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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模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元宇宙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高新技术为基础,有效整合人才、资
本、技术等生产资料,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 数据成为数字经济的关键性生产

要素,改变了生产要素的供应体系,能够提供海量可重复利用的资源,有利于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在元宇宙的作用下,资源配置的时空阻隔效应被打破,供需实现精准预测和匹配,要素组合效率和生产

效率实现质的飞跃,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数字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依托数字货币构建的去中心化

交易支付系统以及区块链辅助构建的低信用成本、优质信用环境的平台,元宇宙为数字经济发展构建了

便捷的支付方式、安全的交易环境、完善的信用体系与良好的竞合关系。 在开源思维、共享理念、通证技

术的支撑下催生出通证经济、开源经济和元宇宙经济等新兴数字经济业态,数字经济不断进行横向聚合

和纵向延展性扩容。 数字经济的边际成本逐渐变成沉没成本,在消费引导供给的模式下数字经济发展

模式从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转变,其发展空间得到拓展,促进了数字经济的质变与量变。 数据作为关键

性生产要素渗透到数字经济的全行业和全产业链,既促进数字经济向智能化、高级化和众包化转型,又
充分释放生产端和消费端之间的市场潜力,同时,通过对大数据的深入挖掘,构建企业最佳生产路径,从
而达到节能降耗、低碳绿色发展的目标,推动数字经济与元宇宙的深度融合。 元宇宙赋能数字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契合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高端制造、医疗健康、智慧农业等方面具有

广阔的前景,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辟出新途径,为实现我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 目

前,在元宇宙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两者融合不平衡不充分、核心技术和智能装备不

足、重商业娱乐应用轻核心产业发展以及运用安全等问题,未来需要突破关键技术的短板,培育元宇宙

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样板以及优势产业集群,向民生保障、国家战略产业、高端制造业等方面深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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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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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与脑机接口等领域的高科技的快速发展,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

虐的情况下,线下经济活动出现增长乏力甚至衰退局面,而数字经济却获得大幅逆势增长。 《中国

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显示,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39. 2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 38. 6%,
保持 9. 7%的高位增长,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 2021 年 3 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壮大经济

发展新引擎。 2022
 

年 1 月,《“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5 年数字经济将迈向全面扩展

期,数字经济能力大幅提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取得显著成效。 以上规划中大力发展数据要

素作用、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等内容与元宇宙密切

相关,在此背景下,探究元宇宙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关系,为解决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提

供解决方案,进而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的发展潜能,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我国数字经济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21 年 Facebook

 

把公司名称改为“Meta”,自此,“元宇宙”概念和应用不断地出现在我们视野

中,英伟达、字节跳动、腾讯、微软、阿里、百度等国内外著名科技公司纷纷向元宇宙进军,因而,2021
年被称为元宇宙元年,这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目前学术界对元宇宙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

段,众多学者对元宇宙的概念及其内涵进行了剖析,但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普遍认为元宇宙

是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且互动的虚拟世界[1] ,是依托数字技术所形成的超越现实世界、增强现实交

互空间的全新的社会形态[2-3] ,具有综合集成、沉浸自由、虚实交互等特点[4-6] 。 随着各种信息技术

的逐渐成熟,元宇宙时代已经悄然来临,并被应用于教育、游戏、旅游、电商等场景。 在教育方面,元
宇宙可以提供沉浸式的教学互动环境[7] ,从而促进教、学效果的提升[8] ,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表现

尤为突出[9] ,能够为教学质量的评估提供新的工具[10] ,还能引发教育理念的转变[11] 。 在娱乐方面,
普遍认为元宇宙来源于《第二人生》《魔兽世界》《我的人生》等虚拟游戏[12] ,推动了游戏玩家在虚拟

世界与物理世界的互动,提供了良好的娱乐性,并带来了众多商业机会[13] 。 元宇宙不仅为立体三维

电影的制作提供新的方法[14] ,同时还催生电影形态、体验、技术、产业、美学等方面出现新的变化与

扩展空间[15] ,让观影者获得丰富、细腻、逼真的具身体验,推动国产科幻电影的高质量发展[16] 。 在

文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方面,一方面是利用元宇宙对文化遗址进行“虚拟重建”和“虚拟修复”
实现物理性保护或进行数字化建模展览[17-19] ;另一方面借助“元宇宙”来构建数字游戏方式的民俗

