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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数实融合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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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数字经济的浪潮汹涌而来，互联网
的终极奥义，正在变得清晰。承载着庞大
的流量，孕育着海量的新技术，数字经济
正在成为互联网的代名词。无论是腾讯的
产业互联网，还是阿里的数字经济体，我
们都可以看到，回归数字经济，并且寻找
其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方式和方法，正在成
为新的目标和方向。如果我们将平台经济
所建构的以互联网经济和实体经济为主导
的二元经济形态看成是互联网时代的主要
特征，那么，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
度融合，并且建构起来的一元经济形态，
则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主要特征。

脉络已经清晰，想要实现并未易事。
业已形成的约定俗成的发展模式，轻车熟
路的商业闭环，让人们很难愿意去寻找并
实践新的发展模式。说到底，尚未真正找
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方式和方
法，并且形成一套完整的商业闭环，才是
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一
点，在互联网时代表现得较为明显，在我
看来，互联网时代之所以能够如此快速地
发现，正是在于它找到了一套完整的商业
闭环，并且迅速发展壮大。

如果一定要找到促使互联网时代快速
发展的内在逻辑的话，资本和流量仅是表
象，互联网技术的成熟以及由此带来的人
们的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才是关键所在。
因此，技术催生了商业，商业完成了改
造。如果一定要给以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的深度融合为主导的数字技术的成熟，才
是催生这一新的风口的关键所在。然而，
当数字技术开始走向成熟，我们却看到了
另外一种模样，以元宇宙、NFT为主要代
表的数字科技孪生体非但没有建立起与实
体经济的融合，甚至还将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

很显然，当下这样一种发展状态又陷
入到了互联网式的怪圈之中。说到底，当
前这个阶段的数字经济发展状态，依然是
互联网式的。长此以往，数字经济非但无
法实现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甚至还将
失去最佳的窗口期。分析当下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融合过程当中出现的矛盾和问
题，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对于互联
网式的发展模式的迷恋、对于数字经济内
在逻辑的认识不清、对于数字经济商业模
式的创新不足是主要方面。在我看来，没
有找到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正
确方式和方法，并且形成一套完整的商业
模式，才是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关键所在。

数实融合正在进入瓶颈期
不得不说的是，数字经济只有与实体

经济实现深度融合，是以内部元素的融合
和改造为前提。曾经，人们对于数字经济
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充满了期待，并且
一度将其看成是开启新发展浪潮的关键。
然而，若要实现这一点并非易事，再加上

很多人对互联网依然抱有侥幸心理，于
是，我们看到了数实融合开始越来越多地
走入到发展的瓶颈期。

1、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裂痕愈加明
显。

以元宇宙、NFT为主要的数字经济孪
生体的风靡，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即，人
们仅仅只是关注数字经济的发展，而忽略
了其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在这样一种情况
之下，我们看到的是，以往曾经熟悉的画
面开始出现，即，人们仅仅只是将数字经
济看成是一种实现暴富的方式和手段，而
并未真正让数字经济回归到真实的商业
上。然而，数字经济一味地只做数字经济
本身，而不去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其实
是在建构一个虚假的乌托邦，最终会因为
没有找到合适的生长土壤而枯萎。

我们看到的数字货币的虚假繁荣，我
们看到的区块链的昙花一现，基本上都是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可以肯定的是，如
果数字经济依然仅仅只是停留在数字经济
本身，那么，它的发展势必还是会走入到
互联网式的发展怪圈之中。当下，我们看
到的仅仅只是将数字经济看成是一种噱头
和营销手段，正是这一现象的直接提现。

长此以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裂
痕将会逐渐扩大。数字经济非但无法发挥
出它的最大的功能和作用，实体经济甚至
还会丧失最佳的发展期。我们看到的以元
宇宙、NFT为主导的虚假概念的出现，正
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分道扬镳的具体体
现。如果这个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数字经
济的发展依然还是会走入到死胡同里，

2、数实融合的商业模式并未真正成
熟。

任何一个时代的真正来临必然是以商
业模式的成熟和完善为基础的，在数实融
合的时代同样如此。不可否认的是，人们
一直都在畅想数实融合之后给人们的生产
和生活带来的更加深度而又全面的改变，
但是，在如何实现数实融合的问题上，很
显然是束手无策的。纵然是那些试图寻找
数实融合的玩家，多半业已进入到了互联
网式的发展怪圈之中。

归根结底，主要是由于数实融合的商
业模式并未成熟所导致的，现在，玩家们
依然在依靠互联网式的商业模式来实践数
实融合，最终，所谓的数实融合仅仅只是
一个概念而已，从本质上来看，它与互联
网时代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概念和噱头并无
区别。当数实融合缺少了商业模式的支
撑，那么，它就是一座空中楼阁。无论是
多么绚丽，都是遥不可及的。

同样拿元宇宙、NFT举例，我们的确
看到了它们对于人们生活方式的改造，但
是，它们的这些商业模式仅仅只是停留在
数字经济本身，并未真正从数实融合的角
度来看待它。说到底，数字经济还是数字

