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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据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日益显

现。数据经过采集、清洗、存储、加工等各环节,不断积累价值形成数据资本。基

于数据价值链的视角,使用成本法和增值法估算价值层面的数据资本形成额与数据

资本存量,用存储规模法估算物理层面的数据规模,基于数据资本估算结果利用省

级面板模型估计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发现:2003—2020年间,我国数据资

本形成额、数据资本存量在总量和人均上均实现大幅度增长,增速明显快于GDP
增速;2011年后,数据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和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均明显

超过之前阶段,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动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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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据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各类生产活动之中。数据可

以在研发部门参与知识的生产,也可以用于生产部门提升生产效率,① 被称为 “数
字经济时代的石油”。数据是指利用一定的信息技术手段所形成的对信息的数字化记

载。② 物理意义的数据经过采集、清洗与存储、加工等步骤,逐步形成具有生产价

值的数据。从经济学视角来讲,具有生产价值的数据为 “数据资本”,其积累的存量

为 “数据资本存量”,每年新形成的数据资本则为 “数据资本形成额”。要进一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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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和度量数据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一个基础性工作就是理清一个经济体中到底有

多少数据资本。因此,理解数据资本形成的过程,科学度量我国数据资本的存量、
分布及走势,进而客观评价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引导其更好地发挥经济价值,在

理论或实践层面都已成为一个十分重要和迫切的课题。
当前,国内数据资本的估算尚处于探索阶段,鲜有公开发表的估算成果。现有

研究借鉴关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资本等的已有方法,① 认为数据资本

估算可采用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等三类方法。② 市场法基于与数据相关的同类

物品的近期市场交易价格或者市场价格等价物来估算数据资本形成额。但当前数据

要素市场并不成熟,可供参考的市场交易价格甚至市场价格等价物难以获取。收益

法基于数据在未来能够获取到的预期收益,通过折现来估算数据资本。而当前数据

缺乏成熟数据要素市场的支撑,实际操作过程中对数据预期收入的估算存在诸多不

确定性,无法进行准确预测。成本法基于数据价值获取过程中的各类成本来估算数

据资本形成额。从数据的可获取性以及既有实践来看,成本法是现阶段对数据资本

形成额进行估算最为可行的方法。目前加拿大统计局 (CanadaStatistics)以及美国

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BEA)的相关估算都是基于成本法,中国资产评估协会以及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也同样建议采纳成本法作为数据资本估算的主要方法。
国际上关于数据资本的估算也处于探索阶段,少量可参考的工作都是基于成本

法。加拿大统计局在2019年③和美国BEA在2022年④的估算逻辑类似,都是通过

对数据价值链的分析,分别估算从事数据价值链中相关工作的就业人员的劳动力成

本以及生产数据资本的非劳动力成本,进而用每一年总和的成本去度量新增的数据

资本形成额。但目前各国都没有关于数据生产所消耗的劳动力成本和资本成本的调

查统计,因而必须借助其他方法。其中,美国BEA在劳动力成本估算方面相对精细

一些,采用机器学习对不同职业与数据的相关程度进行了估算,从而确定这些职业

的劳动力成本中有多大比例可以算入数据相关的劳动力成本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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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成本法也存在明显不足。首先,从数据价值形成的规律看,在数据生产的

不同阶段,同样成本所积累形成的价值量可能并不相同,比如从事数据采集和从事

数据分析各自耗费的一个单位劳动对数据价值量的影响可能十分不同,现在对中国

数据资本估算的讨论都忽略了这一点。其次,更重要的是,数据资本估算的基本逻

辑是价值量估算,采用成本法进行估算的前提是数据生产的成本大体和数据的价值

量相当,但这一点难以实现。一个突出问题是,数据的价值和数据分析的技术水平

密切相关,在数字经济发展早期,算力和算法水平相对较低,用成本法估算的数据

资本,其价值明显会被低估。再次,实际估算工作中也面临数据来源不足的问题。
比如,相比发达国家,我国关于数据生产的劳动力成本的统计数据基本没有直接的

统计资料,现有文献没有针对我国的情况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最后,除了在价值

层面估算数据资本,在物理层面对数据存储规模进行估算同样有必要,现有研究忽

视了这一点。对物理层面的数据资本进行估算,可以最终获取单位存储的数据资本

价值,从而为数据要素市场的构建提供更好支撑。由以上可见,基于现有框架对中

国数据资本进行估算,难以得到关于数据资本存量的科学度量,进而难以得到关于

数据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客观评价。特别是,很可能低估数据资本存量,进而低

估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本文将数据价值链划分为数据采集、数据清洗与存储、数据加工三个环节,基

于三个环节构建数据生产的经济学模型,论证成本法的经济学原理及其存在的问题。
进而基于价值链的视角,考虑数据分析技术发展带来的数据价值增值,在成本法基

础上提出了增值法。增值法可以更直接地反映数据要素的本质特征,即数据分析技

术的进步会提升数据的价值,解决成本法会低估数据资本存量这一问题。本文利用

成本法、增值法及存储规模法等三种方法,从价值层面和物理层面对我国数据资本

存量做出系统估算,刻画其随时间的动态演进特征。其中,本文采用机器学习的方

法,基于我国职业大典中各类职业的详细描述,估算了数据生产三个环节中各个职

业分配给数据相关工作的时间比例,对三个环节中的劳动力成本进行了详细估算。
使用分省数据资本存量的估算结果,本文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数据资本的产出弹

性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

2011—2019年,数据要素无论在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还是对经济增长率的平均贡献

率上,均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的动能。本文研究发现,过往估算所采用的简单

成本法存在低估数据资本贡献的可能。

一、基于价值链的数据资本估算方法

(一)数据资本和数据价值链

在经济活动中,数据经过采集、清洗、存储、加工等各个环节,其规模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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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积累,形成数据资本。数据价值链反映数据资本形成过程中所经历的环节。一

些学者、国家及国际组织均对数据价值链进行定义,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基于个人数据将数据价值链分解为数据的 “采集/授权” “储存与聚合”
“分析与销售”和 “利用”等四个环节;① 美国BEA认为数据要素参与价值创造的

