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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1 月 12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

目标。《规划》从优化升级数字基础设施、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大力推进产业数

字化转型、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持续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健全完善数字经济

治理体系、着力强化数字经济安全体系、有效拓展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等八个方面部署

了“十四五”阶段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任务。主要关注点如下：

第一，优化升级数字基础设施，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规划》明确将建设信

息网络基础设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作为推动数字基础设

施发展的重要抓手，提出推动 5G、6G、卫星通信网络、物联网、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和融合行业基础设施智能化转型。“十三五”时期，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规模全球领先，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网络和 4G 网络，截至 2021 年 6 月网民规

模 10.07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 71.6%，已建成 5G 基站 96.1 万个，5G 终端连接数据超

过 4 亿，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保障了“十三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的稳步发展。

而当前数字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对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提出了新要求。首先，未来数

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依赖于更加高速、智能、绿色、安全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其次，

数字经济与传统行业的深度融合亟需融合基础设施持续深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最

后，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海量数据如何持续产生价值需要进一步依托数据储存、

处理和使用能力。

第二，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激发数字经济发展动能。《规划》强调数据要素

是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核心引擎，为经济社会数字化发展带来强劲动力。供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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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指出着力保障数据要素的有效挖掘和利用，强调数据采集和处理过程中的合

规化、标准化、安全性，推动各领域形成完整贯通的数据链，建立健全国家公共数据

资源体系；流通方面，《规划》指出加快构建数据要素市场规则，从数据定价、交易

等方面逐步健全流通的数据要素市场，营造安全有序的市场环境；需求方面，《规划》

指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建立多样化的数据开发利用机制，充分发挥数据商业价值，推

动各领域、环节对数据要素的充分利用。进入新发展阶段，传统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

对经济增长拉动的边际潜力递减，而数据要素本身可共享、复制、无限供给等特征使

其具备边际产出和规模报酬递增的属性，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关键动能。

第三，拓展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深化数字经济发展领域。《规划》提出从加快贸

易数字化发展、推动“数字丝绸之路”深入发展、构建良好国际合作环境等方面不断

深化数字经济国际合作。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加强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

此前，中国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提出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2021 年 11 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DEPA），进一步彰显中国参与构建国际数字贸易新规则的决心。中国通过数字经济

全球范围的合作和交流，不断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体系完善提供“中国经验”。

同时，随着合作形式和范围的持续深化，中国将充分发挥市场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

数字红利的高质量开放共享，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此外，当前国际环境

错综复杂，国内经济掣肘要素众多，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数据要素开放、共享和流动，

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释放全球数据红利，有利于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稳定发

展，重塑全球经济合作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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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主要指标

指标 2020 年 2025 年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7.8 10

IPv6 活跃用户数（亿户） 4.6 8

千兆宽带用户数（亿户） 640 6000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万亿元） 8.16 14

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普及率（%） 14.7 45

全国网上零售额（万亿元） 11.76 17

电子商务交易规模（万亿元） 37.21 46

在线政务服务实名用户规模（亿人） 4 8

资料来源：《“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国银行研究院

（点评人：中国银行研究院 刘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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