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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国防

教育 政府

社会

科技

时代背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数字技术

高创新性

强渗透性

广普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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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数字经济战略

2012

大数据战略

2016

人工智能／大数据
研发战略计划

2018

先进制造
领导力计划

美国

2010

欧洲数字议程

2018

GDPR

欧盟

2010

数字德国2015

2014

数字议2014-2017

2016

数字化战略

2018

数字委员会
高科技战略2025

德国

2010

数字经济法案

2013

信息经济战略

2015

数字经济战略
2015-2018

2017

英国数字战略

英国

中国

2015

欧洲数字化
单一市场战略

2017

数字中国/
网络安全法

2021

数据安全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

数字市场法/数字服务法

2022

美国竞争法案/成立网络
空间和数字政策局

20222020

关键和新兴技术
国家战略

2022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数字政府

数字罗盘

2021

2022

英国数字战略

2020

AI战略
更新

2021

开放数据战略/
网络安全战略

2022

2025数字战略

2015

大数据发展
行动纲要

2019

数字乡村

2018

电子商务法

2016

国家
信息化规划

2014

网络强国

2021

电信（安全）法案

2020

英国未来科技
贸易战略

欧洲数据战略/
欧洲的数字主权

2020

大国竞争：各国加紧数字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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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6 2017

2015年12月，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在世界范围内对数字经济发展

发表重要论述，指出：将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促进世界范围内投资和贸易发展，推动全球数字

经济发展。

2017年12月，第十九届中共
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

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

发展。

2018 2019 2020

2016年10月，第十八届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
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做大做强

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

2018年4月，全国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工作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推进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做大做强数字经济。

2019年10月，中国国际数
字经济博览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强调，中国

正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

化，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0年11月，亚太经合组
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经济是全

球未来的发展方向，创新是亚太经

济腾飞的翅膀。

2021

2021年4月，博鳌亚洲论
坛2021年年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抓住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

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2022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视频
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还将继续推进加

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

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程，进一步融入区

域和世界经济，努力实现互利共赢。

2022

国家重视：数字经济战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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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有效评估？

数字化转型的基本规律？关键问题

1

2

3

数据要素的基本特征？

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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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生态是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相

互作用又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其中，数

据是数字生态的要素，政府、企业、社会

是数字生态的行动主体，数字化转型是数

字生态的发展过程。数字生态还是数字主

体互连互动形成的多层次多结构多形态且

彼此依存、合作和冲突的动态系统。

数字生态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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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性

整体性

动态性

聚集性

生态

视角

关联性

乔天宇、李由君、赵越、谭成、张平文. 数字治理格局研判的理论与方法探索，中国科学院院刊，2022，37（10）：1365-1375.

连接、耦合、相互作用

综合、协调、有机整体

演化、互构、发展趋势

研究视角：生态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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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生态指数是衡量区域地方、行业领域、

组织机构等对象的数字化转型发展程度的量化

评估工具，旨在为管理决策者了解现状、评估

成效、制定决策等提供支撑。

数字生态指数目的
11/26



第一届发布会
2020年10月，北京

第二届发布会
2021年10月，重庆

第三届发布会
2022年11月，长沙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 省份指数
• 维度分析

• 省份指数
• 城市指数
• 驱动模式

• 国际指数
• 省份指数
• 城市指数
• 格局研判

研
究
报
告

发
布
会

数字生态指数发布会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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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制度

• 法律法规

• 规章条例

• 政策意见

• 规划方案

• ……

重大布局

• 基础设施

• 枢纽工程

• 科技创新

• 人才培养

• ……

资源配置

• 数据市场

• 财政税收

• 金融投资

• 招商引资

• ……

指数目的：辅助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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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字 生 态

数字应用数字能力数字基础 数字规制

数字生态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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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字基础
基础设施

能源
硬件

数据资源
数据规模
数据开放

数字能力
数字人才

人才数量
人才结构
人才流动

技术创新
成果
开发者

数字应用

数字政府

在线服务
电子参与

开放政府数据
地方在线服务

数字社会
接入性
数字健康
数字教育

数字经济
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数字贸易

数字规制

数字商务
电子商务法规
数字税法规

数字流通
公共数据开放法规
私人数据开放法规
数据跨境法规

数字风控
个人信息保护法规
网络安全法规

指标体系

41个国家

28个数据源

一级指标：4个

二级指标：10个

三级指标：26个

中、美、英、欧盟、其他

统计数据、既有指数、

微观调查、文本型数据、

互联网平台数据

乔天宇、张蕴洁、李铮、赵越、邱泽奇. 国际数字生态指
数的测算与分析，电子政务，2022，231（3）：17-30.

