺乏全球领先的科技巨头和平台企业、金融基础较

为薄弱等问题。全球数字贸易发展主要面临信息安全、数字技术与应用前景不明朗、

数字贸易生态建设三个方面的挑战。为应对数字贸易发展的挑战，中日两国应积极

发挥引领作用。中日两国在数字商品贸易方面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两国应利用互补

性加强交流合作。

丸红中国有限公司经济调查部总监铃木贵元

以视频方式出席“数字贸易的创新发展：机遇与挑战”分论坛并参与互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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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东艳

在上海出席“数字贸易的创新发展：机遇与挑战”分论坛并主持互动讨论及成果发布环节

【报告发布】

《数字贸易研究报告》

报告梳理了数字贸易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了数字贸易开放水平，探讨了数字贸易开放对全球

发展的影响机制，并对中国数字贸易开放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