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典：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加

剧 中国如何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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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刘典 任羽中 

 

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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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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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好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顶层设计

和体制机制建设，加强形势研判”“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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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所以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体，是国内与国际发

展彼此联动、政府与市场相互促进的结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不断推动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优

化升级。在党中央顶层设计的引领下，国家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

据战略，大力促进 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化新型基础设施的建

设，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战略支持和政策环境。与此同时，我国

积极融入多边主义国际经贸秩序，顺应技术发展趋势，为我国数字经济的

快速发展提供了战略空间。从 2002 年至 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由 10%提升至 38.6%，数字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起到了支撑性

和稳定性的作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虽然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较快、成就显著，但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依然突出。表现在不同区域间、产业和企业间数字化水平参差不

齐，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强化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中的话语

软实力需求迫切。当前应加快补齐数字经济发展的短板弱项，实现数字经

济更大发展。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

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

施，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推进重点领域数字产业发展，

聚焦战略前沿和制高点领域，立足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增强产

业链关键环节竞争力，完善重点产业供应链体系，加速产品和服务迭代。 

构建新发展格局须进一步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动力，运用数字技术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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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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提升数字产

业集群的国际竞争力，最大限度地用好全球数据要素资源，畅通国内外经

济循环。 

 

目前，世界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全球经济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部分

传统经济模式正在被数字技术带来的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取代；而目

前尚未形成一个全球范围内统一的数字经济治理规则体系。我国在不断推

进数字经济治理完善与优化的同时，也一直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支持多边

数字治理机制。通过打造数字经济自贸区、参与地区数字经济沟通对话机

制、促进数字基础设施的海外建设等方式主动开展双多边数字经济合作，

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利用“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中阿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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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306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