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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政字〔2020〕23 号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

府各部门： 

现将《河北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0-2025 年）》印发给

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河北省人民政府 

2020 年 4 月 19 日 

河北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0-2025 年）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经济形态，是以

数据资源为重要生产要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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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效率更加统一的高级经济形态。为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机遇，释放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北京冬奥

会筹办提供的巨大发展势能，加快河北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

量发展，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要

论述，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依据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纲要编制本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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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基础和面临形势 

（一）发展基础。我省数字经济具有良好的基础条件和巨大

发展空间，已经成为新时期深化全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1.信息基础设施水平位居全国上游。截至 2019 年底，全省

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光缆线路总长度、移动电话基站、互联网

宽带接入端口、固定宽带接入用户数均居全国第 7 位，IPTV 用户

数居全国第 6 位，互联网普及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全省行政村

光纤宽带通达率、4G 信号覆盖率到达 99%以上。物联网应用快

速推进，车载智能终端、医疗健康服务、智能城市建设等垂直领

域的物联网终端用户数居全国第 10 位。雄安新区、石家庄、张家

口崇礼以及京张高铁沿线等 4 个区域纳入 5G 试点范围，各市主

城区 5G 网络建设大规模展开。 

2.数字产业化发展实现新突破。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

设成效显著，张家口、承德、廊坊等大数据示范区初步建成，在

线运营服务器规模突破 120 万台；鹿泉光电与导航、固安新型显

示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示范基地加快建设。中电科 13 所、54

所、中船重工 718 所等科研机构科技成果产业化步伐加快，阿里

巴巴、腾讯、华为、浪潮、中兴等企业与河北的合作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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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大数据与物联网、信息技术制造、人工智能与智能装备等领

域快速发展。2018 年末，全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法人单位 3.91 万个，比 2013 年末增加 3.49 万个；从业人员

26.1 万人，增长 135.2%。东旭集团、晶龙实业、风帆公司和中

国乐凯 4 家企业入围 2019 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中移系统集成入

围 2019 中国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百强。 

3.产业数字化步伐加快。随着“互联网+”行动计划、工业诊

所“百千万行动”等深入实施，互联网与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

合，155 家企业成为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国家试点；全省累计

培育企业级、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54 家，中信戴卡、河钢集团、

凌云工业等企业积极建设数字化车间，开展网络化协同、个性化

定制等新模式。全省两化融合发展指数由 2012 年 59 提高到

2018 年 80。建设石家庄、邯郸 2 个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培

育省级以上电子商务示范园区 17 个、示范企业 40 个，行业电商、

农村电商、创新型电商、跨境电商等平台建设步伐加快，2019 年

全省电子商务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19.1%。省、市、县、乡四级

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基本建立，省级农业数据中心和“农业云”初

步建成，物联网在高端蔬菜生产、禽畜养殖等方面得到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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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全省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工

程成效初显，政务云实现了由单云平台向多云平台的迈进，已有

64 个部门的 350 多个应用系统实现云上部署，政府信息资源共享

和“互联网+政务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冀时办”正式上线运行，

全省社保查询缴费、医保查询缴费、水电暖气缴费等近 300 项高

频应用实现“指尖办”。河北旅游大数据中心和应急指挥平台顺

利运行，省、市及重点旅游县旅游数据纵向共享进程加快。京津

冀综合交通信息服务平台、出行云建设初见成效。图书馆、博物

馆等数字化改造快速推进，文化事业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二）存在问题。 

1.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小。2018 年，我省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增加值 711 亿元，占 GDP 的 2.18%。特别是电子信息产业发

展滞后，全省电子信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仅占全国的 0.86%，其

中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仅占全国的 0.43%，是广东的 2.47%、北京

的 2.7%、江苏的 2.99%。与此同时，产业链条较短，缺少拥有关

键核心技术的领军企业，富有活力与竞争力的产业生态尚未形成。 

2.制造业数字化水平较低。我省制造业企业信息化建设主要

集中在自动化生产线改造、财务、办公、采购、销售等单项应用，

处于集成提升阶段以上的企业比例仅为 12.6%。工业各行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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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参差不齐，离散制造业信息化水平明显低于流程制造业；

多数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动力不足，生产环节的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程度较低。 

3.科技创新能力薄弱。创新能力不强是制约我省产业升级和

技术进步的重要短板，2019 年，全省 R&D 投入强度 1.62%，居

全国第 18 位；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为 3.82 件，仅是全国的

28.7%。在信息技术领域，全省缺少影响力较强的研发机构和知

名高等学校，高端人才聚集水平低，尤其缺乏精通信息化与生产

制造的复合型人才。 

4.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缓慢。我省的人居环境、政务服务、政

策激励、企业家精神等与发达省（市）有较大差距，经济发展活

力不足，创新创业氛围不浓，人工智能、区块链、新零售等互联

网新业态、新模式原创少，缺少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领域的优

势企业。 

（三）面临形势。当今世界，数字经济作为引领未来的新经

济形态，既是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变量，也是经济转型发展的新蓝

海，前所未有地重构经济社会发展新图景。海量数据成为经济发

展的新生产要素，伴随互联网特别是产业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

数据资源正在加速产生、传播和应用，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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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_5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