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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县域作为中国经济社会的“毛细血管”，其数字化转型

既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路径，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县域数字经济规模占全国比重逐

年提升，但仍面临基础设施区域差异显著，产业数字化层次不均，数据要素市场化不足等发展特征，核

心问题在于内生动力不足、外部赋能机制不健全、协同治理效能待提升。本文基于动力机制理论，构建

“内生动力–外部赋能–协同治理”三维动力机制系统，进而从“基础设施筑基–产业转型提效–数据

要素赋能–人才生态护航”的四维协同体系给出对策建议，以实现从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跃迁。 
 
关键词 

县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动力机制 
 

 

Research on the Driving Mechanism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unty-Level 
Digital Economy 

Qianfei Zhang 
School of Economics,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Apr. 30th, 2025; accepted: May 15th, 2025; published: Jun. 12th, 2025 

 
 

 
Abstract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the core engine driving global economic growth. As the “capillaries” 
of China’s socio-economic system, county-level region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not only a key path 
to achieving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but also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The scale of county-level digital economies accounts for an increasing share 
of the national total, yet they still face significant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infrastructure, un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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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s of industrial digitalization, and insufficient marketization of data elements. The core issues 
lie in inadequate internal driving forces, an incomplete external empowerment mechanism, and the 
need to enhanc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ynamic mecha-
nism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dynamic mechanism system of “internal driving 
force-external empowerment-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t then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from a 
four-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system of “infrastructure foundation-industry transformation effi-
ciency-data element empowerment-talent ecosystem protection” to achieve a transition from re-
source-driven to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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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数字经济浪潮与“数字中国”战略的双重驱动下，数字技术与数据要素进入经济系统，经济

增长范式发生新变化[1]，数字经济作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赋能者，能够从诸多领域承担和践行建设现代

化强国的五个本质要求[2]。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单元，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功能节点和主要支撑

[3]，其发展质量直接关系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的推进。由《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可知，

截至 2024 年，我国县域数字经济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 30%，但区域发展不均衡、要素流通不畅、产业

协同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 
数字经济中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1]，可通过数据要素重构、技术渗透与生态协同，为县域经济注入

新动能：一方面，国内学者的研究聚焦“三大变革”机制。质量变革方面，邝劲松等[4]认为数字经济通

过优化要素配置提升实体经济效能；效率变革方面，张腾等[5]指出数字技术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与资源

利用率；动力变革方面，张蕴萍等[6]提出数字经济通过产业升级与创新生态重构培育新动能。另一方面，

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对传统生产力改造升级的赋能机制[7]，数字文化产业作为城乡融合和产业融合的转

换器[8]对生产效率与消费转化率有显著提升作用。数据资产化激活了县域资源要素的流动价值，推动传

统产业向“四化同步”升级[9]。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宏观层面，对县域动力机制的系统性分析不足，

亟需结合内生创新、外部赋能与协同治理的复合视角，探索适配县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2. 县域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与特征 

2.1. 基础设施加速完善，但区域差异显著 

当前阶段，县域数字基础设施的加速完成与区域差异并存，是我国县域现代化阶段的显著特征。这

种矛盾格局呈现于协同赋能、普惠效应、溢出效应以及数字鸿沟的交互作用中。 

2.1.1. 协同赋能：跨区域联动与资源错配并存 
随着“新基建”战略的深入推进，各地县域积极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县域数字化硬件基础设施

正经历跨越式发展。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为跨区域资源整合与技术共享提供一条科学且可行的实践探索

道路。“东数西算”工程通过算力枢纽节点布局，带动中西部数据中心建设和网络升级，不仅为县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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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升级提供了技术底座，更通过“网络 + 终端 + 场景”的深度融合，重构了传统产业链的运行逻辑，

实现了跨区域联动。然而，这种协同现象在宏观层面一定程度掩盖了资源错配的底层逻辑，即，东部县

域凭借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主导数据应用场景，中西部则更多承担数据存储等低附加值环节。 

