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刊  1365

*通信作者

资助项目：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项目（2021-ZW07-B-014）

修改稿收到日期：2022年9月24日

编者按    数字经济推动着国际格局快速演变，中国、美国、欧盟（以下简称“中美欧”）在数字治理领域的合作与竞争重
塑着世界政治经济版图。研判并把握国际数字治理格局对中国保持战略定力和把握战略主动具有重要意义。“中美欧数字
治理格局比较研究”专题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中美欧数字治理格局研判关键问题研究”的部分成果，3篇论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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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世界各国围绕数字治理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对数字治理格局做出科学研判已十分紧迫且

重要。文章首先阐述了对数字治理及数字治理格局的理解，并在回顾了既有关于数字治理格局研究的两种视

角基础上，提出了用于研判数字治理格局的数字生态理论视角。文章认为，由于生态视角对关联性、层次

性、聚集性、整体性和动态性等更为关注，在把握数字治理格局问题上，具备匹配数字时代高度互联、复杂

互动总体特征，关联更宽阔、广泛的问题域等优势。文章还介绍了应用数字生态视角研判数字治理格局的主

要方法与具体技术路线。

关键词    数字治理，格局，生态视角，理论，方法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220729001

数字技术变革在微观层面重塑着人际互动[1]，在

宏观层面也在重塑着国家间关系，围绕数字治理领域

的竞争已成为当下国家间竞争的焦点[2]。数字治理中

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正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为应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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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机遇与挑战，各国（区域）①纷纷出台相关战略文

件，努力加快推进各自国内的数字治理建设步伐。国

家之间正围绕数字治理形成错综复杂的合作与竞争局

面，将可能重构人类政治经济版图，牵涉人类未来福

祉。

由此，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各国围绕数字治理而形

成的新格局状况，已十分紧迫且重要。于我国而言，

把握世界数字治理格局，尤其是对当下围绕数字治

理领域呈现的现状及走向进行科学探索和精准“画

像”，挖掘并研判数字治理格局的模式特征与发展趋

势，将为国家制定相关数字化发展战略提供现实依

据，也将为中国参与世界数字治理指明方向。采取何

种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对数字治理格局开展宏观分析

与研判，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

1 数字治理与数字治理格局

1.1 数字治理的“两种内涵”和“两重关注”
治理是指对一定范围内社会活动进行有效规约的

行动，它是个综合性概念，涉及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等各领域[3,4]。治理针对的领域不同，其目标及行

动原则也存在较大差异。随着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和渗

透，数字治理议题也开始受到各界关注。数字治理涉

及的领域、内容与实践活动同样极为丰富[5]，由此在

概念内涵上存在一定的模糊与混杂。本文采用以下方

式理解数字治理的概念。

1.1.1 两种内涵：“通过数字的治理”和“对数字的
治理”

（1）“通过数字的治理”，指应用数字技术来

提高治理活动效果，侧重数字技术的工具属性，将数

字技术视作治理的手段与动能。强调如何运用数字技

术实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建设

发展目标，如何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实现治理能力现代

化，进而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谋求国际优势地位。

在“通过数字的治理”这一内涵的指引下，对数字治

理的研究工作需要先对各国数字化发展画像，了解各

国在数字化领域具备的实力，识别各国数字化发展的

优势条件与限制条件，分析国家数字化发展潜力。

（2）“对数字的治理”，指将数字技术及其应用

结果作为治理的对象，通过治理活动来优化数字技术

发展及应用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强调在数字化转型

过程中，如何运用公共政策与相关规制，对数字技术

在各领域中的渗透与应用进行有效规范与约束，以促

进实现优质、有序的发展。在“对数字的治理”这一

内涵的指引下，对数字治理的研究工作需先围绕各类

数字规制体系开展，进而考察这些数字规制体系与国

家数字化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对数字时代

国家间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数字规制体系根据其约

束范围可划分为 3 种类型：① 超国家范围的规制，以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为代表；② 国家范围的规

