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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思考 

唐元
1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不断取得新突破,数字赋能实体经济

成效显著,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加稳固、支撑作用更

加明显。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推动我

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是新时代的重大战略任务。 

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滚滚大潮，当今世界已经开启了数字

经济时代的大门。数字经济是新经济的核心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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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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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

近些年来，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

深前所未有，正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

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

的关键力量。 

我们说我国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主要有五个重要标志： 

标志一,党中央、国务院对数字经济非常重视。一年来中共

中央政治局专题学习研究了数字经济、区块链、元宇宙等内容，

明确了数字经济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产业和新兴产业，是

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重点领域，并将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列为重大

国家战略。去年底国务院发布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对发展数字经济做出了全面部署，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

展数字经济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重点工作和政策措施，表明

中国政府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坚定信心和决心，昭示着我国数字

经济将迎来大发展的美好前景。 

标志二，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迅速推进。为了加快数字经

济发展，国家将数字经济相关的软硬设施纳入国家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内容，集中财力加大投资力度，短短 1年左右时间就取得了

显著成效。传感终端、5G 网络、大数据算力中心、区块链节点

网络、工业互联网在全国加快建设并已经基本形成，为数字经济

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硬环境。同时，国家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交

通、能源、生态、工业等传统行业进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改造升级，也纳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内容，切实加大投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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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很好效果。 

标志三，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强

大的技术支撑。近些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经过全社会“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涌现出了许多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有目

共睹的有：物联网、区块链、元宇宙、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

算、云存储等数字技术不断涌现，网上购物、抖音视频、手机支

付、无人驾驶、机器人服务等新模式普遍应用，滴滴出行、哈喽

单车、京东购物、美团外卖、微信等平台不断翻陈出新。这些新

业态、新模式、新技术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的生产、生活和社会

交往方式，给人们提供了很多方便，也给各行各业带来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同时也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大发展。可以说，在数字经

济领域，我国科技水平与美欧先进国家相比一点不落后，有的甚

至还处于领先水平。 

标志四，数字经济自身发展也在不断嬗变升级。数字经济从

本质上来说是直接或间接利用数据来引导资源发挥作用，推动生

产力发展的经济形态，因此数字经济也有自身发展规律。尽管数

字经济在我国兴起的时间不长，然而在较短时间内数字经济的内

涵就从初期的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的“两化”， 嬗变升级为

现在的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数据价值化的“四

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也在迅速走向深刻、全面和系统，在国

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标志五，国家明确了数字经济的四大发展方向。国家数字经

济“十四五”规划按照数字经济的四大核心内涵，明确了重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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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向。产业数字化就是要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升级，用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增强产业

竞争力。数字产业化就是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产业园，促进数字

经济集群化发展，鼓励基于数字信用体系的新型电商平台推广应

用，做大做强做优龙头品牌数字企业。数字化治理就是要构建协

调统一的数字经济治理框架和规则体系，构建起跨部门、跨地区

的协同监管机制，形成政府主导、多元参与、法治保障的数字经

济治理格局，增强政府数字化监管能力和治理水平。数据价值化

就是要认可数据价值，探索数据资产定价机制，形成数据资产目

录，逐步完善数据定价体系，培育规范的数据交易平台和市场主

体，建立数据市场运营体系，促进数据要素市场流通，提升数据

交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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