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内部研究 
领导参阅 

桂  数  专  报  
2020年第 15期（总第 21期） 

 

                                       

 
广西数字经济发展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2018 年 8 月，自治区党委政府作出决策部署，深入实施

大数据战略加快数字广西建设，加快数字产业项目布局，采

取多种措施，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

科学的测度，是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手段，是制定

政策的重要基础。研究建立准确反映我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和趋势的指标体系，是完善数字经济保障体系的重要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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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标体系构建总体思路 

目前，从国家到地方层面均尚未建立统一的数字经济统

计标准，一些研究机构如中国信息通信院、财新智库、赛迪

顾问公司进行了数字经济测度探索。浙江省、贵州省、重庆

市结合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实际，出台了相应制度，确定数

字经济统计分类目录和指标，探索建立能够反映数字经济发

展情况的数字经济统计报表制度。为加强评估科学性和指导

性，本研究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 

（一）深入理解和贯彻国家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国

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等

文件对发展数字经济做出了重要规划，架构了我国推动数字

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与战略部署。广西数字经济发展评估指

标体系着重从三方面吸收和贯彻国家战略部署，一是充分考

虑数字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引导各地培育经济转型发展

动力。二是充分考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经济发展新

基石的作用，引导各地夯实新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充分考虑

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推进发展方式转变。 

（二）紧扣数字广西建设战略部署。为体现我区数字经

济战略部署，扩大数字经济政策影响力。评估指标体系尽可

能反映广西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13 项发展指标的要求。增加

5G 等新数字基础设施的分项指标，加大产业数字化、数字

产业化的分值权重。另外，为发挥指标体系的引导作用，也

针对我区数字经济保障体系的薄弱项设置相应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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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兼顾各地测度指标共性和我区特色。为便于做跨

区域横向比较，本研究充分借鉴已经开展数字经济评估的研

究机构及省市的先进经验，在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

数字化、政府和社会数字化等方面设置相应指标。同时结合

我区数字经济发展面向东盟建立的数字经济合作发展新高

地的定位目标，设置中国—东盟信息港参与度、参与全球产

业链等指标，力争客观全面评估我区数字经济发展情况。 

（四）坚持结果和问题导向选取指标。参考国内开展数

字经济评估的共性指标，兼顾结果导向和问题导向设置评估

指标，重点评估数字经济相关政策实施以来的发展情况。针

对我区数字化基础支撑能力不足的问题设置数字化基础能

力及其细化指标。围绕数字技术产业基础薄弱，企业数字化

转型主动性、积极性不高问题设置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及其相关细化指标。着眼于政策和治理体系有待优化，数字

经济人才智力资源紧缺问题设置数字经济发展生态及其相

关细化指标。 

二、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为避免仅有纯刚性定量指标、代表性不够等不足，设计

了大数据平台采集应用案例等多项指标，覆盖更全面、代表

性更强。指标选取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全面性原则。选取的指标具有代表性，能尽可能地全

面反映数字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 

2.导向性原则。引导和促进城市数字化转型进程，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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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采取措施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向纵深发展。 

3.可比性原则。指标体系能反映某城市数字化转型程度，

也可以进行不同时期城市间数字化转型的比较，使得最终结

果可以在横向（各城市）和纵向（各个时期）进行对比研究。 

4.可操作性原则。所设置的指标均可获得较为准确的数

据，使量化的评估和年度监测可以进行。 

5.稳定性原则。选择的指标变化比较有规律性，即使受

偶然因素影响也不会大起大落。 

6.本地化原则。设置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相关指标，

体现地区发展特色。 

7.引领性原则。设置创新能力指标，体现该城市在创新

方面的引领作用。 

8.发展性原则。设置多个增速指标，反映与去年同期相

比指标的变化程度，体现出该指标的增长性。 

三、指标体系框架和主要内容  

评估指标体系共分为 5个一级指标，分别为数字化基础

能力、数字产业化发展水平、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公共服

务数字化水平、数字经济发展生态，权重分别为 15、15、30、

25、15。其中数字化基础能力部分主要考察城域网、固定宽

带连接、5G 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以及数字网络的普及情况、

数据中心和数据的服务能力；数字产业部分主要评价数字产

业化规模、投资水平和参与全球产业链能力；产业数字化部

分主要衡量农业、工业、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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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水平部分主要表征数字政务服务能力、数字扶贫及基

本公共服务能力；数字经济发展生态部分主要考量营商环

境、组织和人才保障、创新能力和中国—东盟信息港建设的

国际合作能力。下设 23 个二级指标、46 个三级指标。指标

权重从基础性、可用性、增长性等维度分析重要性，由专家

调查法确定。权数总值设为 100，由三个级别指标权重相乘

得出。指标体系如表 1所示。 

表 1广西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字化基础能

力 

城市网络 

基础能力 

1. 城域网出口带宽 

2. 固定宽带端口平均速率 

3. 5G 基站的数量 

数字网络 

普及情况 

4. 每平方公里拥有移动电话基站数量 

5. 移动互联网普及率 

6. 固定互联网普及率 

7. 城乡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 

数据中心 

服务能力 

8. 政务数据中心在用服务器数 

9. 企业数据中心在用服务器数 

政务数据 

服务能力 

10. 政务数据共享应用水平 

11. 政务数据开放应用水平 

数字产业化发

展水平 

数字产业化 

规模 

12.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业收入 

13. 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 

14. 电信业务总量 

数字产业化 

增长水平 

15.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速 

16. 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速 

17. 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速 

数字产业化 

投资水平 

18.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投资增速 

19. 电子信息制造业投资增速 

参与全球 

产业链能力 
20. 本市落地数字产业化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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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产业数字化发