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③ 联邦或地

方范围的规制，如美国的《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

数字治理的这两种内涵是根据数字技术应用与治

理活动的关系而划定的，依这种界定能覆盖的相关行

动范围更加广泛，且能在不同治理目标上，将数字治

理同场景领域到国家行动均联系起来。

1.1.2 两重关注：主权国家内部的数字治理和全球数
字治理

（1）关注主权国家内部的数字治理。以数字为媒

介，高度互联的人类社会形态正在形成，但目前在很

大程度上人类社会仍是基于主权国家框架的，主权国

家依然主导着世界格局的发展与演化[6]。因此，讨论

数字治理问题还不能摆脱主权国家框架和由此建立的

世界体系，各国的政治制度、市场环境、技术环境、

社会文化依然是影响数字化发展的重要因素。考察主

① 本文相关内容将可能同时涉及国家和区域，但为表述上更加清晰且通畅，后文类似之处将全使用 " 国 " 或 " 国家 " 代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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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国家内部的数字治理需要对一国的状况进行全面刻

画。本文将从数字生态视角出发，提出一个用于刻画

数字化发展与数字治理状况的四要素框架。

（2）在超越主权国家的层面关注全球数字治理。

数字化发展以促进实现高连通性为主要特征[7]，数字

治理有突破主权国家边界的天然趋势；跨境数据流

动、数字产品与服务贸易、网络空间安全建设等事务

中的诸多问题，涉及各国间的协调与合作。国家间也

正在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人才方面展开竞争。这些都

表明，数字治理议题不能局限在主权国家内部讨论。

对数字治理的以上“两重关注”并不能截然分开

讨论，全球数字治理尚无法脱离现有世界体系，仍深

受国家内部治理的影响。世界各国在长期发展中形成

了很多独特性，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

方面，它们相互结合共同影响着国家间的合作与冲

突。在数字时代，它们依旧左右着数字治理领域的国

际秩序。由此，在考察数字治理时，需同时对这些方

面的国家间差异予以高度关注。

1.2 作为结构模式的数字治理格局
数字治理格局是指围绕“通过数字的治理”和

“对数字的治理”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结构状

态。这种结构状态既可能是由各类参与主体互动而形

成的，也可能是对关键要素间所呈现结构而做的刻

画，还可能是要素与主体之间形成的相互作用模式。

由于数字治理既要关注主权国家内部的治理，也要关

注超越主权国家的全球治理，对数字治理格局的研判

也可以进一步分为“对国家内部数字治理格局的研

判”和“对国际数字治理格局的研判”两个层次。

“对国家内部数字治理格局的研判”主要针对主权国

家，刻画其数字治理关键要素的发展状态与结构，以

及考察这些关键要素与作为数字治理主体的国家间形

成的相互作用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一国发展状

况的判断。“对国际数字治理格局的研判”主要关注

不同国家在数字治理领域形成的国家间关系结构，并

基于对这些关系结构现状的刻画与分析预判可能的演

变趋势。

研判数字治理格局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各

国围绕数字领域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对各国数

字治理进行画像，将有利于分析各国的发展水平与

模式，确定我国在数字治理格局中所处位置，明晰

我国相对其他国家在数字化领域所具有的优势与劣

势，判断我国与哪些国家在数字领域存在竞争甚或

冲突的可能，进而对国家间关系的未来演化做出预

测。这些都将为我国制定未来数字化发展行动战略

提供支撑和依据。

研判数字治理格局的工作也具有深远的理论意

义。本文在理论上阐发了一种数字生态视角，并将其

应用在对数字治理格局的研究之中。数字生态视角将

注重数字化发展与数字治理中呈现出的复杂性特征，

考察其中涉及的各种关联与互动，强调从整体性角度

把握格局，将各层次上可能出现的稳定结构状态看作

相互作用下涌现的结果，而非孤立地考察各个数字化

发展主体或要素。对此，后文还将予以详细讨论。

2 既有数字治理格局研究的“两种视角”

数字治理格局虽为本文提出的新概念，但在过往

文献中，已有很多与研判数字治理格局目标相近的工

作。这些既有研究大体上可归为两类，它们采用了两

种不同的研究视角，分别是以主权国家为分析单位的

个体视角（individual perspective）和以国家间互动为

分析单位的关系视角（relational perspective）。

2.1 以主权国家为分析单位的个体视角
目前，很多研究从数字经济发展实力角度评价主

权国家的数字化发展水平。核算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

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被很多学者和机构作为

衡量一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8-10]。然而，近有研

究认为，基于 GDP 框架测算数字经济存在很多局限，

很难刻画数字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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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特征[11]。国内外许多机构以构建指标体系并测算

