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

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

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

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数字经济

的重大意义、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和规律，以及推动我国

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战略举措做出重要指示。这对我们

提高站位、把准方向，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有

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数字

技术、数字经济是其中的主力军，也是世界主要发达国

家开展战略竞争的焦点领域。应以更大格局、更高站

位和更长远目光，深刻认识数字经济演化趋势和内在

规律，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加快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必须抓住数字经济这一

重要引擎。一方面，数字经济领域是当前技术创新最

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新技术层出不穷，量子计算、类脑计算等未来技术不

断萌生，已成为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支撑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已成为产业

变革中的关键共性技术，不仅催生了大量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而且以其强渗透、

广覆盖的技术特征，为越来越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

供了途径。

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发挥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以数字贸易

为例，这一新型贸易模式的兴起，对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发挥了纽带作

用。一些制造业企业主动把握机遇，将主营业务转变为向跨境企业提供

咨 询 、技 术 、运 营 等 全 链 条 数 字 营 销 解 决 方 案 ，通 过 数 字 贸 易 转 型 迎 来

新生。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力

量。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39.2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

38.6%，增速达 9.7%。总体而言，我国数据总量较大、应用场景丰富，数字经

济规模在全球处于相对领先地位，数字经济相关制度和政策体系不断完善，

呈现出蓬勃向好态势。

与此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数字经济面临的短板和挑战。在数字

产业化领域，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是最为突出的短板。在产业

数字化领域，我国消费互联网发展较快，移动支付、电子商务规模领先全球，

但是产业互联网尤其是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仍存在诸多挑战。在数据治理方

面，数据开放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大，数据要素的确权和交易尚未形成有效规

模，数据安全挑战问题也需要加强关注。

推动我国数字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首先要“固本”，加强

数字经济领域的基础研究，力争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要进一步加强对基

础软件、核心芯片、核心元器件等基础性和关键共性数字技术的研发投

入，鼓励揭榜挂帅等重大技术攻关机制创新。

其次要“强基”，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产业互联网发展和经济社

会数字化转型。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

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一方面要加大 5G 网络城乡

覆盖面，加快光纤网络向“万兆”提速升级，部署基于互联网协议第六版

（IPv6）的下一代互联网。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卫星互联网，加速卫星规模组

网与地面网络的互补合作和一体化融合。

最后要“扶正”，既鼓励支持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又要及时规范和纠正发

展中的问题。对发展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必须依法依规严格监管，坚持促进

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决维护公平竞争，及时有力地制止

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副部长，本报记者韩鑫采

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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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首个跨省级
行政区划的综合保税区，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
税区将大幅缩短企业进
口、出口货物整体通关时
间，提高京冀区域内货物
运输效率。未来这里将推
动实现更多新模式、新业
态、新场景、新体制落地，
积极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12 月 20 日，经过海关总署等国家八

部委组成的联合验收组的严格评审，全国

首个跨省级行政区划的综合保税区——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一期）正

式通过国家验收，这标志着大兴机场综保

区（一期）进入封关运营新阶段。

未来，这里将以国际贸易产业为主

导、现代物流产业为支撑，延伸发展服务

贸易核心功能，成为京津冀地区高端消费

品和高精尖产品的集散平台，推动京津冀

协同发展进一步推进。

探索共商共建共享新模式

大兴机场综保区坐落于大兴机场北

侧，面积为 4.347 平方公里，主要分南部的

口岸功能区和北部的保税功能区两部分。

在保税功能区内，北京和河北各占一半。

如何打破行政区域限制，实现共商、

共建、共享？北京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跨省级行政区划建设的海关特殊监

管区域，大兴机场综保区将打造“一个系

统、一次理货、一次查验、一次提离”的区

港一体化通关模式。

按照“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标

准、统一管控、统一考核”的“五统一”要

求，京冀两地协同推进综保区建设。北京

新航城控股有限公司、河北临空集团、首

都机场临空发展集团两地三方共同出资

成立大兴机场综保区平台公司，负责运营

管理、产业促进和资源整合等工作，为推

进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现区港一

体化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大兴机场综保区平台公司董事长刘

志刚介绍，预验收前夕，大兴、廊坊构建合

作联动机制，联合成立了封关预验收自评

估小组，在 30 天内高效解决了 104 项阻点

问题，为两地共商、共建、共享开创了良好

局面。

提供更全面便捷通关服务

在位于河北廊坊境内的大兴机场综保

区 3号卡口处，记者看到，一辆大型集装箱

车辆驶入指定海关通道后，智能卡口系统

迅速识别车牌号，道杆自动抬起，车辆快速

通过卡口。实现这样的秒级验放，得益于

大兴机场综保区具备的一系列“智慧赋能”

