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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数字中国，从本质上来讲，就是新时代中国的国家信息化，是全国范围内各行各业的信息化

、数字化。数字中国建设由习近平总书记发起，全国人民共同参与，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目标。数字中国建设是统筹推进&ldquo;五位一

体&rdquo;总体布局、协调推进&ldquo;四个全面&rdquo;战略布局的重要实践，为我国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信息化技术和信息资源支撑。 

以数字经济为例，数字经济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总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2017年到2021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27.2万亿增至45.5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3.6%，占国内生产总

值比重从32.9%提升至39.8%，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 

以数字政府为例，我国电子政务在线服务指数全球排名提升至第9位，&ldquo;掌上

办&rdquo;&ldquo;指尖办&rdquo;已成为各地政务服务标配，&ldquo;一网通办&rdquo;&ldquo;

跨省通办&rdquo;取得积极成效。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名用户已超过10亿人，汇聚1万

多项高频应用标准化服务，各地的省级平台均设置了&ldquo;跨省通办&rdquo;专区。数字政府

建设驱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截至2021年底，在省级行政许可事项中，平均承诺时限压缩超

过50%，网上审批和&ldquo;零跑动&rdquo;比例达56.36%，90.5%的事项实现网上受理

和&ldquo;最多跑一次&rdquo;。 

地区发展方面，2021年数字中国发展水平评估结果显示，浙江、北京、上海、广东、江苏、

山东、天津、福建、湖北、四川等地区数字化综合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10名。这些地区高度

重视数字化发展整体部署和统筹推进，制定实施本地区数字化发展的整体战略规划，持续巩

固数字基础设施优势，大力培育引进创新力量，积极运用数字思维、数字技术推进政府体制

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优化变革，不断丰富数字社会惠民为民服务，深入推进区域数字

化转型发展，有力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政策规划方面，2021年1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ldquo;十四五&rdquo;国家

信息化规划》，明确到2025年，数字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信息化发展水平大幅跃升，

数字基础设施全面夯实，数字技术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数据要素价值充分发挥，数字经济高

质量发展，数字治理效能整体提升。2022年10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

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

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由此可见，数字中国战略已经成为未来发展的重点。2023

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规划》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横向打通、纵向贯通、协调有力的一体化推进格局，数字

中国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数字基础设施高效联通，数据资源规模和质量加快提升，数据要素

价值有效释放，数字经济发展质量效益大幅增强，政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明显提升，数字文



化建设跃上新台阶，数字社会精准化普惠化便捷化取得显著成效，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积

极进展，数字技术创新实现重大突破，应用创新全球领先，数字安全保障能力全面提升，数

字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数字领域国际合作打开新局面。到2035年，数字化发展水平进入世界

前列，数字中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数字中国建设体系化布局更加科学完备，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数字化发展更加协调充分，有力支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数字中国市场深度研究与战略咨询报告》共十二章

。报告首先介绍了数字中国基础建设状况。接着分析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态势及数字政府发

展的状况，然后对新型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建设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对数字中国建设下新一

代信息技术如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产业的发展和创新做了详实的解析，最后给出了数字中国

战略的整体发展思路。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工信部、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产业研究报告网、产业研究报告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

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

或贵单位若想对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数字中国建设相关产业

，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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