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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期 · 2024 年 3 月 25 日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4 年年会

“持续发展的中国”

数字化赋能产业转型专题研讨会

（主题发言）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

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于2024年3月24-2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

行。3月25日下午举行了“数字化赋能产业转型专题研讨会”，本场

会议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第十四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

主任张军扩主持。其中，“主题发言”环节的发言嘉宾为国家数据局

局长刘烈宏。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演进，以网络化、数字化、

智能化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正在不断创造新的供给，激发新的消费需求，

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在主题发言中，刘烈

宏介绍了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呈现出的五个方面新特点。

一是数字基础设施支撑更加有力。截至2023年底，中国累计建成

5G基站337.7万个，同比增长46.1%。网民规模达到10.92亿人，互联

网普及率达到77.5%。算力基础设施综合水平稳居全球第二，算力总

规模超过230 EFLOPS。越来越多的城市成为“双千兆城市”，不断打

通数字经济发展的大动脉。

二是数据要素活力更加迸发。数据生产量和存储量快速增长，数

据资源开发能力持续增强，为智慧城市建设运行、工业互联网利用等

数字化应用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以人工智能为例，中国10亿参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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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大模型数量已经超过100个，行业大模型深度赋能电子信息、

医疗、交通、金融等领域，形成了上百种应用模式，赋能千行百业，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三是产业数字化转型更加深入。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

5G、千兆光纤网已融入71个国民经济的应用中，应用案例已经超过了

9.4万个，建设5G工厂300家；制造业重点领域数字化水平加快提升，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到了62.2%和

79.6%；截至2023年年底，具备行业、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超过340个，工业设备连接数超过9600万台（套），有力推动了制造

业降本增效，为新型工业化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四是服务业新业态更加活跃。2023年，中国网上零售额15.42万

亿元，移动支付普及率达86%，居全球第一。以数字化支撑的沉浸式

旅游等正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在线旅游预订的用户规模达到5.09

亿人。扩大消费新动能更加强劲，“数商兴农”成效显著。

五是公共服务更加普惠。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稳步增长，截至2023

年年底，已达到66.5%。数字政府建设成绩显著，在线公共服务更加

便捷可及。智慧出行、智慧医疗等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网约车、互联网医疗用户规模增长明显。

去年10月，国家数据局正式挂牌成立。刘烈宏表示，国家数据局

将进一步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加快破除阻碍数据

要素合规、高效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围绕优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

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下一步，重

点推进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快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国家数据局将坚持问题

导向，加快推出一批可落地的政策文件，回应社会关切，逐步构建有

利于保护各方权益、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数据产权制度。加快培育多

样化、多层次的数据流通交易体系，探索建立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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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分配机制，不断完善多方共同参与的数据安全治理机制。此外，

还将积极配合财政部推进“数据资产入表”，及时解决入表实践中面

临的实践问题，加快完善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制度。

第二，不断激发数据要素开发利用活力。去年年底，国家数据局

等17个部门联合印发的《“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

年）》，就是要通过开展试点、举办大赛、征集案例等方式，挖掘并

推广一批典型应用场景，以深化数据应用，为不断释放数据价值营造

更广阔的空间。同时，正积极推动公共数据资源管理和运营机制的改

革，希望以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引领、撬动各方数据的融合应用。国

家数据局还将大力推动企业数据的开发利用，处理好数据安全和个人

信息保护的关系，在保护好各方合法权益的情况下，更好释放数据要

素价值。

第三，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去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

体系建设的必要性更加突出。目前，国家数据局在产业生态、算力供

给、网络传输、业务调度、系统运营、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了部署，

目标是构建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

希望通过优化算力布局，更好服务数字经济发展。积极探索布局数据

基础设施，加快数据空间、高速数据网等技术的研究，推动区块链以

及联邦学习、多方安全计算等隐私计算技术的应用，打造安全可信的

流通环境，为促进跨行业、跨地域数据要素流通、开发、利用提供基

础设施支撑。

第四，不断培育壮大数据产业生态。数据要素开发利用离不开各

类经营主体的积极参与，当前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尚在起步建设阶段。

国家数据局将加大对各类数据商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的培育力度，

繁荣数据开发利用产业生态；也欢迎国内外企业积极参与中国数据要

素市场建设，共享发展红利。

第五，更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在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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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领域高水平开放方面，中国政府刚刚出台《扎实推进更高水平对

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

动规定》，这两份文件均明确部署要不断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

特别是跨境新规豁免了跨境寄递、跨境支付等场景，延长了数据安全

评估的有效期，能够更好促进数据实现安全、高效的跨境流动。后续

将结合实施情况，及时协同相关部门，不断调整完善政策，持续加强

多双边数字领域合作，与主要经贸伙伴国家和地区携手建立数据跨境

流动合作机制，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数字领域规则的制定。

（中国发展出版社 撰稿：刘长杰；审稿：崔克亮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审校：丁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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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

的国家级论坛。论坛秉承“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的宗旨，着眼于对外释放

我国对外开放信号，自 2000 年创办以来，已发展成为服务中央决策和国家对外

经济交往、促进中外企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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