指标体系1：国际数字生态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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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合作单位-指数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合作单位—分指数

数字基础

基础设施
清华大学—新基建竞争力指数

数字应用

数字政府

中央党校—网上政务服务指数

公众环境—智慧环保指数
阿里云—云栖指数

北京大学—乡村数字治理指数

数据资源

复旦大学—开放数林指数

数字经济

北京大数据研究院—大数据产业发展指数

中关村数智联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

北京大学—数据流通指数 国家电网—数字产业电力消费指数

北京大学—数字经济投资者信心指数

政策环境 北大法宝—数字政策指数 中信联—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

APEC 促进中心—中小企业数字化指数

数字能力

数字人才

猎聘—数字人力指数
北京大学—小微企业数字化发展指数

百度—AI开发者指数
北京大学—乡村数字经济指数

数字社会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数字创新 佰腾—数字专利指数
智慧足迹—数字生活指数

华院计算—社会纠纷搜索指数

数字安全 信安院—网络安全生态指数
光大银行—便民缴费数字化指数

北京大学—乡村生活数字化指数

王娟、张一、黄晶、李由君、宋洁、张平文. 中国数字生态指数的测算与分析，电子政务，2022，231（3）：4-16.

指标体系2：中国数字生态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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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生态协同

创新平台

北京大学

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北京大学计算与数字经济研究院，北京大

数据研究院，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中关村数智人工智能

产业联盟，北京国信数字化转型技术研究

院，中关村信息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联盟，APEC中小企业信息化促进中心

北京大学工学院、数字治理研究中心、数字

金融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企

业大数据研究中心、公共治理研究所，清华

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互联网发展与治理

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国家电网，

智慧足迹，佰腾科技，北大法宝，

华院计算，光大科技，中国经济信息社

牵头
单位

高等
院校

研究
机构

企业
单位

互联网
平台

高德地图，猎聘网，滴滴出行，

阿里云研究院，百度飞桨，贝壳研究院，

京东智联云

众创机制：数字生态协同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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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

专家委员会

理
论
研
究
组

数
据
平
台
组

宣
传
策
划
组

对
外
合
作
组

工作委员会

• 领导小组

• 组长由大数据实验室委派

• 副组长由各合作单位委派

• 工作委员会

• 主任由实验室委派

• 副主任由各合作单位委派

• 专家委员会

• 学界代表

• 业界代表

组织机制：指数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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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合作单位分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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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指标

…………

总指数

基础设施

数据资源

数字人才

数字创新

数字政府

数字经济

数字基础

数字能力

数字应用

中国数字
生态指数

数字社会

数字安全

政策环境

测量指标

指标

指标

…………

指标

指标

…………

二级指标 一级指标

熵值权重

算术加权

熵值权重

专家权重

算术加权

算术加权

熵值权重

熵值权重

熵值权重

熵值权重

几何加权

几何加权

几何加权

几何加权

数据收集

数据处理

数据存储

指数计算

指数分析

网站展示

～～～～

数据治理

王娟、张一、黄晶、李由君、宋洁、张平文. 中国数字生态指数的测算与分析，电子政务，2022，231（3）：4-16.

