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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基础设施是当前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促进国家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举措。文章从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应用两个方面，分析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发现我国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与应用正处于完善上升阶段。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能面临的现实挑战。

最后，为加快我国数字化进程，对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以下有益建议：1) 加大供给力度，确保资

金足够投入；2) 因时因地制定投资重点，弥合地区“鸿沟”；3) 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落地应用；4) 
完善数据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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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s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
omy,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promote the steady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
struction from two aspect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pplica-
tion, and finds that China’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are in the sta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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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that China’s digital in-
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may face. Finally,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digital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the following useful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 China: 
1) Increasing supply to ensure sufficient capital investment; 2) Formulating investment priorities 
according to time and place, and bridging the regional “gap”; 3) Accelerating the implem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4) Improving the data guarante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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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导的数字经济被视为各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数字基础设施是以数

据创新为驱动、通信网络为基础、数据算力设施为核心的基础设施体系[1]。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对 5G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等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

及优化升级做出了详细的战略部署。其中，“宽带中国”示范政策是国家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举措，

强调进一步将国家宽带发展战略落实至城市层面，推动数字基建与经济系统的融合发展。2022 年世界互

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中举办了“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创新发展”论坛，提到数字基础设施是制造强

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的基石。202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

布局规划》[3]，为数字中国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可以看出，我国高度重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

“后疫情时代”，我国必须抓紧发展机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恢复我国经济活力，力争在数

字经济发展大潮中实现弯道超车。为全面贯彻落实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本文从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应

用两个角度来研究数字基础设施的现状，探究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趋势，对我国未来经济平稳发展意

义重大。 

2. 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现状 

大力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落地，是我国近年来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举措之一[4]。根据《数字基础

设施评估体系研究报告 2024》，截至 2023 年底，我国共建成 5G 基站 337.7 万个，5G 移动电话达 8.05
亿户，在移动电话用户中占比 46.6%。2023 年新增 97 个千兆城市，我国高速率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占比

持续扩大。截至 2023 年底，我国移动网络终端连接总数达到 40.59 亿户，在固定宽带接入用户中占比达

到 25.7%。移动物联能力持续增强，初步建立多网协同格局。截至 2023 年底，我国移动网络终端连接总

数达 40.59 亿户。我国 IP 骨干网、城域网、接入网和终端 IPv6 改造全面完成，新一代 IP 互联网演进升

级和架构优化成效显著。 
由图 1 可知，2011~2023 年我国互联网接入端口数和移动电话普及率正处于稳步上升趋势。2011 年

至 2023 年间，互联网接入端口数从 23239.4 万个，增长到 113590.2 万个，增长了 4.89 倍；移动电话普

及率由 73.55 部/百人，增长至 122.5 部/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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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Number of Internet access ports and mobile phone penetration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3 
图 1. 2011~2023 年我国互联网接入端口数与移动电话普及情况 

 
总的来说，我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处于稳步上升阶段：第一，通信网络持续升级与扩展，5G 网络

建设不断深入，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向更广泛的区域和场景渗透，包括偏远地区、农村地区等，以实现

更高速、低延迟的通信服务。同时，6G 技术研发和试验正在积极推进，预计 2030 年前后将实现商业应

用，6G 将带来更高的数据传输速度、更低的延迟以及更强大的连接能力，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的无缝连

接[5]。第二，算力规模不断扩大，算力总规模达到 230 EFlops，居全球第二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加

快建设，各地纷纷布局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如北京统筹构建“一廊四极”算力基础设施，深

圳建成启用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算力服务平台、深圳市智慧城市算力统筹调度平台。第三，数据中心数

量和规模增长，全国在用数据中心标准机架超过 810 万架，数据中心的建设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也不断

扩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数据存储和处理需求。 

3. 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应用现状 

数字基础设施应用，即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将数字技术应用于生产的过程中，主要包括电

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文本主要以软件业务收入(亿元)、技术

合同成交总额(万元)、每百家企业拥有互联网数(个)、企业电子商务情况来衡量数字基础设施应用情况[6]。
由表 1 可知，在 2016 到 2022 年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从 42847.92 亿元，增加到 95501.99 亿元；技术合

