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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

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

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5 月

31 日，由人民日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办

的 2023 数字经济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以

“发展数字经济，共建数字中国”为主题，政

府部门代表、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等与会

嘉宾深入交流，共谋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布局，
筑牢数字经济发展基石

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

势的有力支撑。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积

极行动，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布局，筑牢数字

经济发展基石。

“我们正在推动升级以云网融合为中

心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中国电信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夏冰说，中国电信构建以

数据中心为重点的新网络架构；推进云底

座升级，致力于提升全域调度、异构算力调

度和第三方的云调度能力；强化算力升级，

打造集通算、智算、超算于一体的算力体

系，满足大模型训练等更高阶需求；推进云

网融数融智升级，实现云、网、数、智、安一

体，建设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深度融入

云网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

“目前我们已拥有 130 多万个 5G 基站，

占到全球 30%左右，农村及边远地区的网络

覆盖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曹兴信说。

润泽智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周超男表示，近年来，润泽科技完成了京

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甘肃规模化数据中心的布局，打造

稳定、安全、可靠、绿色的数据中心与智能算

力基础设施平台，“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充分

利用自身资源优势、技术积累和生态发展模

式，全力推进全国一体化智算网络建设。”

“我们以完善的政策及基础设施保障

数据中心集群发展。”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

市委常委、副市长郭爱迪说，宁夏每年配套

1 亿元资金支持大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先

后建成投运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 13 个，现

有机房面积达 28 万平方米，累计安装机柜

5.13 万个，上架率超过 76.7%，集群资产规

模近 400 亿元。

“我们提供普惠便捷的智能化综合性

数字基础设施，让算力触手可及。”天翼云

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胡志强说，

天翼云持续拓展云网基础设施覆盖广度和

深度，广泛布局通用算力、智能算力和超算

算力，提供普惠智能安全算力服务。

数字经济的安全防护需要采用数字化

的安全体系来完成。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陈华平说，企业根据在数

据安全领域产品、场景、研发方面的持续积

累和沉淀，发布了奇安天盾数据安全保护

系统，圆满完成了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安

全保障工作。

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引导数字经济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当 前 ，我 国 正 积 极 推 进 数 字 产 业 化 、

产业数字化，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

依托产业数字化，传统白酒也能实现

守正创新。“我们积极推动数字化转型，将

传统工艺和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

相结合。”陕西西凤酒厂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张正说，公司启用智能收酒勾

酒管网系统，规模化应用酿酒机器人、自动

导引运输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还充分利

用数智技术，不断创新营销模式，打造酒业

传播新平台。

“我们对千余家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制

造诊断服务，覆盖面达 90%。”河北省廊坊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熊厚说，近年来，廊

坊以打造数字经济高地、数字化治理示范

区和数字融合发展先行区为目标，快速推

进数字经济发展，全栈自主可控的算力基

础设施项目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即将

投运。

“金融行业为大模型技术落地提供了

良好条件。”度小满首席执行官朱光说，大

模型时代已经开启，企业在人工智能应用

上有海量数据、算力优势和工程能力，希

望 能 够 提 升 大 模 型 技 术 的 可 靠 性 、安 全

性、精准性，推动技术创新成果从实验室

走 向 规 模 化 的 产 业 应 用 ，共 同 把 握 历 史

机遇。

“以数字化赋能金融服务，是推动金融

机构转型的重要手段。”兴业银行绿色金融

部（战略客户部）总经理胡斌说，兴业银行

近日上线的“园区生态服务平台”为国内 30
余座园区提供了系统服务与支持，同时为

园区客户提供全面数字化服务。

产业数字化，赋能千行百业；数字产业

化，孕育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

技术发展司一级巡视员王建伟表示，面对

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要加大力度推动

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以新

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增长

引擎。北京邮电大学大数据与商业模式研

究中心主任宁连举认为，特色产业集群提

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产业基础，是区域

发展数字经济的龙头和引擎，未来应搭建

数字平台和安全管控体系，实现数据要素

的价值流通，依托场景应用驱动数据要素

的价值释放。

“发展元宇宙产业，我们具备条件和优

势。”福建省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

员王夺说，近年来，厦门全市软件信息等产

业规模不断扩大，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

链新技术、新业态加速落地，数字产业集群

蓬勃发展。

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新机遇，数字中国
建设前景可期

2022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50.2 万

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

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 41.5%。

与会嘉宾纷纷表示，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新机遇，数字中国建设前景可期。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到了关键时期，健

全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需要重点关注 4
个关键子系统建设。”国家信息中心首席信