实践帮助参与者具身地去感受民俗,虚拟活态化,为未来的民俗学、“非遗”保护领域的工作提供重

要助力[20-21] 。 在电子商务方面,众多研究表明元宇宙能赋予消费者新的购买渠道[22] ,使消费者进

入三维沉浸式虚拟体验空间,解决买卖双方互动受限、消费者对产品的了解与体验不足等问题[23] ,
提升消费者的购物体验,进而促进产品与服务的购买[24] 。 此外,也有部分学者将研究领域延伸到医

疗健康[25] 、图书馆[26] 、新闻界[27]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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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已有研究来看,学术界在元宇宙概念及其内涵的界定,元宇宙在文旅、教育、电商、非遗传

承、文物保护等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部分学者从区块链[28] 、大数据[29] 、人工智能[30] 、互联

网[31]等单一视角探讨其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元宇宙是对各项互联网相关技术的全面融合、连接

与重组,是互联网全要素有机融合的终极模式,是对于未来互联网全要素发展的一个终极“远景

图” [3] 。 但是,元宇宙与数字经济的相关研究却鲜有涉及。 尽管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巨大的

推动作用,但数字化转型缺乏路径、数字资源利用效率较低、数据资源共享不充分、数字应用安全风

险和数字信任危机等问题影响到我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32] 。 基于此,本文遵循基础说明—机

理剖析—路径分析—应用探讨的研究思路,深入探究元宇宙与数字经济的关系,以期为数字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提供依据。

一、元宇宙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数字技术基础

(一)云储存、元计算、边缘计算等算力技术

云计算、云储存、人工智能、边缘计算为数字经济的高效运转提供“最强大脑”。 在元宇宙中,基
于 5G 高速通信网络环境,数字经济活动中产生的海量数据可以实时传输到可靠、稳定、安全、便捷

的云储存空间[33] ,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按需调配和管理数据资源,边缘计算依托距离用户最近、迟延

性最弱的优势,为用户获得舒适体验提供保障[34] ,真正营造“万物智联、数字孪生”的数字环境。
(二)虚实环境交互融合技术

扩展现实技术让人机实现三维交互,能够获得更好的沉浸性体验。 虚拟现实是一个先进的虚

拟现实系统,让用户在虚拟世界的感受与现实世界的感受完全一致。 增强现实关键在于通过智能

设备将虚拟信息赋予到识别对象上,进行可视化呈现,从而实现虚实信息的实时交互。 混合现实是

一种融合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新型可视化环境,在这个新型可视化环境中,VR / AR / MR 的边界逐

渐模糊,现实对象和虚拟对象实时共存和交互。 全息影像技术可以模糊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边

界,这将为真正实现元宇宙打下坚实的基础[35] 。
(三)虚实对象映射与连接技术

现实生活中的人和物以一种虚拟数字身份的形式存在于元宇宙之中,这将构建成新型虚拟社

会。 物联网在现实空间和元宇宙之间建立虚实对象的泛在连接,将现实对象映射到虚拟世界中,物
联网的典型代表触觉物联网能够显著增强沉浸性[36] 。 人联网描述的是由各种人类节点组成的互连

网络[37] 。 思维联网侧重思维碰撞的过程,深化了思维意识与元宇宙间的互动,使元宇宙中的对象拥

有自动提取、处理、学习和思考知识的强适应性感知能力,克服时空限制进行思想对话,实现精确、
自由及便捷的交流与合作[38] 。

二、元宇宙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一)改变生产要素供给体系,突破生产要素稀缺性制约,提升数字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数字经济是一种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深度融合的经济发展模式,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

素[39] 。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当作生产要素,将数据视作生产要素之一具有时代的必然

性和现实的可能性[29] 。 与劳动力、土地、资本、矿产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相比,数据是一种新兴生产

要素,具有可再生性,可以无限供给,数据的价值会随着数据的数量和质量的提升而提升。 数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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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关键生产要素融入社会经济发展体系,能够打通创新、资金、人才之间的壁垒,发挥不同生产要素