同成交额从 114069.82 亿元增加至 477919.17 亿元；每百家企业互联网数从 56 个下降至 42，表明数字基

础设施逐步应用于各个企业中；企业电子商务活动情况中，有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数与企业电子商务销

售额逐年增加，处于稳步上升趋势。 
 
Table 1. Applica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 China from 2016 to 2022 
表 1. 我国 2016~2022 年数字基础设施应用情况 

年份 软件业务收入 
(亿元) 

技术合同成交总额

(亿元) 
每百家企业拥有 
互联网数(个) 

企业电子商务情况 
有电子商务活动

企业数(个) 
企业电子商务

销售额(亿元) 
2016 48232.22 11406.98 56 102,761 107321.8 

2017 55103.12 13424.22 56 92,122 130480.7 

2018 61908.73 17697.42 54 99,035 152424.5 

2019 72071.87 22398.39 51 109,410 1693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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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020 81585.91 28251.51 49 124,552 189334.7 

2021 95501.99 37294.30 48 139,074 227611.3 

2022 10779.13 47791.02 42 141,680 302219.5 

 
总的来说，数字基础设施的应用正处于逐步上升阶段：第一，在交通、能源、医疗、教育等领域，应

用基础设施将不断智能化，推动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5]，例如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等技术，实现了对城市交通、环境、公共安全等方面的实时监测和智能调控：智能交通系统可以根据

交通流量实时调整信号灯时间，优化交通流量；智能环境监测系统可以实时监测空气质量、水质等环境

指标，为环境保护提供数据支持[6]。第二，数字基础设施的应用为居民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公共服务。例

如，通过手机 APP 可以实现政务服务的在线办理、公共交通的实时查询、医疗服务的预约挂号等，提高

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7]。第三，在产业发展方面，工业互联网平台不断涌现，企业上云率不断提

高，推动了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质量，累计建成 62 家“灯塔工厂”，占全

球总数的 40%。 

4.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挑战 

4.1.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低下 

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低下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一方面，近年来，由于内外部各种因素的

影响，企业经营面临诸多困难，宏观经济运行也承受着巨大压力。这使得企业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的资金投入受到限制。同时，财政收入的缩减也导致政府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资金支持力度减弱。

政企双方资金压力的增大，严重影响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度和规模。另一方面，由于数字基础设施

的投资回报期较长，例如，5G 基站、新能源充电桩等的建设，需要一定的建设密度才会产生经济效益，

即投资初期往往不会产生立即可观的经济效益，致使地区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会面临更多的考虑。 

4.2.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地区“鸿沟” 

数字基础设施正逐步融入我国经济生活当中，是推动我国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石。近年来，虽然

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正逐步完善，但不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理区位、政策制度等存在异质性，

导致各区域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8]。例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周边分布着大

量的大型数据中心，为当地的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相比之下，欠发达地区的数据中心建设

相对滞后。由于缺乏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这些地区难以吸引企业投资建设数据中心。这不仅限制

了当地数字产业的发展，也使得当地企业和居民在使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服务时面临较高的成本和

较长的响应时间。 

4.3. 数字基础设施的成果转化困难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后，如何将其转化为有效应用，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动能，对我国的发展起

着重要意义。目前，我国整体上建成了较为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但应用转化率并不高，可能是由于以

下原因：第一，在政策制度方面，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速度快，相关政策法规往往滞后于技术的发展。

在成果转化过程中，企业可能面临政策不明确、法规不完善等问题，增加了转化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例如，

对于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方面的政策法规，目前还在不断完善中，这给数字基础设施的成果转化带来

了一定的困扰。第二，在市场需求方面，数字基础设施的成果往往面向未来的市场需求，而市场需求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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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确定性。一方面，用户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和需求程度难以准确预测；另一方面，市场竞争激烈，

新技术可能很快被竞争对手模仿或超越。企业在进行成果转化时，需要对市场需求进行准确地判断和把

握，但这往往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第三，在技术转化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涉及众多复杂的技术领

域，如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这些技术的融合和应用需要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对