息师张新红说，健全完善多元共治的组织

体系、良法善治的规则体系、精准高效的方

法体系、完整有序的评价体系，构建数字经

济竞争新优势。

“以场景建设小切口驱动赛道发展大

步走。”福建省福州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委员

会党组书记、主任薛博说，福州在第六届数

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围绕《数字中国建设

整体布局规划》筛选推出数十个数字应用

体验场景，打造便民、惠企、善政的全覆盖

式场景体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

鸣表示，未来，把庞大的数据资源转化为生

产要素，赋能实体经济，推动产业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将为高质量发展注入

新动能。

贵州贵安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贵阳市

政府党组成员毛胤强介绍，贵安新区抢抓

“东数西算”工程重大机遇，启动数字新基

建三年攻坚行动。到 2025 年，400 万台以

上服务器将在贵安新区集聚成巨大的数据

集群，更多数字应用场景将打造形成，从而

培育一批新企业新产品。

“发展数字经济需要构建良好的产业

生态圈。”重庆市九龙坡区委书记李春奎

说，九龙坡聚焦数字经济发展所需的数字

资源支撑、平台承接、服务优化、人才驱动、

资金撬动等要素保障，全力构建数字赋能

实体经济的生态圈。

发展数字经济，高水平科技创新是关

键。科学技术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主任

张洪刚表示，近年来，国产 CPU、操作系统

从“可用”向“好用”跃升，移动通信技术实

现跨越式发展，“下一步，要系统谋划数字

技术创新发展布局，为加快推动我国数字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 我 们 将 坚 持 以 信 息 化 带 动 工 业 化 ，

探索‘产业大脑+未来工厂’新范式。”浙江

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厉敏

说，近 20 年来，浙江建设工业行业产业大

脑 46 个，未来工厂 52 家、智能工厂 601 家、

数字农业工厂 210 家，“下一步，浙江将加

快实施数字生态活力激发攻坚行动、平台

经济创新发展攻坚行动，打造数字经济发

展新生态。”

图①、图②、图③：2023 数字经济论坛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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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数字经济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深入交流

共谋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刘温馨

超 市 搬 到 网 上 ，线 上 下 单 ，线 下 配

送；商超导购变身“网络主播”，介绍产

品，图文并茂；旅游出行，车票、住宿、餐

饮等都能通过手机预订……近年来，数

字技术应用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便

利。数字应用融入生活，不断拓宽数字

经济蓝海。从舌尖到指尖、从田间到车

间、从地面到“云端”，伴随数字生活、数

字生产而壮大的数字经济，正在为发展

赋能、为生活添彩，助力经济提质增效、

高质量发展。

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

略选择。这些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

较 快 、成 就 显 著 。《数 字 中 国 发 展 报 告

（2022 年）》显示，2022 年我国数字经济

规 模 达 50.2 万 亿 元 ，总 量 稳 居 世 界 第

二，同比名义增长 10.3%，占国内生产总

值比重提升至 41.5%。数字产业规模稳

步增长，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在一

定程度上说明，数字经济成为稳增长促

转型的重要引擎。

数字经济既是新兴产业，也渗透到

千行百业。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

数字化，是大势所趋。数据为证：2022
年全国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

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增长至

58.6%和 77.0%；线上办公、互联网医疗用

户规模分别增长 15.1%、21.7%；基于北斗

系统的农机自动驾驶系统超过 10 万台

（套），覆盖深耕、插秧、播种、收获、秸秆

处理等环节。一个个数字表明，制造业

数字化转型提档升级，服务业数字化转

型深入推进，农业数字化加快向全产业

链延伸。这也启示我们，推动数字经济

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必须利用互联网

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

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

叠加、倍增作用。

数字经济关系国家发展大局。从实践看，我国具备发展数

字经济的显著优势，包括庞大的市场规模、变革的消费趋势、多

元的经营主体、完整的工业体系、后发的产业优势等方面。面向

未来，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需要在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领域数字产业发展、参与数字经济

国际合作等方面持续发力。只有切实结合我国发展需要和可

能，不断增强发展数字经济本领，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社会基础，

抓住机遇，赢得主动，才能推动数字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

格局，构筑起国家竞争新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乘势而上，加快数字经济、数字

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推动各领域数字化优化升级”。今年是全

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进《数字中国建

设整体布局规划》实施的起步之年。打通数字基础设施大动脉，

畅通数据资源大循环，打造数字经济发展新引擎，必能为加快建

设数字中国提供强大动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

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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