和主体的协调效应;同时能够带动更多的资源在各个领域中充分流动,形成数据对其他生产要素的

乘数效应,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40] 。
(二)变革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突破物理空间限制,提高数字经济效率

在传统产业体系中,要素闲置与产业发展的矛盾突出[41] ,投入—产出效率和价值受限于生产要

素的配置方式和加工方式[42] ,供需错配和生产性产能过剩严重限制了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实时

共享、开放并联”的物联网和互联网在元宇宙中深度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打破资源配置的时空壁

垒,让跨越时空距离的分布式生产活动成为可能,扩大了资源配置的范围。 依托互联网平台,大数

据转变了资源的投入、组合和利用方式,以最少的生产资料投入换取最大的产出,生产要素间的组

合利用效率得到质的提升[43] 。 大数据通过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联动、实时数据与历史数据的比

对、行为规律与现实情境的分析,对消费者需求偏好的“精准预测”成为可能,化解生产端与消费端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44] ,生产与消费的精准匹配让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目标[45] 。
(三)突破边际成本递增规律,提高数字经济效益

边际成本递增和规模报酬递减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生产规律,决定了社会生产与分配的过程与

结果,是西方微观经济学的经典生产理论[46-47] 。 边际成本递增指当产出超出一定规模后继续增加

产出,单位产出的成本会随着产出的增加而增加[48] 。 规模报酬递减规律是指在增加投人一种可变

要素而保持其他投入要素不变的情况下,在可变要素投入量增加到某点后,继续增加可变投入要素

会引起该投入的边际产出递减[49] 。 在元宇宙环境下,生产初期投入高,但逐渐形成沉没成本,随着

生产规模的扩大,边际成本降低,规模效应逐渐凸显,且不会出现经济效益增长的拐点[50] 。 同时,数
字劳动让生产、运输、消费等过程中的搜索、复制、跟踪和验证成本大幅度下降[51] ,这导致边际成本

进一步降低,甚至趋于零。 在元宇宙的作用下,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实现实时交流,在范围经济和

网络的正外部性作用下消费者规模扩大,生产规模也随即扩大,经济效益实现持续增长。

三、元宇宙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一)催生新兴经济业态,助力数字经济量变与质变

1. 开源经济

开源经济是在开源软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也是一种新的数字经济形式[52] 。
开源经济遵循共享的理念,不采用传统的生产者个人创新或联合创新的方式,而是采用一种使用者

驱动的个人创新与联合创新相结合的创新方式,开源经济是在公共产权条件由个人不计成本地提

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过程,在满足激励的多元化、保持创新成果的共享性、维持低成本的合作

与传播机制的条件下,不会存在公共产品供给的难题[53] 。 开源经济的代表性事件是华为将开源性

鸿蒙操作系统源代码捐赠给开源基金会,这在客观上刺激了我国开源经济的发展。 IDC 报告显示,
在 2019 年,采用开源模式的安卓操作系统占领了 87%手机市场。 数字开源技术所构成的开源经济

生态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国家竞争力的重要衡量指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数字世界治理并

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领域[53] 。
2. 通证经济

通证经济即可加密的数字经济[54] 。 通证经济是把通证充分利用起来的数字经济模式,鼓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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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大家把证书、证券、积分等各种权益证明进行通证化,通过区块链释放和发掘其价值,并在市场

快速交易与流转[55] ,使现实生活中一些难以分割和流转的各种权利用通证进行数字化、身份化、资
产化,使之在市场网络中自由流动,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最优化,紧贴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56] 。 通证

经济的本质是变革社会生产关系,是社会分工精细化、专业化、规范化与标准化而形成的更高水平

的社会生产交换形式,达到共享经济发展要求[57] 。 通证经济以区块链通证作为价值载体,对传统经

济活动和数字经济进行数字化有效改造,是推动数字经济多元化发展的一种值得尝试的路径。
3. 元宇宙经济

元宇宙经济即数字产品的生产、交换、运输、经营、消费等均在数字世界中发生的经济活动[58] 。
2014 年黄江南在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对观念经济学进行了系统性阐述,挑战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
而完全在数字世界中进行一切经济活动的元宇宙经济是观念经济的典型代表[59] ,是数字经济中最