数据治理与计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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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igiteco.com.cn

国际数字生态指数 中国数字生态指数

官方网站：数据公开与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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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刊》2022年，第十期

《研判中美欧数字治理格局的理论与方法探索》

《中美欧内部数字治理格局比较研究》

《中美欧国际数字治理格局》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第三期

《中美欧数字经济与贸易比较研究》

《数字转型与国家治理形态变化》

《电子政务》
2022年，第三期

《中国数字生态指数的测算与分析》

《国际数字生态指数的测算与分析》

《良好数字生态与数字规则体系构建》

理论成果：3期8篇专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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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要素

信息

权属

价值安全

交易

新书编著：数据要素五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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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价值

4.数据权属 3.数据安全

数据要素

确定数据安全的维护边界→

← 确保数据使用者、占有者等多主体的安全

5.数据交易

条件和前提 实现方式之一

←

（
交
易
的
本
质
）
确
定
交
易
主
体

←
（
交
易
的
保
障
）
构
建
可
靠
市
场
环
境

培育数据要素
市场的前提

1.数据信息

概念基础
影响数据要素的特征

在
流
通
中
探
索
数
据
要
素
权
益
配
置→

在
数
据
开
放
利
用
的
基
础
上
完
善
数
据
安
全
机
制→

五论逻辑：数据要素五大议题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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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国际数字生态指数

及中美欧格局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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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基础、数字能力、数字应用、数字规制聚合得分前十 数字基础、数字能力、数字应用聚合得分前十

中国第7 中国第3

乔天宇、张蕴洁、李铮、赵越、邱泽奇. 国际数字生态指数的测算与分析，电子政务，2022，231（3）：17-30.

中国数字生态居世界第一梯队
11/26



数字基础有较强优势 数字能力赶超空间大

数字应用仅次于美国 数字规制完备性较低

中国第4 中国第10

中国第2 中国第19

乔天宇、张蕴洁、李铮、赵越、邱泽奇. 国际数字生态指数的测算与分析，电子政务，2022，231（3）：17-30.

中国数字应用仅次美国
11/26



全面发展 基础引领 应用引领 能力引领

英国 美国 俄罗斯 中国 德国

乔天宇、张蕴洁、李铮、赵越、邱泽奇. 国际数字生态指数的测算与分析，电子政务，2022，231（3）：17-30.

中国是应用引领型数字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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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表示指标数目。耦合得分越高，

该国家一级指标间协同效应越强。

耦合水平=

李昊林、王娟、谢子龙、王卓明、宋洁. 中美欧内部数字治理格局比较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刊，2022，（10）：1376-1385.

• 中国数字生态水平较高

• 但各维度协同发展不足

但中国数字生态协同水平较低
11/26



欧盟居数字服务贸易网络中心

美国居数字贸易价值链高位

中国居数字货物贸易网络中心

张蕴洁、冯莉媛、李铮、艾秋媛、邱泽奇.中美欧国际数字治理格局比较研究及建议，中国科学院院刊，2022，（10）：1386-1399.

中美欧的数字生态位分析
11/26



中国规制目标集中

突出安全有序

欧盟规制目标相对多元

侧重市场秩序

美国规制目标趋于多样

强调市场创新

李昊林、王娟、谢子龙、王卓明、宋洁. 中美欧内部数字治理格局比较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刊，2022，（10）：1376-1385.

中美欧的数字规制体系
11/26



中国

规制突出安全有序

欧盟

规制突出市场秩序

美国

规制突出技术创新

数字货物中心 数字服务中心

数字创新中心

王娟、张蕴洁、宋洁、张平文. 中美欧数字经济与贸易的比较研究，西安交通大学（社会科学版），2022，42（3）：31-40.

中美欧主导国际数字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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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欧三边结构尚未稳定

未来四极、五极涌现、呈多极发展

未来：

⚫ DEPA (数字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 ？

⚫ 印度？

11/26



02 中国省级数字生态指数

及地方格局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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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领先型：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

赶超壮大型：山东、四川、福建、重庆、湖北、

天津、安徽、河南、陕西

发展成长型：湖南、广西、贵州、河北、江西、

辽宁、山西、吉林、云南

蓄势突破型：海南、黑龙江、内蒙古、宁夏、

甘肃、新疆、青海、西藏

中国的省级数字生态指数得分

中国省级数字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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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级地区的数字生态指数得分与其一级指标耦合水平

