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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动态1

“十四五”规划纲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一）

《十四五规划纲要》（下简称《纲要》）提出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

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

《纲要》中数字发展布局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

政府建设水平、营造良好数字生态。

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打
造
数
字
经
济
新
优
势

加强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应用

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

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

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

加
快
数
字
社
会
建
设
步
伐

提供智慧便捷的公共服务

建设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

构筑美好数字生活新图景

营造良好数字生态

加
快
数
字
社
会
建
设
步
伐 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场规则

营造规范有序的政策环境

加强网络安全保护

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资料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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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动态1

“十四五”规划纲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二）

数字经济重点产业

云计算
加快云操作系统透代升级，推动超大规模分布式存储、弹性计算、
数据虚拟隔离等技术创新，提高云安全水平。以混合云为重点培育
行业解决方案，系统集成、运维管理等云服务产业。

大数据
推动大数据采集、清洗、存储、挖掘、分析、可视化算法等技术创
新，培育数据采集、标注、存储、传输、管理、应用等全生命周期
产业体系，完善大数据标准体系。

物联网
推动传感器、网络切片、高精度定位等技术创新，协同发展云服务
与边缘计算服务，培育车联网、医疗物联网、家居物联网产业。

工业互联网
打造自主可控的标识解析体系、标准体系、安全管理体系。加强工
业软件研发应用，培育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推
进“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产业生态建设。

区块链
推动智能合约、共识算法、加密算法、分布式系统等区块链技术创
新，以联望链为重点发展区块钱服务平台和金融科技、供应链管理、
政务服务等领域应用方案，完善监管机制。

人工智能
建设重点行业人工智能数据集。发展算法推理训练场景。推进智能
医疗装备、智能运载工具、智能识别系统等智能产品设计与制造，
推动通用化和行业性人工智能开放平台建设。

虚拟现实和增
强现实

推动三维图形生成、动态环境建模、实时动作捕捉、快速渲染处理
等技术创新，发展虚报现实整机、感知交互、内容采集制作等设备
和开发工具软件、行业解决方案

数字经济重点产业

《纲要》中还对数字经济重点产业及数字化应用场景进行说明，主要内容如下：

数字化

应用场景

智能交通

智慧能源

智能制造

智慧农业

及水利

智慧教育

智慧医疗

智慧文旅

智慧社区

智慧家居

智慧政务

数字化应用场景

（资料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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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5G产业联盟正式成立

2021年3月8日，以“共生、共创、共赢”为主题的广西5G产业联盟成立大会在广西南宁举行。联盟首批100多家

会员单位、自治区有关单位，以及浙江、四川省5G产业联盟等共300余人参加了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广西5G产业

联盟章程》《广西5G产业联盟理事会成员选举办法》，选举产生联盟首届理事会成员。

成立广西5G产业联盟，旨在纵向上助力构建面向东盟的“数字丝绸之路”，助推数字广西发展战略；在横向上则

促进5G产业联盟相关主体之间的交流和深度合作，促进供需对接和知识共享，形成优势互补，运用5G技术切实解决企

业转型升级问题，构建合作共赢的“5G生态圈”。

基本理念

• 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抢抓新发展机遇，全力推动5G、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

技术新应用落地，服务数字广西实现“弯道超车”。

站在落实国家战略高度，夯实筑牢5G产业发展基础

• 要进一步培育5G应用场景、增强5G发展动能，深入实施“5G+工业互联网”512工程，加强重点行业5G应用，推进

数据融合应用“百千万工程”等重点项目建设。

落在推进工业振兴实处，纵深推进5G产业融合创新

• 要充分发挥5G产业联盟的聚合作用和服务引领作用，在聚合上用力、服务上作为、技术上突破，形成跨行业融合、

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5G发展新业态。

跑在促进行业提速赛道，协同推进5G产业生态繁荣。

（资料来源：工信部）



6

绿色经济动态2

（资料来源：新华社）

“十四五”规划纲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十四五规划纲要》（下简称《纲要》）提出：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