价值链可以被分为数据的 “采集” “存储” “加工” “销售”和 “利用”等五个环

节;② 加拿大统计局同样基于数据要素参与社会生产活动的过程提出 “信息价值

链”,可以被划分为 “观测” “数据” “数据库”和 “数据科学”四个环节。③ 类似

地,国内最新研究在探讨数据要素价值的估算逻辑时,将数据价值链划分为了 “数
据收集”“数据存储”和 “数据分析”三个环节。④ 尽管这些研究对数据价值链的划

分各有差异,但是基本逻辑相通,均考虑了从原始数据的采集和收集到数据的分析

利用这一完整的流程。
基于数据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重要步骤,借鉴加拿大统计局、美国BEA等研究,

本文将数据价值链划分为了数据采集、数据清洗与存储、数据加工三个阶段,见图1。
其中,数据采集将原始信息转换为数字形式的观察结果,可以储存、传输或处理。
数据清洗与存储是对采集到的数据以一定的标准进行初步处理,并有组织地进行数

据存储,以方便后续的检索和操作。数据加工指的是基于存储的数据,有系统地进

行创造性活动,将初步处理的数据加工成表征一定模式的,可以更好地在各种数字

经济场景中发挥作用的数据。

图1 数据价值链与数据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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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数据资本的主体是从事数据相关业务的企业。根据传统企业成本的核算范

围,数据资本形成的成本可以拆解为:在数据采集、数据清洗与存储、数据加工三

个环节中发生的一系列劳动力成本,以数据库、服务器、存储设备等为代表的资本

成本,和企业税负及其他费用成本。其中,资本成本、企业税负及其他费用成本这

两块成本可合称为非劳动力成本。从数据本身而言,在数据采集环节,主要是形成

数据规模;在数据清洗与存储环节,主要是提升数据质量;而在数据加工环节,主

要是融入了数据分析技术。① 数据资本价值的形成,不仅仅来自各环节直接消耗的

成本,另外一个重要来源是数据分析技术的进步会直接提升数据的价值。尤其在第

三个环节数据技术提升的过程中,不同创新性企业针对数据加工的算法可以扩散到

整个数据相关行业,让已存储的数据更有效地应用于更多经济场景之中,从而发挥

出更大的价值。
基于图1,本文的三种估算方法分别对应如下范畴。第一,成本法仅针对形成

数据资本的成本;第二,增值法对应形成数据资本的成本和数据资本的增值;第三,
存储规模法对应于数据存储规模。下一小节通过引入一个简单的经济学模型,介绍

数据资本估算方法的理论逻辑。

(二)数据资本估算方法

1.成本法

首先,假定市场中一共存在从事数据资本积累相关经济活动的同质化企业 N
家。为了便于分析,进一步假定每一家企业的经济活动均涉及数据价值链的三个环

节。② 企业i在数据采集、数据清洗与存储、数据加工三个环节的相关劳动力投入

分别为li1,li2,li3,投入的资本为ki。则可以假定企业i每期的数据资本形成额Vi有

以下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

  Vi=Aikαilβi1lγi2l1-α-β-γi3 (1)

就式 (1)而言,lβi1代表了在数据规模形成过程中的劳动力贡献,lγi2代表了在数

据质量提升过程中的劳动力贡献,l1-α-β-γi3 代表了数据技术提升过程中的劳动力贡

献;同时,kαi则代表了整个数据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所作出的贡献。
基于式 (1),本文假定,企业i在数据采集、数据清洗与存储、数据加工三个

环节的相关劳动力投入,对应的市场劳动力单位成本 (即工资)分别为s1,s2,s3。
同时,投入的资本所对应的资本利率为r,那么可以进一步得到企业i在数据资本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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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过程中所花费的成本ci如下:

  ci=s1li1+s2li2+s3li3+rki (2)
若企业在数据生产过程中其所追求的目标为利润最大化,将数据资本的单位价

值标准化为1后,可以得到企业i的最优化问题:

  max
li1,li2,li3,ki

Aikαilβi1lγi2l1-α-β-γi3 - (s1li1+s2li2+s3li3+rki) (3)

如果进一步假定数据相关的市场是一个企业可以自由进入的完全竞争市场,那

么当同质化的企业在市场中有正利润时,便会有其他企业不断地进入,直到每个企

业最终的利润为0。假设在最终均衡时,市场中的企业数量为N,那么利润为0就

意味着每家企业都有:

  Vi=ci=s1li1+s2li2+s3li3+rki (4)
若l1,l2,l3分别为所有企业用于数据采集、数据清洗与存储、数据分析三个环节

的相关劳动力总投入,k为各企业总的资本投入。由于假定了企业是同质的,必然有

A=Ai,l1=Nli1,l2=Nli2,l3=Nli3,k=Nki。通过对式 (3)的求解,可以得到:

  

α=
rki

s1li1+s2li2+s3li3+rki
=

rk
s1l1+s2l2+s3l3+rk

β=
s1li1

s1li1+s2li2+s3li3+rki
=

s1l1
s1l1+s2l2+s3l3+rk

γ=
s2li2

s1li1+s2li2+s3li3+rki
=

s2l2
s1l1+s2l2+s3l3+rk

(5)

于是,数据资本形成的总额V便可用总成本衡量为:

  V=∫N0Vidi=Akαlβ1lγ2l1-α-β-γ3 =s1l1+s2l2+s3l3+rk (6)
引入年份t后,通过对每一年l1t,l2t,l3t以及kt的估算以及相应的s1t,s2t,s3t和

rt的估算,即可得到测量区域内每一年的数据资本形成额Vt。
之后可利用永续盘存法估算数据资本存量Dt。首先,使用价格指数将所得到的

历年数据资本形成额Vt换算成基年不变价。因没有统计对口的 “数据资本形成额价

格指数”,考虑到数据资本形成过程中,涉及了劳动力成本、资本成本等,GDP平

减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成本的变化,因此本文选取GDP平减指数作为价格

指数。之后,假定借在经济稳态增长时,数据资本存量增长率等于数据资本形成额

的增长率,① 那么只需用折旧率与数据资本形成额的增长率之和去除基年(t=0)的

数据资本形成额,就能得到基年 (t=0)年初的数据资本存量。
若数据资本的使用寿命为τ,且残值率为0,本文直接采用平均年限法估计数据

资本的折旧率为δv=1/τ。同时,求得基年数据资本形成额V0到第10年数据资本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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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额V9的几何年均增长率gv-。本文确定基年年末的数据资本存量D0如下:

