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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6年数字经济概念被提出以来，数字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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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壮大到打造新优势，再到完善治理和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

我国稳定经济增长、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

擎和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

虽然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但是仍存在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问题，突出

表现在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技术工程亟待突破；农业、工业等传统产业数字化还需深化，部

分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不愿”“不敢”“不会”的困境，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对滞后；推动数据

要素的开放、共享和流转的多元化机制亟待建立，法律制度环境仍需完善；数字经济国际话语权仍需

提高。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我国优势明显。既有市场经济优势，也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可以围绕产业

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激励企业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并通过加快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加强关键软件、核心技

术攻关，助力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实现新突破。既有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也有高水平开放

优势，可以聚焦数据采集、开放、流通、使用、开发、保护等全生命周期的制度建设，在风险可控的前提

下,积极拓展数字经济应用新场景，并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中提升数字经济全球治理话语权，积极应

对少数国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冲击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下一步，要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以发挥优势为导向，找

准财政支持数字经济的着力点：一是强基础，支持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既关注基础设施的普惠性

发展，还要关注应用场景的打造以及数据的互联互通，夯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数字底座。二是扩

应用，支持数字产业发展。培育打造数字产业集群，鼓励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互联网 +”等新模式新

业态发展，持续壮大数字产业。三是促赋能，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大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力度，布

局一批国家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鼓励发展数字化转型共性支撑平台和行业，推进前沿信息技术集

成创新和融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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