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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国内出台的数字经济相关政策 

要点摘编 
 

编者按：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工业和

信息化部等部委以及山东、浙江、湖南、河北、广州等省市

陆续出台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发展规划，课题组对这些政策

要点进行梳理，供参考。 

领 
导 
批 
示 

（如有批示，请联系编辑部，电话/传真: 6113592）

广西壮族自治区信息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 2020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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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央网信办印发关于推进“上云

用数赋智”行动 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发改高

技〔2020〕552 号） 

该《方案》旨在加快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助力建

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从打造数字化企

业、构建数字化产业链、培育数字化生态三方面明确了数字

化转型的三大目标。  

《方案》提出了六个主要方向，包括：筑基础，夯实数

字化转型技术支撑；搭平台，构建多层联动的产业互联网平

台；促转型，加快企业“上云用数赋智”；建生态，建立跨

界融合的数字化生态；兴业态，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强服

务，加大数字化转型支撑保障。  

《方案》分别从服务、示范、业态、创新和机制五个方

面提出了具体举措，培育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发展。 

二、《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加快

发展的通知》（工信厅信管〔2020〕8 号） 

《通知》包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融合创新应用、安全

保障体系、创新发展动能、产业生态布局、产业政策支持等

6大领域共 20 项举措。  

在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提出改造升级工业互联

网内外网络、增强完善工业互联网标识体系、提升工业互联

网平台核心能力、建设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加快工业互

联网发展步伐。拓展融合创新应用方面，《通知》提出深化

工业互联网行业应用，促进企业上云上平台，同时加快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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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试点示范推广普及，推动工业互联网在更广范围、更

深程度、更高水平上融合创新。在健全安全保障体系方面，

对建立企业分级安全管理制度、完善安全技术监测体系、健

全安全工作机制做出要求，统筹工业互联网发展与安全。在

壮大创新发展动能方面，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建

设，深入实施“5G+工业互联网”512 工程，增强关键技术产

品供给能力。在完善产业生态布局方面，促进工业互联网区

域协同发展，高水平组织产业活动，提高产业集群能力。政

策支持方面，通过提升要素保障水平、开展产业监测评估，

支撑工业互联网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小企业数字化

赋能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工信厅企业〔2020〕10 号） 

《方案》旨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工作，以数字化赋能中小企业，助力疫情防控、复工复产

和可持续发展。《方案》明确了行动目标、13 项重点任务和

4项推进措施。 

在重点任务方面，强调着力运用信息技术加强疫情防

控，促进企业尽快恢复生产运营；加快发展在线办公、在线

教育等新模式，培育壮大共享制造、个性化定制等服务型制

造新业态；搭建供应链、产融对接等数字化平台，帮助企业

打通供应链，对接融资链；强化网络、计算和安全等数字资

源服务支撑，加强数据资源共享和开发利用；推动中小企业

实现数字化管理和运营，提升智能制造和上云用云水平，促

进产业集群数字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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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从强化组织保障、完善激励机制、组织供需对

接、加强培训推广四个方面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工作。 

四、《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推动 5G 加快发展的通知》（工

信部通信〔2020〕49 号） 

《通知》指出要加快 5G 网络建设部署，充分发挥 5G 新

型基础设施的规模效应和带动作用，并给予了相关政策支持。 

《通知》面向近期的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坚持问

题导向，聚焦“网络、应用、技术、安全”四个重点环节，

以网络建设为基础，以赋能行业为方向，以技术创新为主线，

以信息安全为保障，系统推进，充分发挥 5G 的规模效应和

带动作用，积极构建“5G+”新经济形态。从打造新型基础

设施、深化 5G 融合应用、加强技术研发、建立安全保障体

系等五方面提出 18 项具体措施。 

五、《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数字山东 2020 行

动方案的通知》（鲁政办字〔2020〕47 号） 

《方案》围绕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基

础设施和保障措施 5个方面，提出了年度重点工作安排。 

建设数字政府方面，聚焦政务服务流程再造和“一窗受

理·一次办好”改革等重点任务。提出强化“四个推进”：

推进政务服务“一次办好”，推进机关办事“一次办好”，

推进决策服务数字化，推进基础支撑一体化，加快构建“一

个平台、一个号（码）、一张网络、一朵云”的基础支撑体系。 

发展数字经济方面，提出将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两

手抓，培育数字产业生态。一是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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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领域发展。二是加快实施“现代优势产业集群﹢人工智能”

行动，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三是开展数字经

济园区建设，实施数字经济平台建设行动，打造“中国算谷”，

完善网络化协同创新体系。 

构建数字社会方面，明确将加快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分

级分类开展试点；推动社会治理精准化，加强数据融合应用，

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动公共服务便捷化，强化数字

服务供给。  

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方面，从网、云、端等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以及交通、水利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升级两个方面，

提出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年度重点任务。 

强化保障措施方面，通过加强组织领导，完善督导检查、

评估评价等工作机制，以工程化方式推动任务落实。 

六、《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山东省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的指导意见》（鲁政办字〔2020〕34 号） 

《意见》主要包括总体思路、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三部

分内容。  

（一）总体思路部分，提出了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

整体架构，明确 2022 年作为阶段性目标年份，与数字山东

发展规划（2018-2022 年）做好衔接。 

（二）重点任务部分，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传统基础

设施升级、安全防控设施保障三个维度，提出了五个方面的

具体任务。  

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提出加快建设网、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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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主要是建设泛在连接的信息通信网络。加速发展融合

