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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论数字中国和数字经济1 

     

    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深入推进新型

工业化，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推动制造业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建设制造强省，大力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2023 年 3 月 5 日，习近平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新发展格局以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基础，经济循环畅通需要各

产业有序链接、高效畅通。要继续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

经济上，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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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2023 年 1 月 31 日，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

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

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2022 年 12 月 15 日，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 

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要加快数字化转型，

推广先进适用技术，着力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 

——2022 年 12 月 15 日，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 

合力营造开放、包容、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经济发展

环境，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方面推进国际合作，释放数字

经济推动全球增长的潜力。 

——2022 年 11 月 16 日，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

七次峰会上的讲话 

当今时代，数字技术作为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力

量，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面对数字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国际

社会应加强对话交流、深化务实合作，携手构建更加公平合理、

开放包容、安全稳定、富有生机活力的网络空间。 

——2022 年 11 月 9 日，习近平向 2022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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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镇峰会致贺信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携手走出一条数字资源共建共享、

数字经济活力进发、数字治理精准高效、数字文化繁荣发展、数

字安全保障有力、数字合作互利共赢的全球数字发展道路，加快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

智慧和力量。 

——2022 年 11 月 9 日，习近平向 2022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

乌镇峰会致贺信 

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

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

强国、数字中国。 

——2022 年 10 月 16 日，习近平在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作报告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

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2022 年 10 月 16 日，习近平在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作报告 

要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

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022 年 4 月 19 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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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创新增长和数字经济发展。创新是引领世界发展的重要

动力。要坚持创新驱动大方向，全面平衡落实亚太经合组织《互

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为创新和生产力发展构建开放、公平、

公正、非歧视的环境。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转型，

努力弥合“数字鸿沟”，推动数字经济全面发展。 

——2021 年 11 月 12 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八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 

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一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

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任务是增强经济发展动能、畅

通经济循环。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

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实现

跨界发展，打破时空限制，延伸产业链条，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

二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数据

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对传统生产方式变革具有重大影响。数字经

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的重要引擎。三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

新优势。 

——2021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

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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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一定要抓住先机、抢

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2021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

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面向未来，我们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

件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2021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

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产业数字化，利用互

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

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要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产业深度融合，加快培育一批

“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2021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

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要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

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要健全市场准

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公平竞争监管制度，建立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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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全领域监管，

堵塞监管漏洞，提高监管效能。要纠正和规范发展过程中损害群

众利益、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和做法，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

扩张，依法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要保护平台从业人员和

消费者合法权益。要加强税收监管和税务稽查。 

——2021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

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要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提高我国数字

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要完善主管部门、监管机

构职责，分工合作、相互配合。要改进提高监管技术和手段，把

监管和治理贯穿创新、生产、经营、投资全过程。要明确平台企

业主体责任和义务，建设行业自律机制。要开展社会监督、媒体

监督、公众监督，形成监督合力。 

——2021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

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我们要结合我国发展需要和可

能，做好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要加强形

势研判，抓住机遇，赢得主动。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数字经济思

维能力和专业素质，增强发展数字经济本领，强化安全意识，推

动数字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提高全民全社会数字

素养和技能，夯实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社会基础。 

——2021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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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担起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

任，激发数字经济活力，增强数字政府效能，优化数字社会环境，

构建数字合作格局，筑牢数字安全屏障，让数字文明造福各国人

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1 年 9 月 26 日，习近平向 2021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

乌镇峰会致贺信 

我们要在推进互利合作方面持续发力，深化共建“一带一路”

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支持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共同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2021 年 9 月 3 日，习近平在第六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

开幕式上的致辞 

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数

字经济，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代能源等领域加强交流合作，

使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开放融

通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人为“筑墙”、“脱钩”违背经济规律

和市场规则，损人不利己。 

——2021 年 4 月 20 日，习近平在博整亚洲论坛 2021 年年

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把握信息革命历史机遇，培育创新

发展新动能，开创数字合作新局面，打造网络安全新格局，构建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携手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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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23 日，习近平向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

网发展论坛致贺信 

要利用区块链技术探索数字经济模式创新,为打造便捷高

效、公平竞争、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提供动力,为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实现各行业供需有效对接提供服务,为加快新旧动能

接续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2019 年 10 月 24 日，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

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中国正在大力建设“数字中国”，在“互联网+”、人工智能

等领域收获一批创新成果。分享经济、网络零售、移动支付等新

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深刻改变了中国老百姓生活。 

——2018 年 11 月 18 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 

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就是要适应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

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 

——2018 年 4 月 22 日，习近平向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致

贺信 

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

布局、力争主动，深入了解大数据发展现状和趋势及其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影响，分析我国大数据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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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

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2017 年 12 月 8 日，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

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我们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发展数字经

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继续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

合这篇大文章，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要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系统推进工业互联网基础

设施和数据资源管理体系建设，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

引擎作用，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数字经济。 

——2017 年 12 月 8 日，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

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世界经济加速向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为重要内容的经济活

动转变。我们要把握这一历史契机，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

动能推动新发展。要加大投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

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

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 

——2016 年 10 月 9 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

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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