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社会主义：技术赋能下的社会价值创新与实践路径

陈斌

在当今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

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

方式。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激发数字经济创新活力，将

数字技术与制造优势、市场优势更好结合起来。从大数据精准匹配供

需，到云计算赋能分布式办公；从人工智能优化公共服务，到区块链

保障信息安全与信任构建；从企业以利润主导，到以技术优势追求可

持续社会价值，数字技术已然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在这一

背景下，“数字社会主义”这一理念逐渐受到关注。

数字社会主义不仅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念在数字时代的延伸，更

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实现全民共享、社会公正与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一方面，依托数字技术强大的信息采集、传输、分析与处理能力，将

社会经济运行中的海量数据转化为有价值的决策依据，打破传统信息

不对称的壁垒，使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更加透明、高效；

另一方面，数字社会主义坚守社会主义的价值内核，秉持服从全局、

服务大局的价值理念，强调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利用数字手段促进

社会公平。无论是通过数字政务平台拓宽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保障

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还是借助数字教育资源共享缩小城

乡、区域教育差距，确保每个个体都能在数字时代拥有平等的发展机

会，数字技术已成为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目标的有力助推器。

数字社会主义在多领域的实践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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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领域：共享协作与普惠发展。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是数

字社会主义在经济层面的突出亮点。诸如共享出行、共享办公、众包

物流等模式，打破了传统行业的资源垄断与时空限制，盘活了闲置资

产，实现了生产要素的社会化高效配置。普通民众既可以作为消费者

享受便携低价的服务，又能变身服务提供者获取额外收入，模糊了传

统雇佣关系，推动了收入分配多元化。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助力小微

企业跨越发展门槛。基于云计算的低门槛 IT 服务、电商平台提供的

广阔市场接入机会，让大量草根创业者得以将创意落地生根，与大型

企业同台竞技，促进市场竞争生态良性化，为经济均衡发展注入活力，

展现出普惠式增长的潜力，契合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

（二）政治领域：民主参与和精准治理。在政治维度，电子政务

系统、在线民意征集平台等数字化工具极大拓展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广

度和深度。民众能随时就民生政策、城市规划等议题发表见解，政府

依据大数据分析精准把握民意诉求，制定出更贴合群众需要的决策，

提升了决策的科学性。数字孪生城市等技术创新为城市精准治理赋能，

实时监控交通流量、能源消耗、环境指标，以数字化模型模拟政策实

施效果，提前优化调整，避免“一刀切”式粗放治理弊端，让城市运

转更有序、资源利用更高效，保障公共利益最大化。

（三）文化领域：全民共创与精神共富。数字文化产业百花齐放，

网络文学、短视频创作、数字艺术展览等新业态蓬勃发展，给予大众

施展才华的舞台。普通网民从文化消费者变身创作者，以 UGC（用户

生成内容）模式丰富文化产品供给，传承并弘扬多元地域文化，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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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手艺人通过直播带货与非遗展示重焕古老技艺生机。数字技术还助

力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在线图书馆、虚拟博物馆让偏远地区民众也能

饱览人类精神硕果，缩小城乡文化鸿沟，凝聚社会价值共识，进而迈

向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

数字社会主义发展的驱动因素

（一）技术创新迭代。以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为代表的高

速通信网络奠定数据高速传输基础，海量数据瞬间畅达；人工智能算

法持续精进，从智能客服到复杂决策辅助，深度挖掘数据价值；区块

链分布式账本技术确保信息可存可信，维护数字资产权益。这些前沿

技术彼此交融、螺旋上升，不断拓展数字社会主义实践边界，创造新

应用场景，是数字社会主义前行的核心动力。

（二）社会需求拉动。随着民众对美好生活向往日益强烈，对高

品质产品、公平社会环境、高效公共服务需求攀升。数字技术回应这

些诉求，比如，在医疗领域通过远程会诊缓解看病难；教育领域通过

在线课程促进教育公平；在就业、养老等民生板块持续发力，社会需

求为数字社会主义成长营造广阔空间，牵引其向纵深发展。

（三）政策引导扶持。政府出台系列数字经济发展规划，鼓励科

技创新政策，从税收优惠扶持数字创业企业，到科研投入助力关键技

术攻关；各地积极探索数字政府建设标准规范，构建数字社会治理体

系，政策支持为数字社会主义筑牢制度根基，进而保障其有序发展。

数字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方略

在以数字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以数字化共享实现物质精神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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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的道路上，依然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一是数字鸿沟问题。城乡之间、

不同年龄群体间数字设备普及程度与数字技能水平差异显著。偏远农

村网络覆盖差、老年人数字设备操作困难，导致他们在数字经济红利

分享、数字政务服务获取上滞后，不仅影响个体发展，更可能加剧社

会分化，冲击公平原则。二是数据安全与隐私担忧。数字化时代的数

据即是资产，海量个人、企业、政府数据汇聚，数据泄露、滥用风险

剧增。商业平台过度收集用户信息、数据“黑产”猖獗，不仅侵害个

人隐私权益，引发信任危机，还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考验

数字社会主义的数据治理智慧。三是技术伦理困境。比如，人工智能

算法偏见可能在招聘、贷款审批等环节造成歧视，自动化技术伦理争

议不断，数字技术若缺乏伦理约束，会背离社会主义人文关怀初衷，

陷入唯技术论误区，进而侵蚀社会公序良俗根基。

为此，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以应对数字社会主义发展中面临的上述

挑战。一方面，弥合数字鸿沟。加大农村偏远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投入，推动网络提速降费；开展全民数字素养教育工程，针对老年群

体定制适老化数字培训课程，社区、公益组织上门辅导；鼓励企业开

发无障碍数字产品，让数字服务惠及全体国民，夯实数字社会主义群

众基础。另一方面，应强化数据安全保障。构建完善的数据安全法规

体系，明确数据收集、存储、使用各环节权责；加强数据监管执法力

度，严厉打击数据违法行径；运用区块链、加密技术强化数据防护，

推动数据脱敏、匿名化处理，确保数据可控可用，守护数字时代信任

基石。再者，筑牢技术伦理底线。制定数字技术伦理准则，将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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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责任等理念嵌入算法设计、产品研发全流程；建立算法审计、

技术评估机制，对可能引发伦理风险的项目前置审查，让数字技术始

终在造福人类的轨道运行。

综上所述，数字社会主义的本质是通过技术重构生产关系，使发

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国民。通过数字技术赋能经济、政治、文化

等领域，进而开辟出一条通往公平、高效、可持续未来的价值创新之

路。尽管面临数字鸿沟、数据安全、伦理困境等诸多挑战，但只要精

准施策，秉持服从大局、服务全局的价值初衷，坚持价值共创，数字

技术则能成为人类文明进步与物质精神财富共享的“向善之力”。

（本文转自《金融时报》2025 年 3 月 31 日，作者系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

分会副秘书长、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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