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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点： 

❑ 事件： 

国务院日前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了到 2025

年，我国数字经济迈向全面扩展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

产总值比重达到 10%。 

❑ 全球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 

当前传统经济的发展势头有所放缓，而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和云计算等新一代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已经兴起。2020 年全球 47 个

国家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达到 32.6 万亿美元，占 GDP 比重为 43.7%，其

中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为 5.4 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增速 9.6%位居全

球第一。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

是转型升级的驱动力，经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 政策助力，发展数字经济势在必行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5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10%，2020 年占比为 7.8%。“十三

五”时期，我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和第四代移动通信(4G)网络，

第五代移动通信(5G)网络建设和应用加速推进，IPv6活跃用户数达到4.6

亿，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普及率达到 14.7%，整体看信息基础设施全球

领先，为“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跨上新台阶打下坚实基础。 

❑ 数字经济助力双循环发展格局形成 

2021 年 1-11 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 9.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4.5%，以社交、直播电商为代表的新

电商模式创新发展，释放潜在内需消费。2020 年，跨境电商在进口总额

中占比 20%，在出口总额中占比 54%，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有生力

量。数字经济有效打通生产、消费、分配和流通环节，促进供给与需求

精准匹配，优化对外开放水平，实现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质量变革，

促进了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形成。 

❑ 新基建赋能数字经济 

数字基建是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指的是以信息网络为基

础，以信息技术与万物融合创新为驱动力，对各行各业进行数字化改造

的新型基础设施。随着整个社会向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不断发展，

数字基建的赋能效应逐渐显现，助力交通、电力、水利、管网、市政等

领域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 风险提示 

疫情超预期，信息保护等政策超预期，国内 5G 建设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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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数字经济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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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取得突破，

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各国利益更加紧密相连。人类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

活动，形成数据的爆炸式增长，数据通过万物互联产生全球性流行。全球数字

经济时代已经到来。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显示，2020 年全球

47 个国家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达到 32.6万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 3.0%，占 GDP

比重为 43.7%。2020年，美国数字经济规模最高为 13.6 万亿美元，我国数字

经济规模为 5.4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增速 9.6%位居全球第一。 

 

图 1 2020 年各国数字经济规模（万亿美元）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中国信通院 

2 政策助力，发展数字经济势在必行 

国务院日前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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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规划》聚焦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深入推进产业数字化

转型等重点领域，部署了提升数据质量、数字技术创新突破、培育数字经济新

业态、新型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建设等 11 项重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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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规划》提出的发展目标，到 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迈向全面扩展

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10%，而 2020年这一

数字为 7.8%。 

“十三五”时期，我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和第四代移动通信(4G)

网络，第五代移动通信(5G)网络建设和应用加速推进，IPv6 活跃用户数达到

4.6 亿，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普及率达到 14.7%，整体看信息基础设施全球领

先。为“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跨上新台阶打下坚实基础。 

我国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不断提高。根据中国信通院的数据统计，2014

年我国数字经济市场规模占GDP比重为 25%，到 2020年占比已经达到 41%。

展望 2035 年，数字经济将迈向繁荣成熟期，力争形成统一公平、竞争有序、

成熟完备的数字经济现代市场体系，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产业体系发展水平位

居世界前列。 

 

表 1 《规划》部署了八方面重点任务 

重点任务 具体任务 

优化升级数字基

础设施 

加快建设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推进云网协同和算网融合发展，有

序推进基础设施智能升级。 

充分发挥数据要

素作用 

强化高质量数据要素供给，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创新数据

要素开发利用机制。 

大力推进产业数

字化转型 

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全面深化重点行业、产业园区和集群

数字化转型，培育转型支撑服务生态。 

加快推动数字产

业化 

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全面深化重点行业、产业园区和集群

数字化转型，培育转型支撑服务生态。 

持续提升公共服

务数字化水平 

提高“互联网+政务服务”效能，提升社会服务数字化普惠水

平，推动数字城乡融合发展。 

健全完善数字经

济治理体系 

强化协同治理和监管机制，增强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完善多元

共治新格局。 

着力强化数字经

济安全体系 

增强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提升数据安全保障水平，有效防范各类

风险。 

有效拓展数字经

济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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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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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主要指标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中国政府网 

 

图 3 我国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不断提高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中国信通院、wind 

3 数字经济增长迅速，为经济提供新动能 

目前国内经济复苏动能有所减弱，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

三重压力。但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

术广泛应用，孕育出数字经济蓝海的窗口期。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移动支付广

泛普及，在线学习、远程会议、网络购物、视频直播等生产生活新方式加速推

广，互联网平台日益壮大。 

数字消费持续增长，网络消费市场扩大内需。网络消费作为数字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促进消费市场蓬勃发展方面发挥了日趋重要的作用。

2020年，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已经达到 7.8亿人，在网民中占比 79%。2021

年 1-11 月，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达 9.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占社会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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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4.5%。以社交、直播电商为代表的新电商模式创新发展，

释放潜在内需消费。 

 

图 4 中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艾瑞咨询 

 

图 5 中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比 

 

资料来源：湘财证券研究所、wind 

 

跨境电商助力外贸持续增长。跨境电商作为新业态新模式，是我国对外

贸易发展的有生力量，也是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趋势。尤其是疫情以来，跨境

电商的在线营销、在线交易、无接触交付等特点，成为国际贸易的新优势。

2021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 1.98万亿元，增长 15%，其中，出口 1.44万

亿元，增长 24.5%。跨境电商在进出口的渗透率快速提升，2020年，跨境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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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62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