有活力、最多变、最有发展潜力的部分。 在网络信息时代,数字经济的发展仍然建立在现实世界的

物质生产活动基础上,在元宇宙时代,当人类以数字人身份进入虚拟世界时,其所进行的社会经济

活动不仅完全可以不依赖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而且还会呈现与物质世界生产、消费完全不同的经

济规律和价值逻辑[59] 。 例如,Roblox
 

游戏平台为那些高积分的热门创作者提供数字代币与法币的

价值兑换服务,就展现了在虚拟世界创造价值、然后在现实世界兑现价值的经济闭环体系。
 

(二)扩大应用生态场景,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转变实体经济发展模式:需求侧引导供给侧,从“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的转换

在元宇宙中,个性化、分散化、小众化的产品和服务需求在无形中被释放出来,在需求引导供给

的环境下形成了以定制化、差异化、众包化为典型特征的万众创造模式,这将加速制造业的创新性

发展,基于数字技术的定制化和差异化生产以及智慧化制造将对促进产品的创新发挥关键性作用,
形成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力[60] 。 在传统经济中,企业在追求规模最大、市场份额最大和经济效益最

大的利益驱动下,过多地关注头部需求曲线,导致尾部需求被忽视,由此形成了企业间、产业间对头

部需求的红海之争与对尾部蓝海市场的忽视,造成资源的浪费[61] 。 在元宇宙的作用下,数字技术的

深入应用让更多边缘产业和小微企业逐渐意识到长尾市场的重要性,帮助他们摆脱对稀缺资源的

依赖,避免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开拓利润小但空间大的个性化需求市场,从而实现了后规模经济的

延展性发展。 因此,元宇宙背景下的数字经济环境有利于企业和行业走出边际内卷的困境,通过大

数据深入挖掘广大用户碎片化的需求,走出经济效益增长的新路子[41] 。
2. 拓展实体经济生存空间:整合资源,优化生产链、产业链和价值链

数据作为关键要素渗透到数字经济发展的研发、设计、生产、加工、流通与消费等环节中,通过发挥

乘数效应和协同效应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和利用效率,有效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产业的科技含量,
重塑产业链、生产链和价值链[60] 。 在推动制造业产业升级上作用明显,通过人工智能对大数据进行应

用和分析,在工业机器人和物联网的作用下推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的高端制造和智能制

造升级,提高产业竞争力[62] 。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过程中,生产端和消费端的潜力得到充分

释放,催生出更多市场适应性强的新兴产品和服务,在大数据的驱动下,智能家居、智慧医疗、智能穿戴

等成为生活的新特点[63] ,生产与消费之间能够良性循环,拓展实体经济发展空间。
3. 推动实体经济绿色转型:精准生产,节能降耗

在元宇宙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入的背景下,企业内部、企业间、行业内部和行业间能够基于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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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实时获取资源消耗信息,对全行业、全产业的研发、生产、加工等过程进行立体化监管,突破传

统经济环节下资源消耗的检测盲区,通过数据模拟技术增加环境监测数据的可靠性,为生产决策提

供充分的依据,从经验性的精英决策向智能化的智慧决策转变[61] 。 在大量生产数据积累的基础上,
构建生产数据库,基于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技术深入挖掘大数据背后的生产规律,突破人才、信
息、科技的壁垒,构建企业生产最佳路径,并且能够根据消费市场的变化对生产作出实施调控,既能

保障生产过程的资源消耗最小化,又能避免市场饱和产生的资源浪费,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

出,实现企业、产业绿色发展。 实体经济的绿色化转型既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

求,又能推动我国早日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
(三)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1. 数字货币完善支付手段,形成良好的交易环境和交易系统

数字支付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以支付宝、微信为代表的数字支付需要通过交易结算中