指数的方式考察主权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在国际

上，欧盟委员会从 2014 年开始发布“数字经济和社会

指数”（DESI），从连通性、人力资本、网络服务使

用、数字技术集成和数字公共服务等 5 个方面，评估

了欧盟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国内的上海社会科

学院、阿里研究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产业与学

术界的研究机构，也都发布过类似的指数报告[12,13]。

这些指数共同点在于，都利用更多维数据综合反映各

国数字经济发展，体现数字经济内部多样性。这些研

究大多显示，中国的数字经济竞争力已排在国际前

列。

除数字经济外，还有研究同样利用测算指数的方

式，对各国在数字政府、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的表现

进行考察与比较。数字政府建设能为国家与社会各

主体创造巨大利益[14]，其发展水平对判断各国数字能

力和国家能力至关重要。瑞典民主多样性（V-dem）

研究所关注一国政府的互联网信息过滤能力与政府网

络安全能力[15]。联合国发布的“电子政务发展指数”

（EGDI）从在线服务、电子参与、政府数据开放和

地方在线服务 4 个维度衡量各国数字政府发展状况。

上述提到的各种指数研究的共同点在于，都是以国家

作为分析单位，重点考察主权国家数字化发展相关状

况，采用的都是一种国家个体视角。

还有研究针对各方数字化发展中呈现出的模式与

特征做定性归纳，对数字规制模式的讨论即属此类，

同样多运用国家个体视角。制定并完善规制体系以促

进或规范数字领域相关活动是对数字进行治理的主要

手段；比较分析国家在数字规制上的模式异同也是研

究数字治理的重要内容。有文献归纳了当今世界上

存在的 3 种数字规制典型模式，也代表 3 种不同基本

价值取向：① 强调数据的资本属性，提倡数据自由

流动、减少数据监管，反对各种类型的数据保护主

义——美国的数字规制体系属此模式；② 看重数据背

后的个人权利，主张保护数据中的个人隐私——欧盟

属此模式；③ 从注重数据安全和数据主权的角度出

发，对数据采取一定的管制措施——中国总体来说属

此模式[16,17]。也有研究指出，除这 3 种典型模式外，其

他国家也在探索独特的数字规制体系，如：澳大利亚

采用利益均衡原则下的折衷型数据立法[18]；韩国、印

度尝试推出不同于中美的数字规制[19]。

2.2 以国家互动为分析单位的关系视角
以国家间互动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刻画一国在多

国互动中占据的结构性位置，正逐渐被一些研究应

用，属关系视角。国家间互动关系中蕴含着很多国家

主体属性不能揭示的信息[20,21]。国际贸易是国家间互

动关系的典型表现，目前相关研究也多围绕国际贸易

展开。在国内，庞珣和何晴倩[22]的研究是从国家间互

动关系入手分析国际格局状态及演化的最新成果，他

们利用多地区投入-产出表数据系统刻画全球价值链，

将其作为一种流动型网络来分析，但却并非专门围绕

数字领域的考察。马述忠等[23]分析了全球 59 个国家间

数字贸易，该研究尽管关注了贸易这种国家间互动形

式，也专门针对数字领域，但更多还是从国家规模角

度测算一国的贸易额、信息通信技术（ICT）产品进

口占比等，未涉及互动关系本身及结构，从本质上看

这仍类似前一种基于主权国家的研究工作。

除产品与服务贸易外，数字领域知识产品的跨国

引用或使用也是既往相关研究的焦点，同样体现国家

间在数字领域的互动。《2019 世界知识产权报告》[24]

利用过去几十年来各国创新者在专利和科学出版物档

案中留下的地理足迹数据，构建全球创新网络，通过

考察国家在该互动结构中所处位置来判断国家实力。

在上述两种视角中，个体视角常用于关注各国内

部的数字治理状况，目前围绕数字发展的一些特定维

度，已有相对丰富的成果；关系视角能用于判定一国

在国家互动网络中所处的结构性位置，但目前围绕数

字领域的专门探索尚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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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既有“两种视角”的不足
在将数字治理格局作为一个整体予以分析上，既

