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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博弈论是支撑和理解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理论，在数字经济中发挥核心作用。结合

当下数字经济发展对博弈论的新需求，凝练了数字经济基础要素配置的机制设计、数字经济平

台设计和监管、数字经济中市场设计理论和应用、数字经济中的大规模网络博弈、数字经济中

的动态竞争和合作 5 个研究方向。这些研究方向的突破，有利于中国学者在博弈论研究中占据

前沿位置，并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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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

发展数字经济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2017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中强调要

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 2020年 4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把数据纳入生产要素，提出要

“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国家还出台若干法律

和文件对数字经济进行规范，2021年发布了《国务院

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2021年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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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数字经济单独成篇，指

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

尽管中国数字经济实践走在世界前列，但在数字

经济基础原理方面贡献相对很小。不仅在互联网技

术和通信技术方向的原创性技术比较少，而且在数

字经济的基础性市场规则、基础性算法和基础性商

业模式方面原创性也比较少。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

优势主要在引进和借鉴的基础上发挥市场规模庞大

的力量，但是随着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走到世界先进

行列，并且当下存在中美技术脱钩的威胁，中国数字

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加强国内的基础性理论研

究。

数字经济的“经济基础”是信息技术，其“上层

建筑”则是博弈论，博弈论是数字经济中居于核心地

位的基础性理论。数字经济与以往传统经济的最大

不同是大量的“人为设计”而不是自然演化。这里

的人为设计与计划经济有很大的区别，需要考虑市

场参与者的自发行为，设计各种机制提高市场效率

和社会效益，同时保障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基本权益，

因此需要时时考虑所有利益关联者的行为和策略，

博弈处处体现在“设计”之中。相对于传统经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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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济最大的新规律就是基于博弈的各种机制设计，

其技术开发出发点、市场运行机制、市场监管机制、

算法设计的原则，以及数据的收集、处理和使用的原

则等均建立在博弈基础上。数字经济连接力强、穿

透力大、交易速度快，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中交易活

动的“慢决策”，其“快决策”背景下的博弈问题更具

挑战性。深入理解数字经济的客观规律，必须充分

结合数字经济技术特征以及经济主体的行为动机，

探究数字经济的竞争与合作逻辑。

加强数字经济博弈论基础研究有重要的学术价

值和现实意义。随着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产

生了大量难以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不能再靠学习、

借鉴海外经验解决，必须依赖于原创性理论加以指

导。例如，数据要素市场发展很不完善，个人信息保

护、数据孤岛和数据安全等问题急需顶层设计；依赖

于大数据和智能算法的市场匹配机制在给消费带来

便利的同时，也带来大数据杀熟和劳动者被困在算

法里等严重问题；数字经济带来数字化社交乃至数

字化生活，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社交网络结构以及

沟通和信息获取渠道，也带来“信息茧房”和“观点

极化”等隔离和撕裂；平台企业在充分利用其网络外

部性造福社会的同时，垄断和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

等问题也日益凸显；区块链技术和数字货币正在蓬

勃兴起，将可能从底层对数字经济产生革命性的影

响。要从理论上深入理解乃至解决上述问题，基于

博弈论的研究是一条必然道路。上述提到的数字经

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主要是数字经济中各方

经济主体的互动，占据优势一方侵害弱势一方的利

益，可抽象为不同条件下的多主体博弈。博弈论在

人 工 智 能 (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区 块 链 (B,  block-
chain)、 云 计 算 (C,  cloud  computing)、 大 数 据 (D,  big
data)等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以及与传统实体经济融

合过程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是设计众多运行机

制的理论基础。 

1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态势

数字经济与博弈论的结合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

研究前沿，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该领域学者在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nagement  Science》等

经济和管理学顶级期刊上发表了相关论文超过  100
篇。管理学很多顶级期刊也出版了相关专辑，《Manage-
ment Science》在  2005 年推出了“电子商务”专辑，在

