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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国务院正式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为构建数字中国提供有力支撑。 

数字经济政策三个发展历程 

我国国家层面的数字经济政策走过了如下的一个发展历程，具体可以

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初步基础设施搭建阶段。这一阶段可以追溯到 1999 年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信息产业部国家计委的《关于加快移动通信产业发展

若干意见的通知》和 2001 年《关于促进我国国家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和应用若干意见的通知》，该阶段主要在于搭建信息化的基础设施体系，为

进一步的通信技术发展以及衍生的产业转型夯实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探索互联网+的发展阶段。在信息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的

过程中，通信技术的不断演进带来了通讯设备成本的降低和通信服务可得

的便捷，这一阶段的突出表现是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

文件包括 2002 年的《关于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的通知》和 2005 年的《关

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等，以及再次基础上的一系列“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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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产业布局政策，包括 2015 年《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

的指导意见》等等。 

第三个阶段则是真正形成数字经济的新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起步来

源于 2015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

其中首次提出中国将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之后的一系列政策均关注到

了传统领域与互联网的融合，这一阶段的含义不仅仅是传统的互联网+，而

是在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互联网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催化剂工具，而正

在逐步变成真正的反应剂。这一阶段的国家政策包括 2016 年的《国务院

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等等。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逐步

形成了较为完整和科学的数字经济促进政策体系。比如《2017 年中央政府

工作报告》首次写入数字经济等等。 

数字经济将迎来新一轮的精细化发展 

在政策演进过程中，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定义被不断的丰富和具体化，

此次出台的《规划》对该定义进行了综合提炼，形成了一个科学、完整的

数字经济概念，数字经济领域存在的概念阴霾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规划》将数字经济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摆在了同等的时代价值位

置，明确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

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

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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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该定义预示着数字经济旨在从全要素生产力的角度来推动整体经济

发展，同时在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在国家层面的指标引领下，数字经济将迎来新一轮的精细化发展。具

体而言包括： 

在顶层设计之下，地方数字经济规划的差异化设计。《规划》将数字经

济放在了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同等重要的位置，指出数字经济是未来一

个时代的代表，农业和工业领域我国各省份、各地市、各区县均能找到自

身的差异化竞争点，同样在数字经济也同样如此，在国家规划的推动下，

各地会陆续出台适符合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规

划，充分依托自身的客观条件进行科学的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促进形成

多点开花、连点成片的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格局。 

数字基础设施的区域协调布局。目前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整体建设进程

良好，5G 基站、大数据中心等数量和规模都在不断提升，但受到资源集聚

的影响，已经开始初步呈现区域分布不均的问题，因此，我们在加快推进

数字技术设施建设的同时更要从优化角度入手，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布局，

在呈现差异化发展的过程中仍然要注重数字经济的普惠性。 

从追求规模为王到单项冠军，将大产业的市场占有逐步转变为关键领

域的技术领先。我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庞大的市场，因此在数字经济

领域的占有率很高，贡献了世界相当一部分比重的数字经济产值，但是，

我们仍需要意识到我们在一些关键领域上面的技术缺失和产品缺失，下一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72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