有两种视角均显出一定不足。个体视角能对一国状况

给出细致刻画和分析，但以国家为分析单位、针对各

国的单独考察，明显忽略了国家间关系中可能反映出

的特征。关系视角尽管能弥补这一缺陷，但又多局限

在国家间关系这一单一层次上，可能会缺乏对国内格

局状况的深入理解。仅考察国家间关系，也难以把握

两种分析单位层次之间可能存在的反馈互动。本文希

望阐发一种生态视角（ecological perspective），其在

理念上对整体性更加强调，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和宽泛

的问题领域，能够同时兼顾个体视角和关系视角的特

点，容纳二者各自侧重的研究问题，在数字治理格局

研判上更具优势。

3 数字生态视角下的数字治理格局研判

3.1 数字生态视角
3.1.1 生态视角及其关注

生态是一个用以描述生物与环境间相互作用关系

的集合概念，指在一定范围内各类生物有机体间的相

互作用关系，以及有机体与影响它们发展的自然或人

造环境要素间相互作用关系的总和[25]。对各种关联性

的关注是生态视角最显著的特征。生态研究最初虽是

生物学的一个分支，但其特别注重关联性的理念对很

多其他学科都产生过重要的启发与影响。

生物生态学关注不同层次上的生物组织及其中的

相互作用关系。这是因为不同尺度上组织的特征与动

态都存在明显差异。由此，研究生态首先要给定关注

的范围与层次。个体生态、种群生态、群落生态与生

态系统生态构成生物生态学重点关注的不同层次，它

们面对不同类型的主体与相互关系。

对生物集聚现象的关注以及从互动角度理解聚集

并解释新群体形成也是生态学思路的一大特色。在一

定生态层次上，生物体集聚现象可能十分明显。个体

生物间通过互动及与周遭环境互动而聚集成群。不同

种群间也可以通过互利等相互作用形式实现物种间共

生，最终导致更大规模生物群落的出现与进化。

现代生态学在方法论上倾向于整体论，而非还原

论。这是由于在生态组织层次的各尺度上，都存在独

特的、不可还原的涌现属性[26]。但现代生态学主张的

整体论并非认为整体不能被分割，而是强调不应仅仅

孤立地考察各个部分，要以一种更现实的方式分析构

成整体的各部分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同时也对跨层次

间相互作用予以关注。

生态研究十分重视各种动态和演化进程。无论种

群，还是生物群落，都是在动态中形成并演化的。无

论生物体间的竞争与合作，还是作为开放系统的生态

单元与环境间发生的各种能量与物质的交换，也都是

随时间而发生动态变化的过程。

以上讨论涉及的生态视角关注可归纳为  5 个方

面：① 关联性，即重点关注主体之间、环境要素之间

以及主体与环境要素之间的各种相互作用，而非孤立

地考察主体或要素；② 层次性，生态学将属于不同层

次的多种关系类型，甚至多层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都

纳入视域并予以综合研究；③ 聚集性，关注由主体间

互动而带来的新集聚或新主体形成现象；④ 整体性，

突显对有机整体及涌现属性的关注，避免落入还原论

窠臼；⑤ 动态性，十分重视各种动态及演化进程。

生态视角被其他学科广泛借鉴，不仅应用在对自

然界的研究中，相关理念也影响着对社会现象的研

究。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社会学家 Park 曾提出

过“人类生态”（human ecology）的概念，主张运用

生态视角研究人类社会。Park[27]认为，研究人类生态

与研究自然界生态类似，也是要考察“人类的相互依

赖关系以及人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在人类生

态理念引领下，以 Park 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开启了美

国本土社会学对工业社会的研究进程，通过重点关注

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约束下社会成员间的共生与冲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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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研究城市这个由人口与地域空间共同构建的社会