2.1.2. 普惠效应：技术红利释放与群体排斥交织 
在政策强力推动下，县域 5G 网络建设呈现“东中西梯度推进”特征。技术红利释放带来的普惠效应

促进了县域经济的包容性发展。在数字技术的加成下，数字普惠金融在县域的渗透率急速提升，县域经

济结构得以优化[10]，县域小微企业可通过线上贷款获取资金支持；东部发达县域已实现 5G 独立组网全

覆盖；中西部县域则通过共建共享模式加速补短板，造就农村电商热潮，进而形成“一个直播间带动一

个产业链”的效应。然而，普惠效应的实现还存在群体排斥效应，即，数字素养不足的老年群体、低教育

水平劳动者难以有效利用数字工具，出现“使用鸿沟”现象。 

2.1.3. 溢出效应；产业升级与要素虹吸同步显现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不仅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也成为高质量发展与产业升

级的关键驱动力[11]。数字硬件基建的覆盖推进智能制造、智慧农业等新业态发展，促进了县域产业结构

优化。数字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正在产生显著的区域、产业协同效应。但这种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

不均衡，即，东部县域要素集聚，形成“数字高地”，但中西部县域面临要素外流压力。此外，数字基础

设施的“马太效应”加剧了产业同质化，电商产业园的盲目跟风建设，存在资源浪费的现象。 

2.1.4. 数字鸿沟：多维分化与代际传递风险 
数字基础设施的区域差异正在演变为多维数字鸿沟。首先是“接入鸿沟”，不同地区、人群在获取

和使用基础公共设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其次是“能力鸿沟”，不同地区、群体在基础设施的质量、

效率、服务水平等能力维度上存在差距。更值得警惕的是“机会鸿沟”，数字技术的应用正在重构就业

市场，低技能劳动者面临岗位替代风险，而高技能岗位向东部集中。这种分化可能形成“数字贫困”代

际传递，农村儿童因缺乏在线教育资源，未来就业竞争力进一步弱化。 

2.2. 产业数字化转型深化，但层次不均 

县域数字经济发展中，产业数字化转型呈现“局部突破、全局失衡”的典型特征，尤其在制造业智

能化升级与农业服务数字化短板领域，区域间、行业间、企业间的分化态势尤为显著。 

2.2.1. 制造业智能化：从“单点突破”到“链式分化” 
目前，制造业智能化处于从“机器换人”向“全产业链协同”跃迁过程。但县域在技术吸收能力上

存在极大的鸿沟。简而言之，东部县域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订单、产能、渠道数据共享，而中西部

县域仍停留在“设备联网”阶段。同时，数字技术正在重塑县域产业竞争格局。东部县域通过“数据开

放 + 生态共建”形成产业集群优势，而中西部县域因数据标准不统一、平台接口不兼容，难以实现跨企

业数据流动。此外，尽管多地出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政策，但政策效能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县域通过“数

据资产入表”试点、共享收益税收优惠等创新机制，激发企业数据开放积极性；而中西部县域因财政能

力有限，政策多停留在设备补贴层面，对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数据安全技术应用等长期投入支持不足。

这种政策供给的“量质差异”，进一步拉大了区域间的转型差距。 

2.2.2. 农业服务短板：从“设施缺失”到“价值断层” 

由于存在“数字孤岛”现象，所以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环节的渗透率呈现“东部领跑、西部滞后”

的格局。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硬件设施上，更反映在数据应用能力，一方面，东部县域已建成“天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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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监测体系，而西部县域农业生产数字化率不足；另一方面，东部县域农业平台呈现大数据特点，

而西部县域仍依赖传统经验判断。同时，农产品流通环节的数字化短板尤为突出，存在“链条断裂”风

险。东部县域已形成“直播电商 + 冷链物流 + 质量追溯”的全链条服务体系，而中西部县域物流配送

时效普遍比东部慢。此外，数字农业服务存在“重建设轻运营”的结构性矛盾以及“供给错位”困境。

东部县域通过“政府补贴 + 运营商让利”模式推广智能终端；而西部县域因家庭无力承担智能设备费

用，数字服务“最后一公里”受阻。在服务内容上，东部县域已从基础信息服务向“生产决策 + 金融保

险”延伸；而西部县域仍以政策宣讲、技术培训为主。 

2.3. 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但市场化不足 

县域数字经济发展中，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与市场化不足的矛盾，在数据资产化试点推进与要素流通