5G、全光网、卫星通信和量子通信等新一代信息通信网络设

施，通过骨干网扩容、国际通信枢纽建设和 IPv6 升级，进

一步提高网络容量、通信质量和传输速率。“云”主要是构

建高效协同的数据处理体系。加快数据中心高水平建设，推

动云计算、边缘计算、高性能计算协同发展，促进数据中心

空间集聚、规模发展、存算均衡、节能降耗，提升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应用场景支撑能力，全力打造“中国算谷”。“端”

主要是布局全域感知的智能终端设施。积极部署低时延、高

可靠、广覆盖、强感知的物联网与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完善

泛在互联、标识统一、动态控制、实时协同的智能感知体系。 

在传统基础设施升级方面，提出升级智能融合的传统基

础设施，全面推动数字技术与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基

础设施深度融合，提升数字化、智能化和协同化水平。  

在安全防控设施保障方面，强化安全技术和安全管理

“双重防护”，构建态势感知、主动防御、应急恢复、可管

可控的数字基础设施安全防控体系，提高重要数字基础设施

安全可信水平。 

（三）保障措施部分，提出通过加强组织协调、加大投

资力度、优化发展环境等支撑体系建设，保障重点任务顺利

推进。 

七、湖南省工信厅关于印发《湖南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2020-2025 年）》的通知 

总体目标：在“一条主线、双轮驱动、三个坚持、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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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的总体思路下，争取到 2025 年，全省数字经济规模

进入全国前 10 强，突破 2.5 万亿元，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

达到 45%，数字经济基础设施能力全面提升，数字治理体系

初步完善，湖南成为全国数字经济创新引领区、产业聚集区

和应用先导区。 

重点任务：聚焦推动湖南省数字经济全方位高质量发

展，《规划》明确了大力发展数字产业化、加快推进产业数

字化、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建设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创

新数字经济治理模式、强化数字经济信息安全、构建数字经

济生态体系 7项主要任务。 

发展重点：《规划》提出了 10 个重点工程，包括自主

可控计算机及信息安全产业提升工程、新型显示器件产业壮

大工程、集成电路产业成长工程、超高清视频产业培育工程、

移动互联网产业提质工程、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物联

网产业强基工程、人工智能创新引领工程、大数据产业促进

工程、区块链集成应用工程。 

八、《浙江省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行动计划》（浙经

信技术〔2020〕23 号） 

《行动计划》以数字经济为引领，超前系统布局，优化

顶层设计，增强原创能力，夯实核心基础，发展人工智能软

硬件及智能终端产品，改造提升制造业智能水平，完善公共

支撑体系建设，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需

求深度融合，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力争到 2022

年，使浙江省在关键领域、基础能力、企业培育、智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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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体系等方面取得显著进步，打造成为全国领先的新一代

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引领区、产业发展示范区和创新发展新

高地。 

《行动计划》提出，一要培育一批创新型企业，充分利

用浙江在数字经济的先发优势，加快进行人工智能企业梯队

建设。二要推进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围绕打造“核心技术—

智能软硬件及智能终端—行业应用”的产业体系，加强与国

内外知名核心企业战略合作，加快军民融合领域技术转化。

三要打造一批创新中心，围绕人工智能领域前沿技术,建设

一批国际水准的创新载体,吸引集聚一批高端人才和团队,

培育一批“双创”平台,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科

技创新中心。四要布局一批产业基地，形成以杭州、宁波为

核心，嘉兴、绍兴、湖州等其他地区特色化发展的“2+X”

产业格局，构筑全国人工智能发展示范区。五要建设一批公

共服务平台，创新运用共享经济发展模式，搭建人工智能公

共计算、数据开放共享、产业协同创新“三大平台”，加快

提升人工智能的高速计算、数据处理、协同创新等支撑能力。

六要完善一批支撑体系，加快完善标准测试及知识产权服

务、行业训练资料库、网络安全保障、智能网络基础设施等

支撑体系建设。 

九、《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北省数字经济发展规

划（2020-2025 年）的通知》（冀政字〔2020〕23 号） 

总体目标：到 2022 年，大数据创新应用体系基本形成，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农业、服务业数字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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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显著提升，信息化公共服务能力明显提高，建成一批包容

性强、适应性广、政策环境优的数字场景应用市场，基本形

成以大数据产业、制造业数字化、服务业数字化、电子信息

产业为支撑的数字经济发展格局。到 2025 年，全省数字技

术融合创新及信息产业支撑能力显著增强，电子信息产业主

营业务收入突破 5000 亿元，产业数字化进入全面扩张期，

两化融合指数达到 94，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模式、新业

态蓬勃发展，基本建成全国的数字产业化发展新兴区、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区、服务业融合发展先行区。 

主要任务：《规划》提出实施 7 项主要任务，即构建现

代化的数据资源体系；建设数字经济发展的创新体系；加快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推动农业数字

化转型；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培育新业态新模式。 

十、《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州市加快打造数字经

济创新引领型城市的若干措施的通知》（穗府〔2020〕4 号） 

《若干措施》基于构建数字经济生态体系视角，提出了

“1个目标、3个定位、22 条措施”。 

“1 个目标”即加快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引领型城市。“3

个定位”即将广州打造成为粤港澳数字要素流通试验田、全

国数字核心技术策源地、全球数字产业变革新标杆。“22 条

措施”即聚焦 3个定位、未来技术、重点载体、设施完善、

产业支撑、国际开放、关键要素等方面，研究提出了 22 条

有效提升广州市数字经济发展能级和创新能力的政策措施。 

（大数据研究课题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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