  D0=
V0

δv+gv-
+V0 (7)

相应地,后续年份的数据资本存量则为:

  Dt=Dt-11-δv( )+Vt,t∈N+ (8)

2.增值法

数据资本形成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便是,数据的价值是十分依赖算法等

数据分析技术水平的,算法的进步显然会带来数据价值的增加。以电商应用场景为

例,数据技术的不断提升可以让企业更好地利用所采集的用户个人数据和行为数据,
更好地对用户的购物偏好进行预测,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电商平台上买卖双方的匹配。
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数据早已有之,但数据的巨大价值则是近年来随着数

据分析技术的巨大进步才被认识到的。而且,算法等数据分析技术作为知识具有很

强的正外部性,一个企业的算法提升可以扩散至整个行业。比如,一个电商平台数

据分析技术的提升可以被模仿和外溢到各类不同的电商平台,让整个电商行业的数

据价值得到进一步提升。尽管式 (1)代表了数据分析技术的劳动力投入li3会创造价

值,但该式没有考虑一个企业数据分析技术的进步对整个社会的数据价值通过知识

外溢而产生的增值作用。因此,用基本的成本法进行估算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数据

资本形成额。
因此,本文在前述成本法的基础上,提出一种简洁的、将算法等数据技术进步

所带来的数据价值提升包含进来的数据资本估算方法,并称之为 “增值法”。考虑在

式 (1)中,l1-α-β-γi3 代表了企业i数据技术提升过程中的企业自身劳动力的贡献。如

果假设个别企业的数据技术的提升可以一定程度上扩散至全行业,则企业i实际的

数据技术提升应该和全行业的数据分析劳动力投入相关,即在式 (1)中将l1-α-β-γi3

换成ξl3( )1-α-β-γ的形式。其中,l3是整个行业在数据加工环节的劳动力投入,ξ则

反映了可以扩散至全行业的数据技术的比例。考虑数据要素的这一特征后,企业i
形成数据资本V'i的过程需由式 (1)调整为:

  V'i=A'ikαilβi1lγi2l1-α-β-γ3 (9)

其中,A'i=ξ1-α-β-γAi,仍为一个常数。
单个企业在决策时仍为求解第 (3)式。对于α、β、γ仍有表达式 (5)。在成本

法的估算过程中,可以得到l1,l2,l3,k以及对应的s1,s2,s3,r。从而可以通过

式 (5)计算得到α,β和γ的值。之后,便可以基于式 (9),进一步求得测量区域

内数据资本形成额V':

  V'=∫N0V'idi=A'N1-α-β-γkαlβ1lγ2l1-α-β-γ3 (10)
与式 (6)相比,可以发现在同样劳动力和资本投入下,考虑算法进步的数据资

本形成额V'要大于没考虑算法进步的资本形成额V,且市场中企业的数量越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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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技术外溢越大,考虑算法进步的资本形成额V'也越大。引入年份t,那么第t年

的价值量则为V't,对比式 (6)和式 (10),可以得到考虑算法进步的数据资本形成

额的增长率gt如下:

  gt=
dV't
V't

=1-αt-βt-γt( )
dNt
Nt
+
dVt
Vt

(11)

如果基期年的数据资本形成额V'0采用由成本法求得的V0,那么可以得到第t年

基于算法进步的数据资本形成额为:

  V't=∏t01+gt( )V0,t∈N+ (12)
类似地,同样可以根据成本法中介绍的永续盘存法,求得考虑算法进步后的历

年数据资本存量D't。

3.存储规模法

以上两种方法主要是从数据资本形成额的视角开展估算,而对数据在物理意义

上的存储规模进行估算同样很有必要。本质上,如果一种投入的要素虽然其价值很

大,但是其数量很少,那么这种要素很难成为可以在经济活动中大规模应用的生产

要素。在农业经济时代,尽管也有一些生产工具被应用于农业生产过程之中,但是

劳动力始终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到了工业经济时代,机器和厂房被大规模地生产

和建设,物质资本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生产要素。同样,在数字经济时

代,数据要素能起到重要作用的一个基础便是数据能被大规模地存储和应用。
存储规模法主要从数据本身客观被存储在各种介质中的规模或者容量出发,去

估算数据资本的水平。比如一个16GB的U盘中储存了8GB的各类数据,那么这个

U盘的数据存储规模便为8GB。本文继续使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各年数据存储规模。
假定历年数据存储形成规模为dt,从基年至第10年的数据存储形成规模的几何平均

增速为gd
-,数据存储的折旧率为δd,则基年年末的数据存储规模S0为:

  S0=
d0

gd
-+δd

+d0 (13)

后续第t年的数据存储规模St为:

  St=St-11-δd( )+dt,t∈N+ (14)

二、中国数据资本估算过程与结果

基于上述部分介绍的三种估算理论与方法,本文对中国各省份2003—2020年的

数据资本存量进行具体估算,并展示基本的估算结果。

(一)成本法估算

成本法需要分别估算数据资本形成过程中的劳动力成本和非劳动力成本。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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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据资本形成过程中的劳动力成本进行估算。本文先估算各职业分配给数据相关

工作的时间,并通过各地区分行业就业人员和工资数据来计算劳动力成本。
由于不是所有的职业都和数据生产相关,与数据相关的职业也不一定全时从事

数据相关工作,因此需要基于各职业分配给数据相关工作的时间来估算劳动力成本。
若职业ω分配给数据相关工作的时间为τω,该职业在第t年的就业人数为hω,t,单位

时间的工资为wω,t,那么数据资本形成过程中的劳动力成本clt可以表示为:

  clt=∑τwwω,thω,t (15)
本文参考美国BEA的做法,基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以下简称