心进行,具有中心化程度高、垄断性明显的特征,“一家独大、赢者通吃” 效应突出,受到不少诟

病[64] 。 数字货币依托区块链去中性化、可追溯性和不可篡改的特点构建出一套去中心化的交易支

付系统,使得价值在元宇宙中直接交换与流通成为可能。 新兴数字货币体系借助不受时空限制的

支付方式和运营成本低的优势对传统金融货币体系产生了强烈冲击,以美英法等为代表的世界各

国中央银行已经加快了对货币形式与体系的改造升级,展开了法定数字货币研发的竞争[65] ,数字法

币将成为新型数字经济的引擎[66] 。 2021
 

年
 

5
 

月,
 

对比分析 CoinGecko
 

和美联储经济数据库数据发

现,全球加密货币总市值(2. 55 万亿美元)已经超过美元的流通量(2. 15 万亿美元)。 一方面,以数

字货币为载体的支付和交易体系大大加快了资本的流动速度,节约了时间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率,
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经济价值;另一方面,在符合新型货币政策的范围内,为数字资产与现实资产的

互通互换提供可行性依据。
2. 智能合约与云交易机制共同发力,构建良好的信用体系

目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社会信用不佳、信用成本高的问题,元宇宙恰好能够提供一个“信

用成本低、信用环境好”的平台,这对降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整体信用成本、构建信任经济市场环境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67] 。 基于智能合约机制,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形成网络化连接,促进

企业、产业层面形成有限共享的顺序性交易记录开放机制与自主性监管机制,能够有效避免生产

者、消费者、经营者相互间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隐瞒欺诈与道德风险[68] 。 同时,在元宇宙中,交易

双方能够掌握更多监督机会和质量信号,促使企业自主放弃低劣产品,提供品质无忧的产品与服

务。 在此基础上,将这类信用链扩展成依托核心企业而建立的多元信用网,凭借映射追溯机制、云
交易机制和智能合约机制,使线下资源能够在线上流通[69] 。 因此,涵盖企业、行业、经营者、消费者

等多元主体的数据共享与资源交易机制,为社会经济发展以更低的交易成本获取更大规模的信任

资本提供有力保障。 元宇宙中的区块链技术包括点对点传输、数字加密技术、分布式存储、共识机

制和智能合约等[70] ,这为实现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3. 构建良好的竞合关系

信息经济学认为信息壁垒是企业实现超额利润的核心基础[71] 。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建立行

业内部所有企业共同认可的私有区块链,将资源共享情况记录在分布式账本之中,形成元宇宙资源

管理器与企业闲置资产管理系统所组成的智能资源调配系统。 一方面,企业能够释放专用资产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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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间接增加了生产要素的供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增量供给的压力;另一方面,可帮助政府管理

部门、行业监督组织以及企业联盟对行业资源的本底、跟踪、使用形成精确的认知,为
 

“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提供精细化的路径指导。 在行业内部,可以结合企业自身资源禀赋条件,借鉴“行为即是

挖矿”的理念,在同行业中建立跨区域的资源拆借二级市场,用数字货币协助微量级资源度量与结

算,鼓励更多企业广泛参与,以此形成的数据流、资金流、技术流、贸易流、价值流的协同有利于推动

产业集群形成“大集聚,小杂居”的网络空间与行业竞争合作模式的推陈出新[72] 。 同时,人力与物

质资源配置得到最优解,经营生态也由“散兵游勇式”的单打独斗走向“大家好才是真的好”的产业

聚合式创新[73] 。

四、元宇宙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应用场景

(一)元宇宙+智慧医疗,解决看病难问题

在元宇宙中,首先,将物联网与区块链深度融合,将各类医学设备和服务链接上云,对全民进行

健康监测,获取医疗历史、体质监测、运动监测等数据信息,对全民的身体健康进行防疫性监管。 区

块链的匿名性能够保障全民的隐私权益,同时能打通医院、疗养院、保险、生物医药公司、科研单位

及其他相关部门之间的信息通道,更好地为全民健康提供优质保障服务[74] 。 其次,根据患者个人基

本信息、电子病历、相关家族人员信息、区域生态环境信息以及我国人种数据库,快速检测疾病、精
准识别病因[75] ,构建符合中国人的个性化康复治疗方案。 最后,结合医疗机器人、智能感知、人工智

能等技术,能有效支持医生开展远程会诊、远程手术等服务,突破时空的限制,发挥最优质医疗资源

的作用,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发展,让医疗信息和资源“一键可及”,避免无法对症下药、病急乱投

