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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IPv6 活跃用户数达到 8
亿户，千兆宽带用户数达到
6000亿户，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
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普及率
达到45%……

近日，国务院印发《“十四
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勾勒了未来我
国数字经济发展蓝图。

或将迎超10万亿元利好
数字经济发展按下加速键

时间回到 2017 年，数字
经济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
告》中，之后的2019年、2020
年和2021年，数字经济频频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

值得注意的是，2018 年
《政府工作报告》虽然未提及
数字经济，但首次提出了“数
字中国”建设，这被解读为是
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延伸。

时至当下，我国数字经济
交出了怎样的阶段性成绩
单？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
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
值占GDP比重达7.8%。

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
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
院长盘和林看来，数字经济占
我国GDP的比重越来越高，
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推

动力。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

处于什么阶段？“自 2017 年
《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写入数
字经济后，社会对数字经济的
认识逐步深化，对数字经济的
内涵和外延逐渐形成共识。
如今，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
竞相发展，数字产业化和产业
数字化取得积极成效，数字技
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加深，已逐
步进入深化应用、规范发展和
普惠共享的新阶段。”中国国
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
副部长刘向东说。

《规划》有何亮点？刘向
东认为，《规划》突出亮点是把
数字经济发展与我国进入新
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和
构建新发格局紧密结合起来，
并强调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为主线，统筹发展与安全、
国际与国内，同时发挥创新引
领和应用牵引的联动机制，强
化公平竞争这一基础性制度，
协调推进数字经济健康有序
发展。

发展数字经济，未来可
期。《规划》明确，到2025年，
数字经济迈向全面扩展期，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达到10%，数字化创
新引领发展能力大幅提升，智
能化水平明显增强，数字技术
与实体经济融合取得显著成
效，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完

善，我国数字经济竞争力和影
响力稳步提升。

有机构测算，到2025年，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若达到 10%，按照
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2025
年中国GDP总量预测为130
万亿元，这意味着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增加值届时将达13万
亿元。

在中金公司分析师张文
朗看来，虽然互联网流量红利
见顶，但叠加线上化率提升，
长期看互联网仍将显著超越
大部分行业增速，市场有望重
新发现行业长期增长动力。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将演进到
长坡厚雪式增长。

如何发挥数据要素作用？
建立数据要素市场体系

尽管数字经济风头正劲，
但薄弱环节依然不容忽视。

《规划》提到，我国数字经
济规模快速扩张，但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不规范的问题较
为突出，迫切需要转变传统发
展方式，加快补齐短板弱项，
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水平，
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道路。

刘向东告诉中国城市报
记者，除了外部竞争规则演变
的影响外，我国数字经济发展
的不平衡、不充分和不规范的
问题较为突出，需要服务于我
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着力聚

焦解决突出的矛盾。
“特别是还需加快弥合

不同行业领域群体之间的数
字鸿沟，加快解决数字产业
链供应链中关键技术或环节
的‘卡脖子’问题，进一步释
放大量应用数据的价值潜
力，进一步提升数字经济的
治理水平等。”刘向东进一步
分析。

盘和林向中国城市报记
者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我国
数字经济在关键领域创新不
足，产业链供应链受制于人，
数字鸿沟广泛存在，数据资
源价值尚未释放，数字治理
能力有待提高。”

以数据为例，盘和林认
为，数据之所以能够创造价
值，一方面是数据要素对其他
要素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
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一种，本
身就具有产生巨大价值的能
力，数据要素可复制、可共享、
可无限增长和供给的特性，将
必然打破传统要素有限供给
对增长的制约。

在盘和林看来，建立完
善的数据流通机制，是保障
数据安全的关键。当前已经
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
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
人信息保护法》等，未来还要
进一步完善数据流通中的具
体细则，打通数据流通渠道
的同时，保障数据安全立法得
以实施。

值得注意的是，《规划》提
出，到2025年数据要素市场
体系初步建立。数据资源体
系基本建成，利用数据资源推
动研发、生产、流通、服务、消
费全价值链协同。数据要素
市场化建设成效显现，数据确
权、定价、交易有序开展，探索
建立与数据要素价值和贡献
相适应的收入分配机制，激发
市场主体创新活力。

发展数字经济
应因地制宜

事实上，聚焦数字经济，
各地在奔跑中发力赶超。

——有目标。如广东省
提出，到2025年实现数字产
业集群营业收入超过10.7万
亿元；浙江省明确，到 2025
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
重达到 60%左右；江苏省力
争，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
10%。

——有行动。从数字经
济立法层面看，2020年12月，

《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
公布；2021年8月，《广东省数
字经济促进条例》公布；2021
年12月，《河南省数字经济促
进条例》公布；今年1月12日，
《江苏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草
案)》接受审议。

——有特色。如江苏省
主攻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
化、数字化治理，大力推动数
字经济强省建设；浙江省通过
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
程”等一系列举措，推进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安徽省将数字
经济作为推动数字技术和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主引擎，努
力做大做强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想“真旺”，需要
防“虚火”。刘向东提醒，各地
落实数字经济规划要因地制
宜，结合自身实际，与实体经
济工作协调推进，既要锻长板
也要补短板，对数字经济薄弱
的环节加大投入，突破制约数
字经济的短板和瓶颈。

“同时，各地在引导涉资
本参与数字经济过程中要妥
善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问题，
既要避免低水平重复和盲目
跟风，也要避免无序扩张和竭
泽而渔，注重建立可持续发展
的数字化生态体系，切实防范
数字技术应用带来的各类风
险，切实推动数字经济普惠共
享发展。”刘向东说。

受访专家指出，目前，我
国数字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
仍是经济发展较快的东部沿
海和一、二线城市。这些地
区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条
件，而且财力相对雄厚，可以
超前布局一批新型基础设
施，逐步培育有竞争力的数
字化产业。

而欠发达地区或城市则
面临投入资金有限、人才匮
乏、互联网安全意识不强等问
题，难以推动经济整体实现数
字化改造，反而使其发展数字
经济与领先地区的差距越来
越大。

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如
何防止上述“马太效应”？刘
向东建议，发展数字经济为欠
发达地区发挥后发优势提供
机遇。这些地区要抓住新一
轮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
契机，争取在数字设施方面补
齐短板；要全面提升公众的数
字素养和技能，使其有效适应
数字经济时代的要求，对重点
领域和环节集中优势资源率
先数字化转型；以点带面，与
发达地区结对子跨区交流合
作，实现协同联动发展。

数字经济顶层规划出台数字经济顶层规划出台凸显数据要素价值凸显数据要素价值

图为雄安新区安新县老河头镇李家村村民马楚飞（右）通过数字人民币APP付款。据

了解，自2020年8月“老河头数字人民币特色小镇”开始建设以来，数字人民币已覆盖老

河头镇27个行政村，各种优惠活动不断开展，数字人民币逐渐走进雄安新区百姓视野。

中新社记者 韩 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