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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召开期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7年）》显示，
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同比增长20.3%，占GDP的比重达到32.9%。数字经济规模位居全球第二。

《报告》同时指出，中国在信息领域部分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网信军民融合发
展纵深推进；中国在推动全球互联网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数字中国开启中国信息化发展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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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建省福州市闭幕。图为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现场。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增长迅速，成就
斐然。但是，在总量持续扩张的同时，也存
在着发展不均衡的情况。数字经济若要走得
长远，则需要补齐短板，均衡发展。

从区域之间数字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我
国各省 （市、区）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非
常大。2017年，广东、江苏、山东数字经济
规模均突破2万亿元，三省数字经济总量占全
国数字经济总量1/3，而西北地区（陕西、甘肃、
宁夏、青海、新疆）数字经济规模总体规模仅为
10762 亿元，仅相当于我国数字经济总量的
4%。东北老工业基地（辽宁、吉林、黑龙江）为
14393亿元，仅相当于全国的5.3%。

从数字经济相关技术发展情况来看，我
国数字经济在大量的消费级应用领域技术较
为发达，在电子商务、金融科技、基于位置
的服务 （LBS） 等应用领域，已积累了一定

的技术基础，并有个别领域在全球领跑。但
是，我国工业级核心层技术仍然比较落后，
尤其是在数字制造装备、芯片技术、系统软
件、材料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方面缺乏核心
技术，受制于国外企业。

从数字经济内部各个行业发展情况来
看，我国数字经济企业的发展战略基点是依
托快速增长的用户数量，以互联网营销思
维、流量思维、平台思维推动数字经济规模
持续扩张。这种思维充分利用了我国在数字
经济领域的用户流量红利，使电子商务、共

享经济、移动支付等数字应用发展较快，手
机等应用型硬件发展迅速。但是，在面向企
业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高端芯片
等行业，发展仍不够理想。

此外，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还存
在着城乡发展不均衡、在大中小企业之间渗
透不均衡等问题。

针对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应出台
相关政策，大力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笔者认
为，要促进数字经济均衡发展应注意以下几
个问题。

促进国内数字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区域
积极推进数字经济应用。数字经济具有超越
时空的特点，这为欠发达地区跨越发展带来
了机遇。例如，贵州抢抓大数据产业发展机
遇，在大数据产业发展方面积累了一定的优
势，成为全国数字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要鼓励发展数字经济基础技术。我国数
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立在核心技术缺失的
基础上。因此，要鼓励利用互联网平台，加
大数字经济基础技术 （如系统软件、高端芯
片、新材料） 的研发，力争在一个或数个领

域实现突破。
要加快数字经济在各个行业的渗透，为其

发展赋能。其重点是要大力推动数字经济技术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对传统产业进行全
面改造。

此外，还要大力推动工业互联网的发展
应用。关键是通过税收、财政、人才、金融
等一揽子政策，建立鼓励数字技术研发应用
的政策环境，推动数字研发与落地应用之间
形成良性互动，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全面均衡
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互联网经济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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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2日，在首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上，观众参观一
款卫星系统模型。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摄

▼ 4 月 24 日，在首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上，
观众参观中国电科展出的芯片。

本报记者 王 萌摄

▲ 4月24日，在首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上，观众体验网龙网
络公司展出的VR教育产品。

本报记者 王 萌摄

数字产品有“人情味”

“小 Q，帮我打开卧室灯”“小 Q，帮我打开电视”。
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腾讯展出的小 Q 机器人吸引
了众多人围观。对这款小巧可爱的机器人发起语音指
令，就可以满足各类家庭生活需求。

峰会期间，许多最新数字产品成果集中展示，描绘
了一幅未来生活的数字化场景。

高速路收费站容易拥堵？广州一家公司展示了移动
支付高速收费系统，该系统通过智能车牌识别、GPS 定
位等，并与微信、支付宝等网上支付平台对接，可以实
现实时的智能结算，车辆也可“刷脸”进站、缴费。

古诗词晦涩难懂？网龙网络公司推出 AI助教，可以
带领学生们进入到虚拟场景，与古代文人进行互动，辅
助老师打造“双师课堂”。据介绍，AI助教将于今年6月
投入使用。

这些科技的应用，来自于企业对数字产品的开发创
新。如今，大到政务工作、小到居家出行，以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日益渗透其中，数字
经济将曾经人们想象中的智能新生活变为现实。

同时，“数字中国”已经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更
体现在文化建设层面。4月23日，腾讯举办了一场“新文
创生态大会”。为何名为“新文创”？腾讯集团副总裁、
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程武认为，这是一种数字时代下全
新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方式。

“这是塑造 IP （知识产权） 的方式、方法上的升级。
因为只有把各种协作主体、文化资源以及创意形式广泛
地连接起来，才能实现更高效的数字文化生产。”程武表
示，在“新文创”时代，我们需要共同打造民族文化产
品，为构建一个产业发达、文化繁荣、价值广泛的“数
字文化中国”而努力。