高科技手段。

北京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里将大

力加强区港联络道建设，推动综保区一体

化发展，实现保税功能区与口岸功能区无

缝连接、京冀区域直接高效联通，大幅缩

短企业进口、出口货物整体通关时间，提

高京冀区域内货物运输效率，系统性提升

综保区运行服务与通关作业效率。

作为生物医药进出口第三方监管公

共服务平台，中关村国际生物试剂物流中

心拓展业务范围，正在大兴机场综保区内

建设 1500 平方米的保税物流仓储基地和

具有保税功能的实验平台，并在临空区就

近建立实验动物的检疫隔离场所。

“以前生物试剂从首都机场出来进海

关，从海关出来再到检疫查验，查验完后

放行，环节很多。到了大兴机场，所有环

节就缩短成一个了。”中关村国际生物试

剂物流中心董事长兰宝石介绍，大兴机场

综保区“保税+口岸”的功能优势，可为北

京市生物医药企业提供功能更全面、流程

更便捷的进出口通关服务。

随着京津冀地区生物医药产业的创

新发展，大兴机场综保区将逐步开发更多

具有“境内关外”特色的创新服务项目，助

力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开放发展。

构筑开放型经济新平台

大兴机场综保区，直通雄安新区，面

向京津冀，辐射华北，是京津冀产业腹地

的一大门户和窗口，具有培育和集聚外向

型经济与产业的独特优势。

“综保区构建‘4+N’复合产业体系，聚

焦国际贸易与供应链管理、航空产业、医疗

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多个创新业态

发展，加快启动国际医药研发孵化器等平

台载体建设，发展跨境电商、数字经济等服

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刘志刚介绍。

目前，综保区北京片区的生物医药

孵化器项目已经开工，项目规划建筑面

积 约 13 万 平 方 米 ，其 中 一 期 7 万 平 方

米。建成后将推动区域医药产业从源头

创新至转化落地全链条发展。

另一侧，河北片区的多式联运转运库

和保税智能仓储项目也已开工，总建筑面

积约 5 万平方米，预计 2022 年上半年投入

使用。

截至目前，大兴机场综保区（一期）保

税功能区产业用地共计 13 宗，京冀两地

已联合制定企业入区标准，开展招商工

作。新加坡南洋投资跨境电商项目、上海

医药华北国际供应链中心等 6 个项目已

签约入驻。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综保区开

放型经济的平台作用，探索以离岸服务

为特色，推动实现新模式、新业态、新场

景、新体制落地，积极助力京津冀协同发

展。”大兴机场临空区大兴片区党工委副

书记、管委会专职副主任罗伯明表示。

北京、河北携手推出全国首个跨省级行政区划的综合保税区

大兴机场综保区（一期）封关运营
本报记者 贺 勇 邵玉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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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是‘一条腿走路’，只靠线下销

售。现在有了线下渠道、电商渠道、旅游

采购渠道，是‘三条腿走路’了。”湖南省

沅陵县借母溪蜂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志

军 说 。 借 母 溪 蜂 业 位 于 沅 陵 县 借 母 溪

乡，这里山高林密，自然条件恶劣，曾是

深度贫困地区。在脱贫攻坚中，当地发

展蜜蜂养殖和蜂蜜产品加工产业，带动

了近 2000 户贫困户脱贫。如今借助“旅

游+电商”驱动，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

2020 年销售收入达到 600 万元。

沅 陵 县 商 务 局 副 局 长 胡 琼 告 诉 记

者，过去，借母溪的蜂蜜主要依靠熟人销

售 的 模 式 。 因 为 没 有 食 品 质 量 标 准 认

证，也无法进入大型连锁超市和主要网

络销售平台，遇到丰产的年份，反而会出

现一定程度滞销。

近年来，沅陵县推进全国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建设，引导鼓励企业

加强技术投入和标准控制，包括借母溪

蜂业在内的多家农产品加工企业获得了

相关认证资格。如今这些特色农产品都

可以在电商平台直接销售。

除了借母溪蜂蜜，沅陵的碣滩茶、龙

兴酥糖、山茶油等特产，也从简单包装的

初级产品，变成了可以直接销售的特色商

品。沅陵县建立了“沅生原味”区域公用

品牌，12家有一定规模实力的电商企业第

一批纳入这一品牌管理，夯实了农产品的

品质基础。

为畅通农产品上行之路，沅陵县还

建成 1 个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6
个乡镇电商服务站、40 多个村级电商服

务站点；完善县、乡、村三级电商公共服

务体系和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

进一步打通了农产品上行通道。“全县网

商已达 2000 多家，目前有 200 多种农产

品在网上销售，预计到今年年底，沅陵农

产品网销金额累计将达到 2.55 亿元。”胡

琼说。

来自长沙的游客王成阳在沅陵胡家

溪古村寨游览后，看到景区在销售蜂蜜

和腊肉，而且提供现场看货下单、快递运

输的购买方式，随即下单了两盒蜂蜜、一

份腊肉。“沅陵在 4 条主要的乡村旅游线

路沿线，都建立了电商服务站点。游客

可以线下挑选，线上购买。两年多来，这

种销售模式很受欢迎。”沅陵县全国电子

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经理阳城说。

同时，沅陵县近年来加大力度培养

农 业 、旅 游 业 等 行 业 的 直 播 人 才 队 伍 。

近 5 年来，电商培训已超过 7000 人次，其

中高层次培训超过 1000 人次；目前已完

成主播培训 40 多人，服务企业 14 家，助

推 相 关 企 业 实 现 线 上 销 售 额 超 过 1.2
亿元。

湖南沅陵拓展线下渠道、电商渠道、旅游采购渠道

销路打开 农货出山
本报记者 孙 超

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经
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推动我
国数字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
局，要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的基础研究，力
争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带动产业互联网发展和经济社
会数字化转型；既要鼓励支持数字经济
健康发展，又要及时规范和纠正发展中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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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集装箱车快速通过大兴机场综保区 3 号卡口。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