2021 年推出了“区块链和加密经济学”专辑；《Har-
vard Business Review》在  2016 年推出了“平台经济”专

辑。为争取学术制高点，欧盟、美国和日本都启动了

资助规模上千万到近亿元人民币的重大项目，例如，

欧盟资助的“数据交易机制”“网络虚假消息探测”

“现代市场中的合作机制”“算法博弈论”等；美国资

助的“平台算法经济”“区块链的理论与应用”等；日

本资助的“数字经济的机制设计”等。目前中国在

数字经济的博弈论基础方面资助的项目以探索类居

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近些年资助了不少相

关的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

国内外一大批经济学和管理学顶尖学者都聚焦

于数字经济与博弈论的交叉领域的研究。2012 年诺

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ROCHET et al.[1] 开创了平台与

双边市场理论；TIROLE[2] 在其著作中用了近一半篇

幅详细介绍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平台经济、人工

智能、区块链和隐私保护等研究话题；TIROLE[3] 通过

构建博弈模型对数字时代政府、私人平台和专业组

织对信息流的控制如何影响个人行为和社会结构进

行深入研究。市场设计的一个重要领域是拍卖，随

着在线广告市场的兴起，大量经济学家开始使用博

弈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4]。从网络拓扑结构的

视角理解数字经济的理论工具是社会和经济网络，

特别是网络博弈，代表性人物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JACKSON，其著作是网络博弈的经典之作 [5]。尽管现

在网络博弈和数字经济还属于比较割裂的两块，但

是在未来这二者的融合将会是一种趋势，JACKSON[6]

就曾谈到理论在大数据与设计时代的重要性。在区

块链中，共识算法中的共识形成过程是博弈论的典

型应用。KUMAR et al.[7] 将工作量证明 (PoW)和权益

证明 (PoS)等共识算法以博弈论的思路进行形式化

的统一。数据作为数字时代的重要生产要素也越来

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JONES et al.[8] 注意到数据具

有非竞争性，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数据产权分配问

题。

总体看，国内外结合数字经济与博弈论的研究越

来越多，有以下趋势：一是多学科交叉融合，融合了

经济学、管理学、运筹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

二是着重理论与实践的融合，研究问题多来自于数

字经济实践，而又注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三是研究

方法的多样性，包括机制设计、信息设计、超模博弈、

位势博弈、联盟博弈和算法博弈等数理演绎分析方

法，也包含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和随机实验等前沿

数据分析和实验方法。 

2  中国发展基础和优势

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优势之一在于中国走在世

界前列的数字经济实践，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的规

模已经超过 35%，创造出多项国际领先的数字技术，

涌现出一批有国际影响的互联网巨头，为相关理论

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高校与业界研究

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结合数字经济发展的国内外

动态，剖析数字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具体问题，发

布各种半学术性的分析报告。这些分析报告及时把

业界问题凝练、抽象成学术界通用的语言，同时也把

学术界的观点传递给业界，为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

提供了大量的经验事实和研究素材，是中国学者有

潜力做出有重大影响力理论研究的扎实基础。

从文献计量学角度看，数字经济相关研究也得到

中国学者的高度重视。以 digital economy为关键词在

Web of Science中可搜索到 7 000多篇文章，其中，中

国学者发表 617篇，仅次于美国学者的 1 244篇和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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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学者的 792篇。另外，以数字经济为关键词，通