医、救治不及时等问题,真正打通看病难的“最后一公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二)元宇宙+高端制造,突破卡脖子技术

元宇宙可以作为检验现实的实验场所,为解决“卡脖子”技术提供良好的渠道。 在元宇宙中,可
以依托强大的智能化平台构建关键技术虚拟研发平台,在这个虚拟场景中通过跨越时空的协同创

造,进行虚拟仿真,既可以避免大量物质资源的浪费,又可以实现“虚实融合,以虚控实”的核心目

标,提高研发和制造水平,形成无形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76] 。 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云制造、人
工智能、工业机器人等关键技术的深度融合下,将虚拟仿真的结果变现,补齐在芯片、发动机、材料、
数控机床、工业软件等卡脖子技术方面的短板,在全球前沿科技和重大科学等方面抢阵地,在无人

区探索,实现从零到一的突破,增强关键技术和高端制造设备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破解核心技术

和关键零部件对外依存度高的困境,是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又一突破口。
(三)元宇宙+农业,实现智能生产与产业升级

元宇宙的提出,为正陷于发展瓶颈与困境的中国农业指明了发展方向。 一方面,依靠农业大数

据、农业云计算以及农业物联网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智慧农业产业链条,对农业生产进行全流程跟

踪式监测、管理,大数据驱动农产品的种植、管理、采收、储存、加工等过程智能化,从“靠天靠简单劳

动投入”转向以人工智能为指导的数字孪生的农业生产模式,实现农产品质量溯源、农产品安全控

制,加强食品安全及食品运输监控管理,改善农产品物流,助力乡村振兴和农村产业发展,实现精

准、高效、低碳、绿色的发展目标[77] 。 另一方面,能够进一步开发农业的多元属性,延长产业价值链,
把握“长尾需求”,通过“云上参与”的模式体验山水田园生活、传承农耕文明,既体验生活又享受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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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不断催生出社区支持农业、订单农业、认养农业、体验农业、采摘文旅等新业态,促进产业深度融

合。 通过“数字内容”“云体验”方式,变现农业农村的自然景观、文化价值等,能够使农户技术应用

差、经营规模小、标准化程度低的竞争劣势转变为“手工劳作” “原生态”,以及“定制化” 的竞争

优势[78] 。

五、结语

元宇宙通过区块链、物联网、5G 等技术,让数据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性生产要素,突破生

产要素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且随着数字经济活动的增加数据会出现爆发式的增长,为数字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生产资料保障,同时能合理调配资金、劳动力、技术等资源,提高要素的组

合效率、综合利用效率和全要素生产效率,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目标。 在元宇宙背景下,智能化的生

产促进绿色发展,精准化的生产避免供需错位导致的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预见性的生产通过消费

引导生产实现规模经济发展模式向“范围经济”和“长尾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数字经济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发展。 此外,通证经济、观念经济和开源经济逐渐成为数字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数
字货币、智能合约、云交易机制等能够有效解决社会信用成本高、交易风险大、不合理竞争等问题,
这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但在元宇宙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元宇宙与数

字经济融合不平衡不充分,
 

“重量轻质” “重虚轻实”问题严重,核心技术储备和创新能力不足限制

元宇宙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管理体系落后于产业发展等问题。 未来需要对数据进行深入挖掘,
加强元宇宙与数字经济在农业、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方面的深度融合,做大做强实体经济,打造

全产业链,扩展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夯实 5G 通信等新基建建设,在东数西算的基础上重点优化布局

国家大数据平台、大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增加公共网络设施和网络服务的供给;突破量子计算、
人—物—思维综合联网技术、高端数字设备制造等方面的技术瓶颈,补齐短板,为元宇宙赋能数字

经济发展提供牢固的基础;完善管理制度和数字治理体系,解决“大数据杀熟”“赢者通吃” “监管失

效”“非法活动隐蔽性强”等不良现象和安全问题[79] ;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深入推进元宇宙与医

疗、教育、公共卫生等民生事业的深度融合,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从多主体、广视角、
宽领域加强元宇宙与数字经济的深入融合,为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弯道超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提供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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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verse
 

empower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ic:
 

Basis,
 

mechanism,
 

path
 

and
 

application
 

scenarios
ZHONG

 

Yexia,b,
 

WU
 

Siyua

(a.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b.
 