经济，实体经济还是实体经济，数实融合
并未真正实现，数实融合的商业模式并未
真正成熟。

3、对于数实融合的本质认识不清。
在我看来，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

合，从根本上来看，就是要打破传统意义
上二元经济形态，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
济的深度融合。在这个过程当中，数字经
济与实体经济的内在元素的深度改造以及
由此所导致的融通，才是关键。我们现在
看到的更多的是，人们仅仅只是将关注点
聚焦在了实体经济的数字化上，对于数字
经济的实体化认识明显不足。归根到底，
还是因为没有把握住数实融合的本质所导
致的。

所谓的数实融合并非单向上的数字经
济改造实体经济，更不是单向上的实体经
济拥抱数字经济，而是一个双向的，相互
融通的过程。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
非常明显地看出，现在我们所谈论的数字
经济，所谈论的数实融合，其实已经走在
了错误的道路上。认识到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的深度融合，是两者之间鸿沟的弥
合，是两者之间隔阂的打破，是彼此之间
的双向流动，才是导致数实融合可以快速
发展的关键所在。

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数实
融合正在进入到瓶颈期。正如上文所提到
的那样，任何一个时代的来临都是新技术
的成熟和完备所导致的，而寻找突破数实
融合的瓶颈的方式和方法，依然还是要从
技术上着手。通过技术的手段来实现数实
融合，而非一味地将两者割裂。在我看
来，区块链才是实现数实融合的桥梁和纽
带，以更加深度的角度来看待区块链，以
区块链的视角来寻找数实融合的方式和方
法，才是真正实现数实融合的关键。

区块链，数实融合的技术底座
缺少了技术的支撑，数实融合是无法

实现的。那么，究竟什么技术才是数实融
合时代的基础设施呢？笔者认为，区块
链，才是真正能够成就数实融合，并且发
挥出和互联网一样的功能和作用的技术，
区块链，才是数实融合时代的技术底座。

1、区块链足够基础。数实融合之所以
会陷入瓶颈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
于，它仅仅只是以那些相对较为表层的技
术作为“手术刀”，而没有以一种更加底层
的技术作为主导者所导致的。简单来讲，
就是没有确立区块链在数实融合时代的功
能和地位所导致的。

区块链之所以会承担起这样的功能和
作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足
够基础，它可以串联起其他的技术，它能
够是实现以数字科技为主导的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之间的深度融合。从本质上来
看，区块链真正要解决的是，最本质，最
基础的数字传输的问题，再解决了数据传

输的问题之后，上层的元素与商业形态才
会发生改变，并且这种改变是顺理成章的。

另外，区块链的足够基础让它可以打
破原本横亘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
障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通与结合。试
问，除了区块链技术，谁还可以实现这样
的目标？谁还可以承担这样的角色呢？

2、区块链足够普适。数字经济与实体
经济之间的融合是一个大型的，体系化的
存在，它涉及到的并不仅仅只是某个行
业，某个场景，而是一个生态化，全场景
的存在。因此，必须是那种足够普适的技
术，才能够承担这样的功能和作用。

对标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这些新
技术仅仅只是在某个行业，某个领域抑或
是某种场景里，才能发挥到它们的功能和
作用。对于这些仅仅只能在某些领域，某
些场景里可以发挥作用的技术来讲，他们
是很难建构一个庞大的生态体系和行业体
系的。

同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不同的
是，区块链是相当普适的存在。它不仅存
在于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这些新技
术之中，甚至还存在于不同的行业形态之
下。正是由于它的这样一种无所不在，所
以才成就了区块链的普适，才让区块链可
以成为联通以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
为主导的数字经济与以制造、农业为主导
的实体经济，最终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
济的深度融合。

3、区块链足够完整。前文提到，任何
一种商业形态，任何一个商业社会必然需
要形成一套完整的商业模式闭环，只有这
样，它的发展才能长久。当数实融合的时
代来临，我们依然需要寻找到一个完整的
商业闭环，实现一个完整的商业社会，才
能让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全部囊括进来。区
块链的深度且完整的体系，最终让它成为
实现数实融合时代的完整商业闭环的必然。

借助区块链，我们不仅可以实现内部
元素的改造，而且还可以建构一套完整的
商业体系。这样一套建构于区块链之上的
商业闭环，无疑正是我们所要寻找的数字
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最为真实的模
样。有了这样一套有始有终，无缝对接的
完整的商业闭环，数实融合才能真正告别
一味地偏向于数字经济，亦或者实体经
济，实现真正意义上融通与结合。

数实融合，已然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和趋势。然而，数实融合同样正在无可避
免地走入到瓶颈期。在我看来，最为根本
的原因是没有找到数实融合的桥梁和纽带
所导致的。区块链的基础性、普适性和完
整性，让它可以承担起这样的功能和作
用，以此为开端，数实融合才能不再是一
个束手束脚的存在，而是变成了一个可以
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强劲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