《职业大典》)中的职业和职业描述来估算相关职业分配给数据相关工作的时间。①
《职业大典》不仅包括了我国全部的职业分类,还描述了各个职业的职责范围和工作

内容,对相关职业的定义均以最简练的语句、统一的表达方式进行描述,有利于做

接下来的文本训练。基于前文提出的数据价值链,本文将数据生产活动相关人员定

义为,从事任何涉及数据收集、数据清洗和存储、数据分析等工作的人员。结合

《职业大典》中有关职业分类的说明,本文界定了440个数据相关的职业细类,分属

于159个职业小类、19个中类。②
本文通过使用 《职业大典》中的各个职业细类的职业信息描述来估算数据相关

的工作时间τω。首先,根据工作内容的描述确定从事数据相关活动比例最高的职业。
通过给数据相关职业打分排序,参考美国BEA的方法,选出20个职业作为测试集,
并标记为全时从事数据相关工作。本文选择使用doc2vec模型③进行深度学习,通

过计算相关职业描述与测试集中的职业描述的文本的相似度,来估算数据工作时间

占比。经过对语料进行了基本的分词、分句以及降噪等预处理后,形成深度学习的

基础数据。进一步,通过计算训练集与测试语料的余弦相似度来计算数据相关的工

作时间τω,设X、Y分别为测试集和训练集的职业描述特征向量,计算公式如下:

  τω=cosX,Y( )=
X*Y
X Y =

∑n
i=1 (Xω*Yω)

 
∑n
i=1 Xω( )2*

 
∑n
i=1 Yω( )2

(16)

基于从事数据相关工作的从业人数、工资和工作时间占比可以得到数据资本的

劳动力成本,其计算公式为:

  clt=∑ ( ∑n
i=1 Xω*Yω( )

 
∑ni=1 Xω( )2*

 
∑n
i=1 Yω( )2

)wω,thω,t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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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参见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修订工作委员会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北京: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中国人事出版社,2015年。
由于篇幅所限,具体数据相关的职业读者如有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Q LeandT Mikolov DistributedRepresentationsofSentencesandDocuments  
Proceedingsofthe31st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MachineLearning PMLR vol 32 
no 2 2014 pp 1188-1196 



由于本文计算的职业为 《职业大典》中的细类,而省级层面的从业人数和工资

数额数据为中类职业,为了计算各省份的劳动力成本,需要得到各职业中类中各细

类的占比。本文利用2004年、2008年、2013年、2018年的 《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中的就业人数得到各细类在中类中的占比。各地区分行就业人员和工资数据来源于

2003—2020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经过计算得到省级层面数据资本的劳动力成

本。采用同样的方法,可分别计算数据价值链中三个阶段的劳动力成本。
数据资本的价值链中除了劳动力成本,还包括非劳动力成本,本文分别采用两

种方法对非劳动力成本进行估算。
第一,非劳动力成本按比例估算。假定非劳动力成本与劳动力成本的比重为一

常数,从而得到数据资本形成额。加拿大统计局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采用的是非劳

动力成本为劳动力成本的50%。本文在中国与数据相关的上市公司①财务年报中,
发现这些公司的固定资产相关折旧等成本与应付职工薪酬的比例平均在0.45左右。
因此可以认为数据相关企业的资本成本约为劳动力成本的45%。进一步,根据中国

财政科学研究院 “企业成本”调查问卷结果,企业的税负及其他费用成本约为企业

总体成本的14%。鉴于非劳动力成本由资本成本、税负及其他费用成本构成,经计

算可知,在中国非劳动力成本约为劳动力成本的70%。按此可计算得到每年、每个

省份的数据资本形成额。
第二,非劳动力成本分项估算。具体到不同行业、不同地区时,数据相关的非

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比例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有必要考虑行业和地区

的异质性,以得到更为精确的非劳动力成本估算。在上述劳动力成本估算的过程中,
本文已经获得了历年每个省份每个行业中,数据相关劳动力成本cl占总体劳动力成

本cL的比例。根据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可计算历年分省分行业的物质

资本存量,进而能计算得到历年分省分行业的物质资本折旧额,该折旧即为总体资

本成本,设为cK。接下来,需要对总体资本成本中用于数据生产的资本成本ck的

比重进行估计。假定数据相关劳动力成本cl占总体劳动力成本cL的比例和数据相

关资本成本ck占总体资本成本cK的比例存在如下关系:

  
ck
cK=λ

cl
cL

(18)

在非劳动力成本按比例估算中,已经得到
ck
cl=0.45

。与此同时,每个行业总体

劳动力成本cL与总体资本成本cK已知,通过求解便可得到λ=
ck
cl
/cK
cL
。将每个行

业的总体劳动力成本cL与总体资本成本cK代入后,最终得到λ的行业平均取值为

0.22。随后,可计算得到历年各省各行业中数据相关资本成本占总体资本成本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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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进而可得到各省各年用于数据生产的资本成本。最后,和非劳动力成本按比例

估算中的做法一致,取除劳动力成本和资本成本以外的其余成本为劳动力成本

的25%。
估算发现两种方法估计出来的非劳动力成本几乎一致。其中在2015年之后,按

比例估算的非劳动力成本略低于按照分项估算的非劳动力成本。可能的解释是,随

着数据分析技术的提升,对算力的要求也不断提升,造成相关的资本成本比重实际

上也在逐年提升。因此,按不变的比例估算出来的非劳动力成本可能会在前期的年

份高估数据的资本成本,在后期的年份低估数据的资本成本。综合考虑后,本文后

续的估算主要基于按分项估算的结果。
加总劳动力成本、资本成本和其余成本后,便可得到各年各省份的数据资本形

成额,然后根据永续盘存法可计算得到相应数据资本存量。为了估算更加准确,本

文对数据价值链不同阶段的劳动力成本、非劳动力成本分别假设了折旧率。沿用加

拿大统计局的假定,数据资本的残值为0,对各阶段劳动力所形成数据资本的使用

寿命进行假定。其中第一阶段所形成数据资本的使用寿命主要指企业采集的数据被

使用的平均时间长度,本文根据中国的情况假定为10年。① 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采

