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联网行业：《“十四五”数字经济

发展规划》正式发布 坚持推进数字

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互联网企业

继续为建设数字中国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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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1 月 12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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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观点： 

1、《“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高度肯定“十三五”期间数字化

赋能经济社会成果，明确“十四五”将继续坚持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

字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构建数字中国提供有力支撑，首提数字

经济产业增加值占 GDP10%阶段目标。肯定了互联网平台在加速数字技术

与各行业融合上的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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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直播等多种新业态新模式竞相发展。在发

展目标上，“十四五”规划提出到 2025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10%的重要发展目标。 

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初步建立，利用数据资源推动研发、生产、流通、

服务、消费全价值链协同；产业数字化转型迈上新台阶，农业数字化转型

快速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更加深入；数字产业化水平显

著提升，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涌现、广泛普及，对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的带动作用显著增强；数字化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均等，数字基础设施广泛

融入生产生活，对政务服务、公共服务、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的支撑作用

进一步凸显；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律



 

 - 3 - 

法规制度体系更加完善，数字经济安全体系进一步增强。 

2、相比“十三五”规划“拓展网络经济空间”，“十四五”规划更强

调全面的经济社会数字化建设，提出七大数字经济重点产业和十大数字化

应用场景，对于数字经济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十四五” 

规划》第五篇以“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为题，且单独印发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体现政府对于数字经济的重视程度进一步

提升，且更加强调全面的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具体举措包括打造数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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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生态四大方面，并且提出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区块

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七大数字经济重点产业，以及智能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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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政务十大数字化应用场景。 

3 

IDC、光通信、SaaS 等云计算 

相关行业将直接受益；需求驱动、政策利好、算力算法数据三要素支

撑，推动人工智能行业步入高速发展阶段；智能制造、智慧能源、智慧物

流等工业互联网应用加快推进，平台层将提速发展；网络安全、云安全、

数据安全保障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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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专栏 4-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工 

程中指出要全面深化重点产业（如农业、工业、物流、金融、能源等

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其中农业相关领域指出 1）需加快推动种植业、畜

牧业、渔业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加强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

的深度应用，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数字化水平，推进“三农”综合信息服务，

创新发展智慧农业，提升农业生产、加工、销售、物流等各环节数字化水

平；2）需大力发展智慧物流，加快对传统物流设施的数字化改造，以促进

现代物流业与农业、制造业等产业的融合发展，其中包括加快建设跨行业、

跨区域的物流信息服务平台，实现需求、库存和物流信息的实时共享；建

设智能仓储体系，提升物流仓储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 

5、互联网企业在国家数字经济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未来将继续为我

国数字经济发展添砖加瓦。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趋势下，各大互联

网企业纷纷推出数字化转型服务供给，在推动产业互联网、助力实体经济

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信息通信院数据显示，2012-2020 年软件和互联

网行业在我国数字产业占比从 30%提升到 60%。 

以腾讯、阿里巴巴、美团、京东、百度、拼多多等为代表的互联网企

业持续发挥自身数字化能力，赋能各行各业线上化进程。 

风险提示政策监管风险、宏观经济不稳定风险、行业竞争加剧风险、

用户流失风险、互联网估值调整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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