过中国知网检索到同时被 CSSCI和 CSCD收录的相

关文章 11 000多篇，且近些年以爆炸式速度增长。这

些研究大多集中于数字经济的宏观描述和分析，专

注于数字经济宏观机理研究，而研究数字经济博弈

论基础的较少。

与国内联系密切的一批华人学者在数字经济与

博弈论交叉领域取得了出色的成绩。TAN et al.[9] 将
平台与双边市场理论推广到多边市场分析框架，

CONG et al.[10] 分析区块链技术对竞争和产业组织的

影响，CHOI et al.[11] 建立一个非随机消费者搜寻理论

的一般分析框架，RHODES et al.[12] 对消费者搜寻与零

售市场结构进行研究，JIANG et al.[13] 对共享经济进行

系统性研究，LI et al.[14] 对在线声誉机制进行深入研

究。这些研究为数字经济博弈论基础研究的发展打

下了扎实基础，以星火燎原之势激励中国学者做出

更具开创性的原创性学术成果。 

3  主要研究方向和典型科学问题

根据数字经济特征，数字经济可以划分为后台、

中台和前台 3个部分。后台即数字经济的基础建设

部分，中台即数字经济的市场建设部分，前台即数字

经济的市场交易部分。数字经济有自己特有的基础

设施，即数据、区块链和数字货币。与传统经济不同，

这些基础设施本身都蕴含大量的博弈问题。数字经

济的市场建设主要是市场设计，包括平台的设计和

交易的设计，是典型的机制设计问题。而数字经济

的市场交易部分主要是平台、买方、卖方和监管部

门多方面的互动，也存在大量复杂的博弈问题。消

费者网络是数字经济的基础活动单元，平台是数字

经济的中枢，政府是数字经济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管

者。博弈存在于上述系统的每一个环节中，消费者

之间存在竞争和合作；平台基于消费者数据信息流，

在政府监管和市场纪律之下进行平台和市场设计；

平台之间存在竞争和合作；政府与平台和消费者博

弈，设计市场规则和监管制度；此外，数字经济中竞

争和合作具有高度动态的特征。在此视角下，本研

究提炼出 5个研究方向，各研究方向之间的逻辑关系

见图 1。 

3.1  研究方向 1：数字经济基础要素配置的机制设计

数据是数字经济中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区

块链技术和数字货币是数字经济新的技术动力。在

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之上，数据、区块链和数字货币成

为数字经济新兴的基础要素。数字经济的基础建设

首先必须保证数据不被篡改、泄露和丢失，而计算机

领域中的安全多方计算技术和区块链技术作为解决

数据安全的基础性技术，正在重构数字经济的微观

基础，但尚未有成熟的理论工具探讨数字经济的顶

层机制设计应该相应做出哪些重要调整。例如，如

何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前提下设计数据要素市场，如

何妥善解决数据生产者与数据拥有者的权益不对称，

以及数据透明与数据隐私、数据孤岛与数据共享等

冲突，如何设计区块链下的共识协议以更好地发挥

集群智慧实现个人、机构和政府的多赢等问题，数字

货币应用中的央行、商业银行、支付平台之间的竞

争和合作问题，以及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博弈问

题。该部分研究涉及到的主体主要是平台、企业和

政府。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数据交易机制设计，数字要

素的定价和收益共享分配机制，数据要素市场的监

管设计，数字经济中区块链的共识协议，央行数字货

币应用中的多方博弈等。 

3.2  研究方向 2：数字经济平台设计和监管

平台是数字经济中最为成功和普遍的商业组织，

消费者 平台
生产及

零售企业

政府

研究方向 4

数字经济中的
大规模网络博弈

研究方向 2

数字经济平台
设计和监管

研究方向 1

数字经济基础要素
配置的机制设计

研究方向 3

数字经济中市场设计理论和应用

研究方向 5

数字经济中的动态竞争和合作

前台 中台 后台
 

图  1  研究方向之间的逻辑关系

Figure 1  Logical Relationship of Research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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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市场提供了一个交易场所，通过促成双方或多方