用加拿大统计局设定的5年和6年。采用平均年限法,可以得到三个阶段劳动力成

本所形成数据资本的折旧率分别为0.10、0.20和0.17。同时,鉴于每个阶段都会

发生非劳动力成本,因此将非劳动力成本所形成数据资本的折旧率,定为这三个阶

段劳动力成本所形成数据资本存量的折旧率的加权平均值。表1展示了基于成本法

的数据资本估算结果,中国数据资本形成额从2003年的3222.06亿元增长至2020
年的30009.81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4.03%;中国数据资本存量则从2003年的

14857.42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132828.84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3.75%。此外,数

据资本存量与GDP的比例从2003年的0.11逐年波动增加至2020年的0.21。而数

据资本存量与数字经济增加值的比例则从2007年的1.88倍增加至2.57倍。

表1 2003—2020年基于成本法的数据资本估算结果 (2003年不变价)

年份
数据资本形成额

(亿元)

数据资本存量

(亿元)

数据资本存量/

GDP

数据资本存量/

数字经济增加值

2003 3222.06 14857.42 0.11

2004 3524.73 16367.76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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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加拿大统计局考虑到数据在一代人内保持其价值,假定其平均被使用的时间长度为25
年。但是数据不仅有被使用的寿命,其使用价值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衰减。通过

与腾讯、华为等企业的沟通,一般情况下,大部分十年前采集的数据会被归为 “冷数

据”进行存储,即不会再被大量地调用。考虑到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是高于加拿

大的,对数据的利用周期也更快,因此本文将第一阶段的寿命假定为10年。



续表1

年份
数据资本形成额

(亿元)

数据资本存量

(亿元)

数据资本存量/

GDP

数据资本存量/

数字经济增加值

2005 4021.44 18177.69 0.10

2006 4762.58 20489.48 0.10

2007 5568.88 23298.34 0.10 1.88

2008 6353.20 26514.67 0.10 1.89

2009 7472.22 30416.86 0.10 2.08

2010 8406.86 34727.23 0.10 2.18

2011 9594.44 39645.76 0.10 2.33

2012 11135.68 45444.24 0.11 2.51

2013 14106.57 53425.10 0.12 2.51

2014 16052.21 62258.48 0.13 2.62

2015 18346.94 72178.68 0.15 2.71

2016 20281.25 82676.31 0.16 2.79

2017 22456.26 93913.77 0.16 2.57

2018 24733.12 105888.31 0.17

2019 27557.82 119038.90 0.18

2020 30009.81 132828.84 0.21

   资料来源:GDP数据来自2003—2019年 《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数字经济增加值数

据来自许宪春、张美慧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

5期)。其余数据为本文估算结果。

(二)增值法估算

根据式 (10),增值法数据资本形成额增长率需要在成本法的基础上,额外考虑

数据相关企业的增长率。通过IT桔子数据库,① 本文获取了2003—2020年各省与

数据相关的新增企业和累计企业数,进而求得相应的企业数增长率
dNt
Nt
。然后,基

于式 (5)求得2003—2020年每个省份的αt、βt、γt。将αt、βt、γt、
dNt
Nt
、dVt
Vt

代

入式 (11)后,最终得到基于增值法的数据资本形成额增长率gt。其中根据式 (10),
因算法提升而增值的数据资本形成额由第三阶段数据加工的劳动所引致,因此将其折

旧率定为成本法中第三阶段劳动力所形成数据资本的折旧率。根据式 (11)、式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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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T桔子数据库收纳了中国历年泛互联网相关的企业,可以认定为本文所指的数据相关

企业。



即可求得增值法下各省份2003年至2020年的数据资本存量。表2展示了估算结果,
中国数据资本形成额从2003年的3222.06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44423.70亿元,年均

增长率为16.69%;中国数据资本存量则从2003年的14880.48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

174137.67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5.57%。中国数据资本存量和GDP的比例从2003年

的0.11逐年增加至2020年的0.27,而数据资本存量和数字经济增加值的比例则从

2007年的1.96倍增加至2020年的3.23倍。总体而言,增值法的估算下,数据资本

形成额与数据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均快于成本法的估算。

表2 2003—2020年基于增值法的数据资本估算结果 (2003年不变价)

年份
数据资本形成额

(亿元)

数据资本存量

(亿元)

数据资本存量/

GDP

数据资本存量/

数字经济增加值

2003 3222.06 14880.48 0.11

2004 3627.52 16473.14 0.11

2005 4239.05 18448.10 0.10

2006 5134.46 21027.59 0.10

2007 6132.24 24220.21 0.10 1.96

2008 7136.30 27942.77 0.10 2.00

2009 8567.31 32528.73 0.11 2.23

2010 9875.91 37723.01 0.11 2.37

2011 11570.95 43805.49 0.12 2.58

2012 13750.71 51109.50 0.13 2.82

2013 17887.48 61311.39 0.14 2.88

2014 21203.20 73130.49 0.16 3.07

2015 25140.59 86890.79 0.18 3.26

2016 28584.53 101817.78 0.20 3.44

2017 32295.95 118013.23 0.21 3.23

2018 36186.75 135443.42 0.22

2019 40536.03 154367.49 0.24

2020 44423.70 174137.67 0.27

   资料来源:GDP数据来自2003—2019年 《中国统计年鉴》。数字经济增加值数据来自许宪春、张美慧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研究———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5期)。其余数据为本文

估算结果。

(三)存储规模法估算

根据式 (13)和式 (14),需要首先估算历年的数据存储形成规模dt,然后再通

过永续盘存法进行数据存储规模的估算。具体的估算分为以下四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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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估算2003—2020年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半导体存储器市场规模Mt。
本文 从 中 国 海 关、世 界 半 导 体 贸 易 统 计 协 会 (WorldSemiconductorTrade
Statistics WSTS)等相关网站,获取中国半导体存储器市场规模数据。