Institut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P.
 

R.
 

China)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China  s
 

economy
 

is
 

changing
 

from
 

high-speed
 

growth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s
 

a
 

vital
 

way
 

to
 

promote
 

the
 

transition
 

of
 

China s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Based
 

on
 

advanced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blockchain 
 

the
 

metaverse
 

effectively
 

integrates
 

production
 

materials
 

like
 

talents 
 

capital
 

and
 

technology 
 

which
 

provides
 

a
 

reliable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ata
 

is
 

a
 

critical
 

production
 

ele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which
 

has
 

changed
 

the
 

supply
 

system
 

of
 

production
 

elements
 

and
 

provided
 

massive
 

reusable
 

resources
 

and
 

offered
 

a
 

sustainable
 

boost
 

to
 

the
 

digital
 

economy.
 

Driven
 

by
 

the
 

metaverse 
 

the
 

space-time
 

barrier
 

effect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s
 

removed 
 

supply
 

and
 

demand
 

can
 

be
 

accurately
 

predicted
 

and
 

coordinated 
 

the
 

efficiency
 

of
 

combined
 

elements
 

and
 

productivity
 

grows
 

by
 

leaps
 

and
 

bounds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is
 

on
 

the
 

Pareto
 

optimum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sees
 

a
 

surge
 

in
 

benefits.
 

The
 

marginal
 

cos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gradually
 

turns
 

into
 

silent
 

cost.
 

Under
 

the
 

model
 

of
 

consumption-driven
 

supply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digital
 

economy
 

shifts
 

from
 

economy
 

of
 

scale
 

to
 

economy
 

of
 

scope 
 

and
 

its
 

development
 

space
 

is
 

expanded 
 

fueling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chang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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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gital
 

economy.
 

As
 

a
 

key
 

production
 

element 
 

data
 

penetrates
 

into
 

the
 

whole
 

sector
 

and
 

the
 

entire
 

industry
 

chai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
 

trend
 

which
 

both
 

boos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to
 

one
 

characterized
 

by
 

intelligence 
 

advancement
 

and
 

crowdsourcing 
 

and
 

unleashes
 

the
 

market
 

potential
 

between
 

the
 

ends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Meanwhile 
 

through
 

in-depth
 

mining
 

of
 

big
 

data 
 

we
 

can
 

blaze
 

the
 

best
 

production
 

path
 

for
 

enterprises 
 

so
 

as
 

to
 

realize
 

the
 

goal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consumption
 

reduction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and
 

drive
 

the
 

profound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Metaverse.
 

The
 

metaverse
 

empower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
 

scenario
 

that
 

is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ness
 

and
 

sharing.
 

The
 

metaverse
 

boasts
 

the
 

great
 

prospect
 

on
 

multiple
 

fronts
 

like
 

high-end
 

manufacturing 
 

healthcare
 

and
 

smart
 

agriculture 
 

blazing
 

a
 

trial
 

for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offering
 

new
 

ideas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  s
 

digital
 

economy.
 

At
 

present 
 

when
 

it
 

comes
 

to
 

the
 

metaverse
 

empower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unbalanced
 

and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the
 

two 
 

ill-equipped
 

core
 

technologies
 

and
 

intelligent
 

equipment 
 

more
 

emphasis
 

on
 

commercial
 

entertainment
 

applications
 

but
 

les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re
 

industries 
 

and
 

the
 

security
 

of
 

application.
 

In
 

the
 

not-too-distant
 

futur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tackling
 

the
 

weaknesses
 

of
 

crucial
 

technologies
 

and
 

cultivating
 

a
 

model
 

for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metaverse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Furthermore 
 

we
 

are
 

in
 

need
 

of
 

optimizing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diving
 

deeper
 

into
 

the
 

livelihood
 

of
 

the
 

general
 

public 
 

paving
 

the
 

way
 

for
 

the
 

transition
 

from
 

Made
 

in
 

China 
 

to
 

Wisdom
 

in
 

China   
 

as
 

well
 

as
 

China  s
 

shift
 

from
 

a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
 

to
 

a
 

world-leading
 

manufacturing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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