将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互动融合，增加经济发展
“人情味”，是数字经济产生的最重要外溢效应之一。工
信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司长谢少锋说，以数字驱动
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的需要，数字经济将推动更高质
量、更加公平发展。

数字技术军民融合

数字中国建设正步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加快建设
数字中国，尤需夯实数字基础。

如何加速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打好数字经济的“地
基”；如何更快推动新技术投入市场应用；如何探索更优的
信息共享和互信互认机制……都需要在创新中探索解决。

4 月 23 日，中国电科 38 所发布了实际运算性能市场

同类产品最强的数字信号处理器——“魂芯二号 A”。该
芯片由 38所完全自主设计，每秒能完成千亿次浮点操作
运算，单核性能达到当前国际市场上同类芯片核性能的
2.5倍。

据介绍，“魂芯二号 A”将广泛运用于雷达、电子对
抗、通信、图像处理、医疗电子、工业机器人等高密集
计算领域。目前，正在多种重大装备以及图像处理领域
中推广使用。

“如何把军用领域已有的技术进一步降低成本，使
它逐步应用到民用领域，实现军民融合，是一步大
棋。”中国电科市场部经理梅建超对本报记者表示，相
信未来，随着制造业水平的提升，制造成本会逐步降
低，军用领域的高精尖技术也会以适应市场的成本应
用到民用领域。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深化网络基础设施
的建设合作，推进 5G 技术的研发和商用部署，加快
IPv6 规模部署应用，建设物联网等新型应用基础设施，
使数字经济的“大动脉”更加通畅。

数字企业做专做优

研究表明，数字化程度每提高 10%，人均 GDP 增长
0.5%至0.62%。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情形下，数字经济被
视为推动经济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加速器，撬
动经济发展的新杠杆。

数字驱动下，工业制造正在构建更敏捷的生产、经
营、管理体系。工信部调查显示，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后，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超30%，运营成本约降20%。

“数字化是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的基础。企业的信息
化往往更多在业务层面，而随着设备和生产的连接，制造业
企业需要更深入地数字化转型，通过数据积累和数字模型的
分析，实现生产过程的最优化。”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
究中心副主任何小龙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而企业如何更好地实现数字化转型？何小龙认为，
依托数字化的云平台，不同企业可以有不同的侧重方

向。“有些企业侧重研发，通过云端数据，可以更好地指
导其研发；有的企业侧重营销，大数据则可以辅助其进
行市场分析。”何小龙说：“以后的互联网制造，将依托
工业互联网平台，让企业最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优势。”

福建企业网龙网络正是这样一家善于做“专”的公
司。立足数字教育，该公司创新教育产品，不断开拓全
球市场。据介绍，在 2017年的第三季度，公司的数字白
板产品远销美国、英国、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家，全
球教育市场占有率第一。

“我们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快速创新，并进入到新的
领域，把新技术与行业应用场景相结合。”网龙网络控股
有限公司 CEO 熊立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在 VR （虚
拟现实） 热刚开始时，公司就开始着手研究，将VR与教
育相结合，并在福建建立了全国最大的VR体验中心，与
游戏、教育等各个行业应用相结合。

更让人们感受到振奋的是，实体企业从数字经济中获得
转型升级的动力。同时，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衍
生出更加共享、普惠和开放的经济生态，推动高质量发展。

数字中国联通世界

数字中国的快速发展，同样获得世界各方关注。全球
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去年底发布的《数字中国：提升经济
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的零售电商交易额全
球占比超过40％，预计超过法、德、日、英、美等5国的总和；
移动支付个人消费交易额高达79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
11倍；全世界262家“独角兽”中有1/3是中国企业。

对此，麦肯锡资深董事合伙人、全球研究院院长乔
纳森·沃策尔说，中国拥有全球最活跃的数字化投资与创
业生态系统，依托全球规模最大的本土市场以及充足的
风险投资资金，中国企业旧有的效仿西方发展模式已成
功转型为创新引领模式，中国已经成为消费者导向型数
字经济的全球引领者。

数字中国的快速发展，同样为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化
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有专家分析指出，中国境外风险
投资约 75％投向数字相关行业，中国数字公司积极推动
海外并购活动，其中“BAT”三大互联网公司在过去2年
中开展了 35次海外交易。中国数字公司也在引领商业模
式创新，比如共享单车公司ofo和摩拜单车已将其业务拓
展到亚洲、欧洲及拉美等国家。

联合国大学学者奥耶班吉·奥耶拉兰·奥耶因卡表
示，希望更多的中国企业到非洲设厂。“非洲在科技和工
业领域发展基础并不牢固，中国企业可以为非洲发展做
出贡献。”他说。

中欧数字协会主席鲁乙己表示，中国大力发展数字
经济和分享经济，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新动能，这是
对中国经济的驱动力，也是对世界经济的驱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