第二步,估算2003—2020年新增半导体存储器存储规模dt。本文从 WSTS
获取到了半导体存储器以美元每 GB计价的价格Pt,从国家统计局获取到了美

元汇率εt。同时,根据对华为、腾讯等中国计算服务行业企业的调研,一般存

储介质的使用率在60%左右,因此可以直接求得历年新增的半导体存储器存储

规模dt=
0.6Mt
Ptεt

。

第三步,使用永续盘存法估计2003—2020年中国的数据存储规模。同样基

于对华为、腾讯等中国计算服务行业企业的调研,服务器存储介质的一般寿命

在5—8年。根据平均年限法,取折旧率δd为15%。不同于传统的固定资产,硬

盘报废后数据均会转移至新买的硬盘之中,因此不存在数据意义上的残值。选

定基年为2003年,根据每年市场投入的新增半导体存储器存储规模dt,得到前

十年dt的几何年平均增长率gd
-=10

d2013/d2003-1。进一步可以根据式 (13)得到

2003年的数据存储规模,再根据式 (14)得到2004—2020年历年的数据存储

规模。
第四步,估算中国各省份2003—2020年的数据存储规模。本文计算增值法下,

历年各省数据资本存量占全国数据资本存量的比例,并将其等同为各省数据存储规

模占全国数据存储规模的比例,最终得到了每个省份2003—2020年的数据存储规

模,2020年中国市场的数据存储规模达到了423.41EB。

(四)估算结果分析

下面基于前述对中国2003—2020年的数据资本存量的估算,分析中国数据资本

形成、演变和分布的基本特征。

1.中国数据资本总体情况

图2展示了成本法和增值法下我国的数据资本存量估算结果,可以发现,在

2003—2011年之间,成本法和增值法的估算结果几乎没有差异;在2011年之后,
增值法估算结果开始逐渐高于成本法估算结果,且差异逐年增加。2011年为中国移

动互联网元年,智能手机开始普及,以微信为代表的智能手机APP开始大量发布上

线。2012年,中国手机网民数量首次超过了电脑网民数量。2013年,中国移动互联

网爆发式发展,中国政府颁发4G牌照,大数据产业规模高速增长。2014年,大数

据首次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以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行业开始在中国迎来快

速增长期,而算法的进步也让数据的价值得到进一步的开发。因此,结合中国实践,
图2中的增值法所展现出的数据资本存量更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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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3—2020年成本法和增值法估算的中国数据资本存量 (2003年不变价)

表3展示了2003—2020年基于增值法的数据资本存量估算结果,中国人均数据

资本存量从2003年的0.12万元/人增长至2020年的1.23万元/人,增长至10.25
倍。在此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至3.54倍。人均数据资本存量和人均GDP的比

例从2003年的0.11增长到2020年的0.32,增长至2.91倍。可见,数字经济背景

下中国数据资本存量高速发展,数据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不断攀升。

表3 2003—2020年基于增值法的人均数据资本存量估算结果 (2003年不变价)

年份
人均数据资本存量

(万元/人)

人均GDP
(万元/人)

人均数据资本存量/

人均GDP

数据资本

存量增速 (%)
GDP

增速 (%)

2003 0.12 1.09 0.11

2004 0.12 1.08 0.11 10.70 10.10

2005 0.14 1.25 0.11 11.99 11.30

2006 0.16 1.42 0.11 13.98 12.70

2007 0.19 1.67 0.11 15.18 14.20

2008 0.21 1.77 0.12 15.37 9.60

2009 0.24 1.86 0.13 16.41 9.20

2010 0.28 2.14 0.13 15.97 10.60

2011 0.32 2.33 0.14 16.12 9.50

2012 0.38 2.56 0.15 16.67 7.70

2013 0.45 2.72 0.17 19.96 7.70

2014 0.53 2.90 0.18 19.28 7.30

2015 0.63 3.00 0.21 18.82 7.00

·85·

中国社会科学 2023年第10期



续表3

年份
人均数据资本存量

(万元/人)

人均GDP
(万元/人)

人均数据资本存量/

人均GDP

数据资本

存量增速 (%)
GDP

增速 (%)

2016 0.73 3.20 0.23 17.18 6.80

2017 0.84 3.44 0.24 15.91 6.90

2018 0.96 3.69 0.26 14.77 6.70

2019 1.10 3.84 0.29 13.97 5.53

2020 1.23 3.86 0.32 12.81 2.75

年均 15.59 8.56

   注:本文使用的数据资本存量、人均GDP等数据均已经折算成以2003年为基年的实际值,其中数据资

本存量使用的是增值法的估算结果。

2.分行业数据资本

图3分别展示了我国2003年和2020年数据资本形成额排名前十的行业。可以

发现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的数据资本形成额始终排名靠前,从2003年的585.30亿

元排名第一至2020年的7372.81亿元排名第二,增加至近12倍。同时,尽管2003
年和2020年排名前十的行业中有九个行业相同,但部分行业的排名发生了较大的变

化。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在2003年的数据资本形成额仅为

354.22亿元,排名第五,在2020年则已排名第一,达到9006.60亿元。

图3 2003年和2020年排名前十行业的数据资本形成额 (2003年不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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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本节探索数据资本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一方面,通过

探究不同估算方法下数据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值法估算结果更具科学合

理性;另一方面,实证结果表明数据资本确实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对

比物资资本、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数据资本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动能。

(一)数据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引入数据资本后假定生产函数的形式如下:

  Y=ADαKβHγLδ (19)
其中,Y表示总产出,D、K、H和L表示数据资本存量、物质资本存量、人

力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量。α、β、γ和δ分别表示对应的产出弹性。假定生产的规

模报酬不变,即α+β+γ+δ=1。利用劳均产出形式,得到如下计量经济方程:

  lnyit=Cons+αlndit+βlnkit+γlnhit+εit (20)
其中,yit表示省份i在第t年的劳均产出,dit、kit、hit分别表示省份i在第t年