用户之间的交易，并收取交易费用而获得收益。数

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网络、数据、算法三重外部

性叠加，导致以平台为中心的互动结构日趋复杂，传

统的平台设计导致一系列问题，如平台赢者通吃，损

害了买方和卖方的利益。因此，需要在多层动态博

弈的思维下，为平台设计更为合理的定价机制和交

易机制，从而促进市场良性发展，并最终实现买方、

卖方和平台的三方共赢。平台垄断和平台治理不能

仅靠市场本身来解决，需要设计贴切的监管机制，实

现平台创新与平台社会效益的均衡发展。该部分研

究涉及到的主体主要是平台和政府。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数字平台用户行为分析，定

向搜寻与平台设计，在线声誉机制研究，平台竞争与

反垄断，平台监管和治理等。 

3.3  研究方向 3：数字经济中市场设计理论和应用

市场买卖双方从线下迁移到线上后，交易可能性

极大提升。在数字平台的支撑下，使用算法可以极

大提高供需双方匹配效率，而算法的有效性强烈依

赖于“聪明”的匹配机制设计；在线市场也给拍卖这

种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创造了新的应用场景，需要

新的拍卖机制。线上的匹配机制设计或者拍卖机制

设计与线下最大的不同在于市场具有多边性、异质

性、动态性、随机性和复杂性，并且数字经济的最新

发展又使机制设计必须与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

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紧密结合，由此衍生出一系列

复杂的匹配和拍卖问题。该部分研究涉及到的主体

主要是平台、企业和消费者。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线上双边交易 (复杂 )市场设

计问题，线上双边 (复杂 )匹配问题，在线广告拍卖问

题，在线动态拍卖问题，在线多物品拍卖问题等。 

3.4  研究方向 4：数字经济中的大规模网络博弈

数字经济中，一个鲜明特征是线上网络活动与线

下经济行为紧密相连，个体相互影响呈现出更加多

元化特征；个体社交网络快速变化，产生社会影响的

模式不断翻新。由于同侪效应，个体行为模式呈现

高度复杂性。数字经济降低了信息获取成本，新媒

体个性化推荐算法的使用，人类观点和信念的极端

化没有被削弱，“信息茧房”效应反而更加凸显；数

字经济的扩张也创造了新的经济机会，但是所实现

价值无法在个人与区域之间进行平等分配。所有这

些问题都需要从网络拓扑结构的视角，借鉴网络博

弈工具进行深入研究。该部分研究涉及到的主体主

要是消费者、企业和平台。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数字经济中的网络形成博弈

理论，数字经济中的网络与行为协同演化博弈理论，

数字经济中的信息传播与社会学习博弈理论，数字

经济中数字鸿沟与不平等。 

3.5  研究方向 5：数字经济中的动态竞争和合作

数字经济中的定价、匹配以及其他核心竞争决

策主要通过算法实现，算法决策具有在线和动态等

显著特征。这种算法决策体现出来的在线性和动态

性，一方面大幅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另一方面对定价策略的稳定性提出很高要求。

这需要结合大数据与算法，重新深究企业的定价、匹

配、竞争、合作、联盟等经典问题，在动态环境下刻

画算法决策之下的竞争和合作问题。此外，因为涉

及到动态竞合，时间一致性是重要因素之一，需要将

静态模型扩展到动态框架，使用大量的控制论和微

分博弈等工具刻画动态竞合行为，这在技术上非常

具有挑战性。该部分研究涉及到的主体主要是企业、

消费者和平台。

典型科学问题举例：动态定价算法设计，动态稳

定匹配理论，动态双边市场理论，数字经济中的时间

一致性，数字经济中基于联盟博弈的动态合作等。 

4  结束语

数字经济给博弈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素材和应

用场景，成为中国学者占据理论前沿的一个契机。

一方面，中国数字经济实践走在世界前列并超前于

理论；另一方面，随着一批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华

人学者回归祖国，中国博弈论领域的研究力量得到

快速壮大，他们致力于数字经济中博弈问题的研究，

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我们相信，一流的实践加上一

流的人才，必将在数字经济领域产生一流的博弈论

基础理论，为中国数字经济引领全球做出重大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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