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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争相布局数字经济的专家论点 

 

编者按：数字经济在各地经济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地

位，从 2020 年各省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发现，无论是浙江、

广东等经济强省，还是安徽、湖北、重庆等中西部地区，发

展数字经济正成为地方政府的共同行动。多位专家对此阐述

观点，课题组进行了整理，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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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一：用新思维培育新动能，引领新发展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浙江省提出，全力推进数字经

济“一号工程”，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五年倍增计划，做强集

成电路、软件业，超前布局量子信息、类脑芯片、第三代半

导体、下一代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力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增加值增长 15%。福建提出，促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

网和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力争数字经济规模超 2万亿元；安

徽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实施 5G 产业规划和支持政策，

促进 5G商用和应用场景落地，推动物联网、下一代互联网、

区块链等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重庆提出，加快建设国家数

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集中力量建设“智造重镇”“智慧

名城”。 

专家认为，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各地抢抓机遇布局数字经济，

对于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在发展过程中，还

需加强对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建立健全与之相适应的

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用新思维培育新动能，引领新发展。 

从数字变革的大趋势来看，数字技术将给各行各业带来

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将引发未来全球和地区经济格局的变

化。如果不发展数字经济，很可能会落后于时代，丧失历史

机遇。从实践发展来看，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也

最重要的新动能。近年来，数字经济比整体经济发展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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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得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技术是数字技术，数字技术作为基础

性和关键性技术，可以为其他技术提供平台和载体。当前，

我国数字经济已进入加速产业化的前夜，快速发展的“春天”

正在到来。数字经济在培育经济新动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无论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

节能环保水平，都离不开数字技术支撑。数字技术的广泛渗

透，将对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目前数字经济蕴含大量机

会，各地纷纷布局，试图抢占制高点，在新一轮竞争格局中

占有一席之地，这也将有助于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改善

居民生活品质。 

观点二：数字科技与实体经济加速创新融合 

在各地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布局中，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

字化并进，既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区块链、5G、共享经济等

前沿领域，也对数字化改造、加快产业融合发展等提出了

要求。 

比如，河北提出促进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应用及产业

发展，加快布局 5G 基站、物联网、IPv6 等新型基础设施；

广东提出支持广州发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引擎作用，

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智

能网联汽车等产业，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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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提出积极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体验经济和快

递经济，加快各行业各领域数字化改造；北京提出实施制造

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提升计划；湖北提出大力推

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以“芯屏端网”为重点的世

界级产业集群，抢占数字经济风口。 

专家认为，在数字产业化方面，近年来我国信息产业取

得了非常快的发展，但其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在全球都不太

高，在 6%至 8%之间。相比而言，以传统产业数字化为特征

的融合型数字经济潜力更大。 

数字经济已经开始从量变走向质变。一个非常重要的标

志是，从2016年起中国数字经济占 GDP的比重首次超过 30%，

说明数字经济度过起步期，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从实践

来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全面融合已经开始，从生产到

消费，从制造业到服务业，各方面的数字化进程都在加快。

下一步，数字经济将向更高层次、全面融合发展。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正加速双向融合。一方面，以互联

网为主导的新经济主体不断向经济社会尤其是传统产业延

伸渗透。另一方面，传统产业也在积极拥抱数字经济，利用

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改造提升自身发展水平。 

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对解决就业等长期以来存在

的问题作用凸显。2013—2019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连续 7

年都在 1300 万人以上，如果仅靠传统经济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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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三：发展数字经济也需防“虚火” 

专家认为，尽管数字经济风头正劲，薄弱环节依然不容

忽视。从总体上看，首先在核心技术方面存在不足，可能影

响未来可持续性创新，并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其次原有的

实体经济信息化基础相对薄弱，有一些“课”需要补。此外，

发展数字经济的经验也存在不足。从一些地方出台的政策或

实际作为看，不敢发展、不会发展、不愿发展数字经济的情

况依然存在。 

目前有很多数字技术还停留在实验室，或处在产业化初

级阶段，新兴领域还有很多“卡脖子”的技术问题，专业人

才非常短缺。 

数字经济要“真旺”，需要防“虚火”。发展数字经济

要防止“一窝蜂”。发展数字经济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

个长期发展过程。数字经济与工业经济形态运行模式是不一

样的，要用新方法应对。 

需要注意的是，不要盲目追求超前数字化，要避免“脱

实向虚”和“假数字经济”。各地应结合区位、人才、产业

基础等要素条件，循序渐进地发展。 

发展数字经济，政府应该做什么？专家认为，在融合发

展过程中，有一些企业无力涉足的公共设施问题，如搭建公

共数据平台、跨行业交流平台等。政府要着力解决融合发展

过程中的短板和公共问题，营造更好的产业生态，形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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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地方政府要规避各自为政、恶性竞争的传统发展模式，

用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全方位、多领域汇聚数字经济发展

的优势资源，加强与国际国内相关优势机构和优势地区的广

泛合作。 

释放新动能要比打造新动能更重要。要加强制度创新，

对于那些限制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管理方法甚至法律法

规，该改的就要改。一旦打破这些不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条

条框框，新的创新动力自然会迸发出来。 

 

 

（数字经济课题组整理） 

 

 

 

 

 

 

 

 

编辑部地址：南宁市体强路 18 号广西信息中心 1412 号房       

电话/传真：0771-6113592   电子邮箱：dsjyjs@gxi.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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