的劳均数据资本、劳均物质资本和劳均人力资本。
本文基于已有研究估算了2003—2019年①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过程中各个

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源于 《中国经济统计年鉴》,折旧率

选取为8.5%。② 劳动力数据来自各个省份的统计年鉴中年末就业人口数量;人力

资本数据使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基于J—F方法所得到

的省级层面人力资本总量。
回归中分别采用三种数据资本存量数据:(1)简单成本法。这类简单成本法没

有考虑数据生产区别于其他中间投入品生产的特征,没有对数据价值链的三个环节

进行分解,也没有使用机器学习对数据生产的劳动力成本进行细致估算。直接假定

各行业总劳动力成本中,数据相关劳动力成本的比例等同于这些行业ICT中间投入

占总中间投入的比例。③ 具体估算结果不在文中展示,仅作回归对比。(2)成本法。
本文的成本法对数据价值链三个环节进行分解,并重点采用机器学习较为精确地估

算了各个环节的劳动力成本。(3)本文提出的增值法。增值法在成本法的基础上,
针对数据要素的特征,考虑了数据资本形成过程中算法进步对数据的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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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排除疫情带来的影响,本文利用2003—201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利用2003—

2020年的面板数据得出的结论与此类似。

C A HolzandY Sun PhysicalCapitalEstimatesforChinasProvinces 1952-2015
andBeyond  ChinaEconomicReview vol 51 2018 pp 342-357 
参见徐翔、赵墨非:《数据资本与经济增长路径》,《经济研究》2020年第10期。



本文基于31省份×16年的面板数据得到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第

(1)和 (2)列所使用的数据资本存量基于简单成本法,第 (3)和 (4)列则基于成

本法,第 (5)和 (6)列基于增值法。第 (1)、(3)和 (5)列采用随机效应进行估

计,第 (2)列、第 (4)列和第 (6)列采用固定效应,Hausman检验支持固定效

应回归。采用简单成本法、成本法和增值法估算的数据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

0.08、0.11和0.11。在2003—2019年期间,数据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

低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数据资本每增加1%,可以带动产出增长约0.11%。

表4 各类要素对GDP产出弹性的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变量 lngdp lngdp lngdp lngdp lngdp lngdp

lnd0 0.0798*** 0.0803***

(3.43) (3.33)

lnd1 0.1122*** 0.1140***

(3.11) (2.95)

lnd2 0.1040*** 0.1057***

(3.80) (3.64)

lnk 0.2746*** 0.2784*** 0.2699*** 0.2740*** 0.2763*** 0.2807***

(15.64) (8.01) (7.90) (7.77) (8.26) (7.99)

lnh 0.5077*** 0.4976*** 0.4687*** 0.4559*** 0.4645*** 0.4511***

(12.46) (4.76) (5.81) (4.88) (6.32) (5.33)

Observations 527 527 527 527 527 527

R2 0.972 0.972 0.972 0.972 0.973 0.973

Specification RE FE RE FE RE FE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统计量。其中d0、d1、d2分别为简单成

本法、成本法和增值法所得到的劳均数据资本存量。

基于表4中的回归结果,可进一步计算各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平均贡献

率,① 结果如表5所示。2003—2019年期间,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平均贡献率最大

的要素主要还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就数据资本而言,增值法下数据资本的贡献

率最高,为16.30%;成本法次之,为15.52%;简单成本法最低,仅为11.84%。
可以认为,数据资本对中国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结果显

示简单成本法低估了数据资本的产出弹性和对GDP增长率的平均贡献率。尽管成本

法下数据资本的产出弹性与增值法类似,但是下面的计算将进一步说明成本法仍然

低估了数据资本对GDP增长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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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2003—2019年我国各要素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

面板1:简单成本法

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
K H D0 L TFP

39.86% 44.01% 11.84% 1.29% 3.00%

面板2:成本法

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
K H D1 L TFP

39.23% 40.32% 15.52% 1.40% 3.53%

面板3:增值法

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
K H D2 L TFP

40.19% 39.90% 16.30% 1.46% 2.15%

(二)不同阶段数据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本文在第三部分结合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历程,对数据资本形成额的增长趋势进

行了简要分析,并说明经历了2011年移动互联网元年后,基于增值法的中国数据资

本形成额迎来快速增长。因此下面直接采用基于增值法的数据资本存量,以2011年

为节点,分别对2003—2011年和2011—2019年进行分阶段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在2003—2011年间,数据资本的产出弹性仅为0.14,明显小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

本的0.30和0.44;而在2011—2019年,数据资本的产出弹性达到了0.19,与

2003—2011年相比得到显著提升,弹性大小与人力资本类似。可见,在2011—2019
年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数据资本每增长1%,可以带动 GDP增长

0.19%,进一步说明数据资本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之一。

表6 各要素对GDP产出弹性的异质性回归结果

(1) (2)

变量
2003—2011 2011—2019

lngdp lngdp

lnd2 0.1437*** 0.1921***

(3.14) (6.75)

lnk 0.3018*** 0.2509***

(5.03) (6.37)

lnh 0.4373*** 0.2046***

(4.05) (3.37)

Observations 279 279

R2 0.963 0.938

Specification FE FE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统计量。d2为增值法估算得到的人均数

据资本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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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表6的回归结果,分别计算2003—2011年和2011—2019年各要素对经济

增长率的平均贡献率如表7所示。在2003—2011年,数据资本对GDP增长率的平

均贡献率仅为13.65%,其重要性远不如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在2011—2019
年,数据资本对GDP增长率的平均贡献率达到了34.46%,与2003—2011年相比