江苏 不同发展阶段的省份，

数字生态协同策略不同

各省级地区数字生态的协同发展
11/26



南北省份数字生态与GDP的泰尔指数对比

南方 vs. 北方省份

— 南方呈高水平生态均衡

东部 vs. 西部省份

— 西部呈低水平生态均衡

•泰尔指数是不

平等测度指标

•泰尔指数越大，

说明区域间不

平衡程度越高

东西省份数字生态与GDP的泰尔指数对比

区域发展：南方和东部省份优势明显
11/26



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与GDP的泰尔指数对比

• 数字政府依赖地方经济

• 数字社会更加包容普惠

• 数字经济是聚集性发展

数字应用的空间均衡水平
11/26



• 数字能力要求要素空间集中，

促使数字经济聚集化发展

• 数字基础的无差普遍供给，

推动数字社会的普惠进程

数字基础、数字能力与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的相关关系

数字应用的空间均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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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级数字生态一级指标排名(以总指数降序排列)

中国省级数字生态指数

及地方格局研判

多数省份率先突破数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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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中国城市数字生态指数

及城市群格局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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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数字生态指数

• “高峰城市”优势领跑

北京、深圳、杭州、上海、广州

• “高原城市”稳步前进

武汉、成都、南京、苏州、重庆、天津

长沙、青岛、西安、厦门、济南、合肥

• “平原城市”活力初现

中国城市数字生态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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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中三角

缺第一梯队

京津冀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

成渝城市群 中三角城市群

京津冀、长三角

梯队完善

五大城市群数字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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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辐射效应：如上海、

苏州、无锡、宁波

• 虹吸效应：如北京、

杭州、武汉、成都

高—高

高—低

高—高

高—低

城市群内数字经济指标的莫兰指数分布

莫兰指数是最常用的

空间自相关指标，体现

研究变量在同一个分布

区内的观测数据之间潜

在的相互依赖性。

城市协同：辐射与虹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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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长沙数字生态分析

及其发展战略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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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内外循环的区域数字生态

• 头部城市更加突出

• 城市协同更加紧密

• 要素循环更加畅通

中三角数字生态

区域协同：中三角如何成为第五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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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生态 第12

数字基础

第13

基础设施 第10

数字应用

第20

数字政府 第57

数据资源 第53

数字经济 第21
政策环境 第88

数字能力

第14

数字人才 第13

数字创新 第21

数字社会 第20

数字安全 第13

“数字生态高原城市”

• 数字基础：设施率先突破

• 数字能力：稳居前列

• 数字应用：潜力很大

案例城市：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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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数字基础

• 新基建

•数据开放平台

/数据交易所

•数字政策

夯实数字能力

• 国家平台

•领军企业

•高端人才

发展数字应用

•三高四新

•强省会

•长株潭一体化

提高占位：全面优化、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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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省会战略： 集聚科创资源，提升数字能力

长株潭一体化：融通数字基础，深化数字市场

做强做优：

• 打造创新链

• 融合产业链

• 深化产学研

数字经济：聚集发展、做强做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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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中三角数字能力第一城

聚焦数智引领，强化以长沙为核心的数字能力建设，辐射带动株洲、湘潭数字经济发展

区域协同：数字融通“长株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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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

科技

大学

长沙超算中心

湖南

大学

弥补了我国在图形处理芯片与
显卡方面的空白

实现了我国在SSD芯片领域的突破

DSP技术实力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从100到∞:领军企业

JM5400
JM7200
JM7201
等系列

GPU芯片

GK2301
GK2302
等存储
主控芯片

ADP32
AVP32
ADP16

等DSP芯片

···

从0到1: 研究型大学

中南

大学

从1到100: 新型科研机构

北京大学计算与数字经济研究院

筑台引凤：打造高端平台、吸引顶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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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国际数字生态第一梯队，由数字应用驱动，居数字货物贸易中心，与美欧

一起，成为形塑世界数字治理格局的重要三极
1

长沙市作为“数字经济高原城市”，未来发展关键在于搭建高端平台，营造科创

氛围，吸引顶尖人才，集聚要素资源，打造数字能力高地
3

各省份、城市群、地级市，数字生态发展差异明显，寻求突破需找准定位、正确

发力：发展数字经济要聚集化，促进数字社会要普惠化，建设数字政府要在地化
2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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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视角引领规制建设，激发数据活力

国际数字生态三足鼎立，相互竞合发展

科技创新提升数字能力，建设数字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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