有机体。伴随着生态视角在社会科学中的扩散，生态

概念也有了更广泛的外延与更多样的表达[28]。

3.1.2 数字生态视角及其应用

数字生态视角是生态视角在研究数字化发展中面

对新现象与新问题时的自然延展，也是一种研究数字

治理格局的重要理论视角。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

到数字社会，人类的生产、生活始终处在一定的生态

单元之中。在农业社会，人们虽然没有关于生态的系

统性理论知识，但也能自觉运用生态视角来应对生产

生活、实现局域治理。进入工业社会，人类居住空间

由分散的乡村转移至人口密集的城市，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及相互作用逐渐增强。于是也就有了 Park 等社会

学者注意到高频度、高密度人类互动，以及由此带来

的整体性变迁。由他们开创的主动将生态理念应用到

研究人群、社区、城市中的思路[27,29]，为理解工业时

代的社会现象并有效实施治理提供了依据和入手点。

数字化显著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基本形态及特征，数字

技术的作用下的人类活动空前连通与复杂，高度连通

和复杂互动下的社会经济系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呈现

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状态。数字生态的理论视角将

承袭生态研究中对关联性与整体性等关注的特点，会

把数字化发展及其影响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考量。

由此，在研究数字化发展相关问题中应用数字生态视

角将具有天然优势。

数字生态并非一个抽象概念。由该视角指引的研

究需要关注数字化发展及数字治理的各种具体表现与

多样形态。数字生态也并非一种专属视角。相反，它

是一种可推广的一般性视角，并不局限应用在国际数

字治理格局研究中。事实上，目前已有文献将该视角

用于评估中国各省市数字化发展水平，以及研究数据

要素关键特征[13,30]。

除理论启发外，生态研究已发展有一套相对成熟

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工具。应用数字生态视角研判数字

治理格局，借鉴这些方法与工具也十分必要。

3.2 数字生态视角下数字治理格局的研判方法
数字生态视角下对各国数字化发展与数字治理

整体状况进行画像并给出评判。评判围绕 4 个方面展

开：① 数字基础，是开展数字治理的基本条件；② 数

字能力，与数字治理能取得的成果与效能高度相关；

③ 数字应用，数字技术在具体场景中落地的体现；

④ 数字规制，作为“对数字的治理”手段，同时也

构成了影响数字化发展的制度环境。就像 Park[27]在考

察人类生态时从人口、人造物、习俗与观念、自然环

境等要素入手一样，可将数字基础、数字能力、数字

应用和数字规制视作为数字生态的 4 个核心要素。不

同于以往多数研究侧重其中 1 个或某 2—3 个，数字

生态视角下的研究首先希望能对数字化发展与数字治

理做一个更全面的刻画。这也是数其注重整体性的体

现。进一步，针对这 4 个维度做更细致的操作化与测

量，搭建了包含 10 个二级指标和 26 个三级指标的指

标体系；进一步，从 28 个数据源②收集了 41 个国家的

数据，测算数字生态指数[31]。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

上述要素的相对发展水平，可进一步区分各国数字化

发展的驱动模式。还可通过对各要素间相互作用的分

析，识别数字生态耦合的结构性特征。通过分析发展

模式与数字规制体系之间的相互建构，可更深入理解

各国内部数字治理格局呈现出的差异。

数字生态视角下分析各类主体间关系及关系间的

互依结构。近年来，网络分析方法被更多运用到生态

② 这 28 个数据源大体上包含了 5 种类型：统计数据，主要来自一些权威国际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或专门行
业机构（如国际电信联盟）发布的基本统计信息；既有指数型数据，主要是由国内外一些研究机构发布，经一定测算程序得到，
能反映一国在特定方面发展水平或相对排名状况的得分结果，如万维网基金会公布的“开放数据晴雨表”指数；微观调查数据，
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做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对其中一些能反映数字技术应用的内容进行统计汇总得到国家层面测度结果；
文本型数据，主要指反映数字规制状况的各国法律文本数据，由编码员根据给定框架编码；以及部分来自互联网平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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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32-34]。数字生态视角下的数字治理格局研判也