展水平 

农业数字化 
21. 农村电商服务站点覆盖率 

22. 农业生产数字化水平 

工业数字化 
23. 两化融合数字化指数 

24. 企业上云指数 

服务业数字化 

25. 网络零售额占社会总零售总额比例 

26. 人均电子商务交易额 

27. 人均移动互联网流量 

28. 人均银行机构网上支付、移动支付业务量 

29. 快递业务量 

30. 数字贸易服务应用水平 

31. 服务业数字化新业态 

公共服务数字

化水平 

数字医疗 32. 电子病历系统覆盖率 

数字教育 33. 数字教育“三全”综合覆盖率 

数字旅游 34. 数字旅游水平 

数字扶贫 35. 数字扶贫水平 

数字公共安全 36. 雪亮工程视频监控覆盖率 

数字政务服务 37. 政务服务事项网办率 

数字交通 38. 数字交通水平 

数字经济 

发展生态 

组织保障 
39. 数字经济政策 

40. 数字经济组织机构 

人才能力 
41. 数字经济人才引入政策 

42. 数字经济人才培训服务 

营商环境 43. 营商环境指数 

创新能力 
44. 高水平技术创新载体数量 

45. 授权专利数量 

中国—东盟 

信息港建设 

参与度 

46. 中国—东盟信息港数字经济项目数量 

四、评估实施 

评估范围包括自治区及 14个设区市数字经济发展情况。

评估时间以年为单位。按照数据采集、数据审核、综合评分

等步骤开展评估工作。 

（一）数据采集。本研究通过不同渠道采集数据。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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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的指标主要通过向行业主管部门采集电子信息制造

业、软件与信息服务业、通信业等核心产业统计数据进行评

分。数字产业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等无统计数据的指标参

考行业部门专项测评结果。如，营商环境指数参考了《自治

区营商环境评估报告》。另外，难以量化的指标则通过大数

据平台采集相关案例信息作为评估参考。 

（二）综合评分。计算各市各评估指标，按其相对于全

区平均水平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为了避免单项指标的过度影

响，在此基础上对无量纲化处理得到的数值进行综合加权计

算评估得分。单项指标得分最高不超过该项指标平均分值的

2 倍，且不超过该项指标分值的最高权重值。对不存在某项

指标的市，采用全区平均水平。                               
1.可量化指标的评分。根据数据进行排名，通过不同城

市类型进行采样的方式，根据全国水平分成五档，根据分档

确定第一名及最后一名评分，其余城市根据最高分和最低分

进行“无量纲化+相对评分”。例如，城域网出口带宽，国内

重点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成都IPv6直连带宽不低于1Tbps。

同时，与电信、联通内部专家沟通全国城市的建设现状，最

后综合做出分档，如表 2所示： 

               表 2 评分分档表 

分档 出口带宽（Gbps） 评分档 

一档 >10000 100 分 

二档 5000-10000 80 分 

三档 1000-5000 60 分 

四档 500-1000 40 分 

五档 <500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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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A 市城域网出口带宽为 5540Gbps，处于第二档

位置，评分为 80 分，B市 760Gbps，在全区处于第四档靠上

位置，评分为 50 分，其余城市按照其出口带宽与 A市、B市

带宽的相对比值计算得分。以 C 市为例，其出口带宽为

3140Gbps，其评分为： 

 

2.非量化指标的评分。由于产业数字化的界定是对传统

产业的渗透、替代和提升，由于融合部分增加值计算，国家

层面尚未有统一的方法和标准，采用统计核算方法难以完

成。本研究中产业数字化部分的评估通过大数据技术抓取案

例信息，以案例评分的方法进行评估。根据不同案例类型和

重要性设定分值进行评分。如，每项指标案例总分为 100 分，

根据成效认定的层级设定不同的分值，依据案例情况计算评

估得分。 

（三）评估工作的局限性。当前全国尚未有统一评价数

字经济的指标体系和数据，我区也是首次开展评估工作，主

要局限性有以下方面：评估指标设计难，由于数据可获得性

不高，比如反映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的教育、医疗、旅游等

行业相关指标较难获取；量化指标数据缺乏，数字产业化仅

有全区数据，大多数市不能提供相关数据；反映数字经济产

业数字化融合部分的成效指标数据没有统一标准，本次评估

只能采用案例信息作为参考。总的来看，受限于直接反映数

字经济成效的指标少的影响，在评估指标设计上，本次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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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体现导向性，评估结果也只能大体反映了发展程度和

趋势，整个评估体系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 

 

 

（数字经济课题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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