研发人员和企业的技术实力要求很高。在成果转化过程中，可能需要跨学科的合作和协同创新，但不同

领域的专业人员之间往往存在沟通障碍和理解差异，增加了转化的难度。 

4.4. 数据安全保障问题日益凸显 

数据是数字基础设施应用的基本要素，数据的汇聚、碰撞与融合是其价值释放的前提[9]。数据安全

保障问题日益凸显，给企业和国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据的价值

不断提升，成为企业的核心资产和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然而，数据的大量集中和广泛流通也使得数据

安全面临更大的风险。黑客攻击、数据泄露、恶意软件等安全威胁不断增加，给企业和个人的隐私、财

产和声誉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例如，近年来频繁发生的企业数据泄露事件，不仅导致企业的商业机密被

窃取，还可能影响到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引发信任危机。另一方面，新兴技术的应用也给数据安全带

来了新的挑战。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使得数据的处理和分析更加高效，但同时也

增加了数据安全的复杂性。例如，人工智能算法可能被恶意利用，攻击数据系统；大数据分析可能导致

个人隐私的泄露；云计算环境下的数据存储和传输也面临着更多的安全风险。 

5. 对策建议 

5.1. 加大供给力度，确保资金足够投入 

数字基础设施的前期投入额巨大，同时投资回报期较长。因此，一方面要求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

面共同参与，以确保有足够的资金投入[10]。细分来说，政府应针对不同投资主体，探索发展一般债、专

项债、长期国债等相关金融工具，引导与积极吸引企业与社会资金。另一方面，在企业端需要积极转变

发展观念，充分认识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长远价值和战略意义。企业应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纳入

自身的长期发展规划，合理安排资金投入，避免短视行为。企业可以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合作，探索多元

化的融资渠道。例如，通过发行企业债券、开展股权融资等方式筹集资金，用于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

升级。同时，企业也可以与其他企业进行合作，共同投资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实现资源共享和风险分担。 

5.2. 因时因地制定投资重点，弥合地区“鸿沟”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经济平稳致远的重要基石。因此，应继续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在各区域间的

建设，缩小地区间差距[11]。具体的，应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试点工作，形成以点带面的趋势，

以高水平数字基础设施区域带动低水平区域发展，同时，应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低水平区域应积极

吸取与转化高水平区域的创新成果与技术，从而提高本区域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促进当地经济发

展。此外，各区域还要根据目前的发展现状，做好对传统基础设施、传统行业的数字化改造。 

5.3. 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落地应用 

构建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产业生态，促进产业协同发展。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形成

从设备制造、网络建设到应用服务的完整产业链。例如，通信设备制造商、电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等

应加强合作，共同推进 5G 网络建设和应用创新；数据中心运营商、云计算服务提供商、软件开发商等应

协同合作，为企业和用户提供一站式的数字基础设施解决方案。同时，培育壮大数字基础设施产业集群，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031


黄卓立 
 

 

DOI: 10.12677/ecl.2025.141031 246 电子商务评论 
 

发挥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和协同优势。政府可以通过规划建设数字基础设施产业园，吸引相关企业入驻，

形成产业集聚发展态势。 

5.4. 完善数据保障制度 

数据安全是数字时代政府、企业和社会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采取有效的措施，

加强数据安全管理，保障数据的安全存储、传输和使用，为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12]。首

先，政府应加强数据安全监管，制定完善的数据安全法律法规和政策标准。明确数据安全的责任主体和

监管要求，加大对数据安全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同时，建立健全数据安全监管机制，加强对数据全生

命周期的监管，确保数据的安全存储、传输和使用。其次，企业应加强自身的数据安全管理，建立完善

的数据安全防护体系。加强对数据的加密、访问控制、备份等安全措施，防止数据被窃取、篡改和丢失。

同时，加强员工的数据安全培训，增强员工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最后，加强国际合作也是解决数据

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数据的跨境流动日益频繁，数据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挑战。各国应加强在

数据安全领域的合作，共同制定国际数据安全规则和标准，加强对跨境数据流动的监管，共同应对数据

安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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