可借鉴相关思路。通过收集能反映国家间互动的关系

网络数据（如数字贸易、数字治理相关协定等）③，

运用相关网络分析工具，呈现国家间互依的结构性特

征，并推断各国所占据的生态位。这将有助于形成关

于国家间存在竞争甚至冲突，抑或合作联盟等的生态

性判断。

图 1 以针对中国、美国、欧盟（以下简称“中美

欧”）为例，给出了一个应用数字生态视角研判数字

治理格局的基本技术路线。研究可进一步分为中美欧

内部数字治理格局研判和中美欧国际数字治理格局研

判两大部分，其中前者着重从 4 个维度针对国家数字

化发展与数字治理整体状况的画像，并在此基础上对

国家状况加以对比，后者着重分析国家间互动结构及

总结中美欧三方围绕数字领域呈现出的互动模式。从

图 1 中能看到，在数字生态视角的指引下，各部分研

究都十分注重对关联性的考察。

4 总结与展望

目前世界各大国围绕数字治理展开的竞争日趋激

烈。研判当下数字治理格局紧迫且重要，将为中国更

好参与世界数字治理指明方向。本文首先从“两重内

涵”和“两种关注”的角度阐述了对数字治理的理

解，回顾了既有研究的“两种视角”，并指出这两种

视角在把握数字治理格局的整体性上存在一定不足。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种用于研判数字治理格局

的数字生态视角，该理论视角受生态研究启发，对数

字化发展中的关联性、层次性、聚集性、整体性与动

态性更为关注。

与既有相关研究比较，应用数字生态视角研判数

字治理格局，优势至少体现在 4 个方面：① 数字生态

视角契合数字时代高度互联、复杂互动的总体特征。

数字连通使得当下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联

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频繁且紧密，以一种注重

③ 对于反映数字产品与服务贸易的国家间互动数据，主要通过联合国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获得；对于数字治理相关协定数
据，主要是由课题组成员通过检索相关协定内容整理得到。

图 1    中美欧数字治理格局研判技术路线
Figure 1     Technical route of studies on pattern of digital governance emerging among China,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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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性和整体性的态度看待数字化发展，有利于对其

中各种互动结构做全面考察。② 数字生态视角将能

关联更宽阔、广泛的问题域。由于对层次性和整体性

的重视，数字生态视角下的数字治理格局研究面对的

内容将更加丰富，不仅会关注数字治理的关键要素以

及要素之间的关系，还会关注不同层次上的数字治理

主体间关系，由主权国家间互动建构的治理格局也自

然进入了研究视阈[35]。③ 数字生态视角将提供一些适

当的理论概念，帮助研究者更有穿透力地捕捉关键问

题，理解数字治理格局。比如，用生态位概念刻画主

体与环境互动时所处位置，将为预测主体的“生存”

机会变动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36]。④ 数字生态视角还

可有效提示研究者关注数字时代风险。数字连接复杂

性可能会带来无法预见的系统性崩溃，数字治理也面

对着高度的不确定性。无论是一国内的治理，还是国

际治理都要面临理念和方式的重大变革。数字生态视

角对关联性的看重，时刻提醒要注意数字时代中那种

由微小错误或扰动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的风险[37]，也提

示了开展复杂治理探索的必要[38]。

数字生态视角下的数字治理格局研判是一项典型

的具有“宏观关照”的研究工作[39]。这一主题下的后

续研究将首先围绕中美欧展开，也希望针对中美欧数

字治理格局研判的工作能成为本土社会科学宏观量化

研究的一项有益尝试，在发挥数字生态视角与相应研

究方法优势的同时，更具治理与制度价值，为国家制

定相关数字化发展领域战略提供科学的现实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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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heory and Method of Studying Digital Governance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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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creasingly fierce competition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governance around the world, it is very urgent and 
important to mak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judgment on the pattern of digital governance. The article first explains how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digital governance and the pattern of digital governance. After reviewing the existing two perspectives of studies on the pattern of digital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digital ecological perspective for studying the pattern of digital governance. It is found that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pays more attention to relevance, stratification, holism, aggregation, and dynamics. Thus, it extends the scope of research questions 
related to grasping the pattern of digital governance, and better captures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igital era: more highly interconnected 
and more complexly interactive. This article also introduces the main methods and specific technical routes for studying the pattern of digital 
governance from the digital ecological perspective.

Keywords    digital governance, patter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theory,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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