显著提升。

表7 不同时期各要素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面板1:2003—2011年

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
K H D2 L TFP

46.11% 35.41% 13.65% 2.50% 2.33%

面板2:2011—2019年

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
K H D2 L TFP

37.44% 21.50% 34.46% 2.09% 4.51%

结  论

本文从数据价值链视角出发,基于数据采集、数据清洗与存储、数据加工三个

环节重构了成本法,并通过考虑数据分析技术带来的数据价值增值提出增值法。利

用成本法、增值法及存储规模法三种方法,从价值层面和物理层面对我国全国及省

际数据资本存量做出系统估算。尤其采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基于我国 《职业大典》
中各类职业的详细描述,估算了数据价值链三个环节中各个职业从事数据相关工作

的时间占比,对中国数据生产三个环节中的劳动力成本进行了详细的估算。估算结

果表明,2003—2020年,我国数据资本存量在总量和人均上均实现大幅度增长,人

均数据资本存量和人均GDP的比例从2003年的0.11增长到2020年的0.32,增长

至近3倍。
基于数据资本存量估算结果,本文利用面板模型估计数据资本存量对中国经济

增长的贡献。可以发现,近年来数据资本对增长的贡献相对于以前明显加大,已成

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能。2003—2019年,数据资本每增加1%,可以带动GDP
增长约0.11%,对经济增长率的平均贡献率为16.30%;2011—2019年期间数据资

本的产出弹性达到0.19,数据资本对经济增长率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4.46%。
当然,本文的估算结果依赖于对数据资本折旧率、数据相关企业增长率等参数

的前置假定。若参数设置不合理,例如设定了过低的数据资本折旧率或者过高的数

据相关企业增长率,可能会导致对数据资本存量的高估。今后随着相关统计资料的

不断完善,可以不断改进参数设置,进而提高估算的准确性。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立足数据资本形成的价值链规律,积极发展人工智能 (AI)等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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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技术,提升数据资本存量。本文利用增值法估算发现,数据分析技术的提升会

对已有数据带来价值增值。例如,ChatGPT的横空出世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海

量的数据,也反过来提升了这些数据的价值。因此,在不断积累新数据的同时,也

应积极发展以AI为代表的数据分析技术,提升数据价值,助力数据资本积累。
第二,基于数据价值链的三大环节,优化数据产业空间布局,发挥各自比较优

势,实现区域间更好的协同互补。本文估算结果表明,数据资本存量地区分布不均

衡。经济发展水平高、互联网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省份数据资源丰富,数据资本存

量相对较高。而东部地区的比较优势在于高素质的数据分析人才,中西部地区则相

对在发展算力所需的能源成本等方面有比较优势。应优化数据产业空间布局,大力

推进 “东数西算”工程,将东部地区产生的丰富数据更多布局在中西部地区进行存

储和运算,而东部地区更多发挥人才优势做大做强数据分析产业。
第三,充分发挥数据价值链不同环节尤其是第一环节在实现高质量就业中的作

用。本文估算了不同阶段劳动力成本的情况,发现总体看来第一阶段劳动力成本是

最主要的,占到总劳动成本的一半左右。可见第一阶段是整个数据资本积累的基础,
是数据产业吸收劳动力就业的主阵地,且第一阶段的劳动力相对后续的环节来讲,
所需要的专业技能相对容易掌握,就业形式灵活,对于在中国经济不断数字化的进

程中创造高质量就业有很大空间和潜力。

〔责任编辑:梁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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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riesout thebetterwillbeitsinnovationperformance becausetheinterconnected
innovationbehaviorswillformthebasiccharacteristicsofinnovationcost-savingand
knowledgepreferenceconnections Interconnectedinnovationprovidesanewpathfor
Chinesetechnologicallatecomerstosearchforknowledge makebreakthroughsin
coretechnologies andregulateinnovation 

EstimationofDataCapitalandItsContributiontoChinasEconomicGrowth From
thePerspectiveofDataValueChain

LiuTaoxiong RongKeandZhangYadi·44·

Withthevigorousdevelopmentofthedigitaleconomy thesignificanceofdata
capitalincontributingtoChinaseconomicgrowthisincreasinglyevident Data
undergoesvariousstagesincludingcollection cleansing storage andprocessing 
whichcumulativelyaddsvaluetoitself therebygeneratingdatacapital Thisstudy
adoptsthelensofthedatavaluechain utilizingcostandvalue-addedmethodsto
estimatethevalue-leveldatacapitalformationanddatacapitalstockwhileemploying
thestoragescalemethodtoascertainthephysicalscaleofdata Basedontheresults
ofdatacapitalestimation provincialpanel modelsareappliedto gaugeits
contributiontoeconomicgrowth Thefindingsindicatethatbetween2003and2020 
boththeformationandstockofdatacapitalinChinahavesurgedonbothatotaland
percapitabasis withagrowthratewayfasterthanthatofGDP Following2011 
theoutputelasticityandthecontributionofdatacapitaltotheeconomicgrowthrate
havebothsignificantlysurpassedthepreviousstages establishingdatacapitalasan
importantdriverofChinaseconomicgrowth 

TheNarrativeofModernizationinChineseUrbanLiteraturesincetheNewPeriod
LuZhen·65·

Sincethenewperiod urbanliteraturehasdevelopedinparallelwithChinas
modernizationprocess Urbanliteraturesnarrativeofmodernizationhashadan
importantimpactoncontemporaryliterature Writersdelveintothephysical
landscapeofthecityandtheinnerworldofurbandwellers writingaboutthe
improvementofthemodernfunctionsofthecity thereformoftheeconomicsystem 
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urbanandruralareas andtheshapingofthecultural
personality imagininganidealformofthecityandtheurbanites andestablishinga
two-wayinteractivenarrativebetweenthemodernizationofthecity andthe
modernizationofhumanity  Asthevaluekernelofthenarrativeofmodernizationin
urbanliterature themodernizationofhumanity takesthemodernizationexperience
ofmaninthecityasalink highlightsthemultidirectionalqualitiesofthemindof
citydwellers andexplorestheidealcivicethicsandmorality Enteringthenewera 
thenarrativeofmodernizationinurbanliteraturepursuesthedoubledeepeningof
poetry andthought  Basedonthetaskofbuildingamodernsocialistcountryin
allaspects itaimsatenrichingthepeoplesinnerworld discoveringandpa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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