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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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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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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就“把握数

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 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四

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示，要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

经济。我国数字经济将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 

我国已形成了横向联动、纵向贯通的数字经济战略体系。党中央

国务院对发展数字经济形成系统部署，数字经济顶层战略规划体系渐

趋完备，行业与地方形成落实相关战略部署的系统合力，我国数字经

济发展已具备较强的政策制度优势。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经济顶住了来自国际复杂局势、

疫情多点散发、经济恢复发展等多方面的压力，实现了平稳较快发展，

整体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征： 

数字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稳定器”“加速器”作用更加凸显。2021

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45.5 万亿元，

同比名义增长 16.2%，高于同期 GDP 名义增速 3.4 个百分点，占 GDP

比重达到 3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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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产业化基础实力持续巩固。2021 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

到 8.4 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1.9%，占 GDP 比重为 7.3%，与上年



 

 

基本持平，其中，ICT 服务部分在数字产业化的主导地位更加巩固，

软件产业和互联网行业在其中的占比持续小幅提升。 

产业数字化发展进入加速轨道。2021 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达

到 37.2 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17.2%，占 GDP 比重为 32.5%。各行

各业已充分认识到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性，工业互联网成为制造业数

字化转型的核心方法论，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活跃，农业数字化转

型初见成效。 

数字化治理体系正在构建。我国数字化治理正处在用数字技术治

理到对数字技术治理，再到构建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中。数

字政府建设加速，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稳步推进。 

数据价值挖掘的探索更加深入。基于数据采集、标注、分析、存

储等全生命周期价值管理链的数据资源化进程不断深化。数据资产化

探索逐步深化，数据确权在顶层规划中有序推进，数据定价、交易流

通等重启探索，迎来新一轮建设热潮。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已连续第八年发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

书，2022 年白皮书在延续以往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最新态势量化分

析的基础上，首次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政策体系进行了系统梳

理，首次研究我国各地区 ICT 产业与传统产业的投入关联关系，首次

研究我国 120 个三线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整体空间格局。 

本报告中数字经济相关数据为测算数据，仅代表我院作为科研单

位的学术研究成果，属纯学术研究范畴，均仅供学习参考，不代表政

府官方数据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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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

术为核心驱动力量，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

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具体包括四大部分：

一是数字产业化，即信息通信产业，具体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

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二是产业数字化，即传

统产业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部分，包括但不限

于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车联网、平台经济等融合型新产业新模式

新业态；三是数字化治理，包括但不限于多元治理，以“数字技术+治

理”为典型特征的技管结合，以及数字化公共服务等；四是数据价值

化，包括但不限于数据采集、数据标准、数据确权、数据标注、数据

定价、数据交易、数据流转、数据保护等。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图 1 数字经济的“四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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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数字经济白皮书在延续以往对我国数字经济整体态势，

及分领域最新发展态势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突出以下亮点：一是

总结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体系。当前，我国自上而下已经形成发

展数字经济的共识，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国家顶层战略

持续完善布局，行业和地方加快推动数字经济战略落地。白皮书从党

中央、顶层规划、统计体系、行业发展、地方落实等维度，首次系统

总结分析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体系，为厘清数字经济战略目标、

任务与发展方向提供指导。二是研究数字经济发展的产业空间模式。

一方面，白皮书首次研究我国各地区 ICT 产业与传统产业的投入关联

关系，分析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产业带动效应。另一方面，首次对我

国 120 个三线及以上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牵引带动关系进行了

量化研究与展示，分析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整体空间格局。三是研究

总结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真招实招硬招”。白皮书以“做强做优

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为指引，以各地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有效举措为

借鉴，研究梳理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 

一、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的战略安排 

当前，我国总体上形成了横向联动、纵向贯通的数字经济战略体

系，为我国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清晰完整、分工明确的实施

路径，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具备较为完整的战略框架。 

（一）党和国家更加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以习近平总

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运筹帷幄，为数字经济发展谋篇布局、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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