态文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纲要》中对绿色发展的布局为以下几个方面：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加快发展方式

绿色转型。

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提
升
生
态
系
统
质
量
和
稳
定
性

完善生态安全屏障体系

构建自然保护地体系

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着力提高
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和稳定性，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促进自然
生态系统质量整体改善。

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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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经济动态2

（资料来源：新华社）

“十四五”规划纲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二）

持续改善环境质量

《纲要》中对绿色发展的布局为以下几个方面：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加快发

展方式绿色转型。

持
续
改
善
环
境
质
量

深入开展污染防治行动

全面提升环境基础设施水平

严密防控环境风险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中包括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构建资源循
环利用体系、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构建绿色发展政策体系。此外还提出环
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六大工程。

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工程

大气污染物减排
实施8.5亿吨水泥熟料、4.6亿吨焦化产能和4000台左右有色行业炉窑清法生产改造，完成5.3亿
吨钢铁产能超低排放改造，开展石化、化工、涂装、医药、包装印刷等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
物治理改造，推进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散媒清零。

水污染防治和水生
态修复

巩固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成效，推进363个具级城市建成区1500段黑臭水体综合治理。
加强太湖、巢湖、滨池、丹江口水库、洱海、白洋淀、郵阳湖、洞庭湖、查干湖、乌梁素海
等重点湖库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实施永定河，木兰溪等综合治理，加快华北地区及其他重
点区域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和黄河河口综合治理。

土壤污染防治与安
全利用

在土填污染面积较大的100个县推进农用地安全利用示范。以化工、有色金属行业为重点，实
施100个土壤污染源头管控项目。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
设施

新增和改造污水收集管网8万公里，新增污水处理能力2000万立方米／日。加快垃圾焚逆设施
建设，城市生活垃圾日清运量超过300吨地区实现原生垃圾零地埋，开展小型生活垃圾焚烧设
施建设试点。

医废危废处置和固
废综合利用

补齐医疗废弃物处置设施短板，建设国家和6个区域性危废风险防控技术中心、20个区域性特
殊危皮集中处置中心。以尾矿和共伴生矿、煤矸石、粉煤灰、建筑垃圾等为重点，开展100个
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示范。

资源节约利用
实施重大节能低碳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开展近零能耗建筑、近零碳持放、碳捕集利用与封
存（CCUS)等重大项目示范。开展60个大中城市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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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应邀与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进行对话

近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应邀出席会议，与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进行对话，双方围

绕全球净零排放愿景、中方气候行动、南南合作以及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中方指出，习近平主席已对中国国家自主贡献做出新的宣示，实现这个目标，中国需要付出极其艰巨的努力。

中国正在制定行动方案并已开始采取具体措施，在“十四五”期间出台与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相符合的政策措

施，确保实现既定目标。

中方强调多边进程需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的原则和精神，体现包容性。《巴黎协

定》已经形成每五年进行一次盘点的机制，当务之急是完成实施细则谈判，推动各方通报或更新自主贡献文件，提

交长期低排放战略，以彰显多边主义的有效性。实现全球净零排放的关键是要落实好《巴黎协定》建立的资金支持

和技术合作机制，识别发展中国家实现碳中和面临的困难，通过国际合作共同探索解决方案。

中方表示，中国支持并践行古特雷斯秘书长提出的“绿色复苏”倡议，并在2020年成为全球少数实现正增长的

主要经济体。中国政府在疫情期间仍持续推进南南合作相关工作，与非洲国家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中方将一如既往

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工作，努力确保COP26取得成功。

阿明娜感谢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在推进多边进程中发挥的积极建设性作用，赞赏中国政府在南南合作及“一带一

路”倡议下为发展中国家做出的突出贡献，希望继续与解特使保持沟通。

联合国方面

中方观点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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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174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