障碍交织的背景下，呈现出“制度创新与执行滞后并存、技术突破与生态缺失共生”的复杂格局。 

2.3.1. 数据资产化试点：从“局部突破”到“全局困境” 

试点成效，制度框架初步建立，价值释放初显，实现局部突破。一部分县域通过公共数据资产化试

点，完成政务数据资源确权登记。民营企业数据资产入表取得进展。另一部分县域热力企业“客户服务

与运营数据集”实现数据资产入表“零突破”，5A 级景区将数据资源纳入“无形资产”会计科目，为文

旅领域数字化转型提供示范。但目前存在的执行困境是制度供给与市场需求错位。尽管财政部《数据资

产全过程管理试点方案》明确数据资产入表规则，但县域企业对“数据资产”会计处理的认知不足。此

外，数据资产化需投入数据清洗、确权、安全防护等成本，但收益周期长，成本收益失衡。 

2.3.2. 要素流通障碍：从“技术瓶颈”到“制度壁垒” 

技术层面存在数据标准与安全风险双重制约。一方面，数据标准不统一，县域间数据格式、接口协

议差异显著。另一方面，数据流通需满足《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规要求，但县域技术能

力不足。制度层面存在产权界定与收益分配机制缺失。一方面，政务数据与企业数据权属不清，导致流

通受阻。另一方面，交易规则空白，即数据定价、交易流程缺乏统一规范。市场层面存在供需错配与生

态缺失。一方面，数据供给不足，县域数据资源分散，高质量数据稀缺。另一方面，需求端动力不足，中

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未被激活。 

3. 县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 

3.1. 内生动力不足 

县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受制于内生动力，主要表现为企业转型意愿低于人才结构性短缺两大核心

矛盾。 

3.1.1. 企业转型意愿低：认知、成本与收益的错配 
县域企业多以传统制造业和农业为主，长期依赖路径锁定，即，成本劳动力与资源消耗模式，对数

字化转型认知存在偏差。王振华研究表明[12]，仅 32%的县域企业认为数字化能带来实质性效益，而多数

企业仍将数字化视为“可有可无”的附加投入。这种认知偏差源于县域企业对技术变革的敏感性较低，

且缺乏成功转型案例的示范效应。其次，县域企业的转型成本压力大。《中国县域数字经济白皮书(2024)》
数据显示，县域企业数字化改造成本占年营收入比重达 8%~15%，但政府补贴覆盖覆盖率仅 38%。政策

执行层面存在“重硬件轻服务”倾向，这种政策与市场需求的错位，进一步削弱企业转型动力。最后，

企业转型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收益不确定性使企业更倾向于维持现状，形成“不转型等死，转型找死”

的恶性循环。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61837


张黔菲 
 

 

DOI: 10.12677/ecl.2025.1461837 1100 电子商务评论 
 

3.1.2. 人才结构性短缺：供需失衡与能力断层 
当前，县域高技能人才外流严重。由 2024 年《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可知，县域高校毕业生留

存率仅为 29.3%，其中数字经济相关专业留存率不足 15% [13]。与此同时，据《中国数字人才发展报告

（2023）》，县域数字经济人才需求缺口达 1200 万人，特别表现在数据分析与电商运营等领域。其次，

由《数字技能普及检测报告(2024)》可知，现有人才能力断层也是一大问题，县域企业员工数字技能达标

率仅 41%，仅 6%的企业开展系统数字培训。 

3.2. 外部赋能机制不健全 

县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依赖于内生动力，更需要外部资源与制度的系统性赋能。当前，政策

协同不足与技术渗透率低两大问题，成为制约县域获取外部支持的核心瓶颈。 

3.2.1. 政策协同不足：资源错配与执行耗散 
当前阶段，数字经济发展制度体系不完善，数据综合利用程度和共享水平不高[14]。纵向政策传导机

制存在失效现象。中央政策强调“新基建下沉”，但县级政府受制于财政压力，往往将资金优先投向传

统基建领域；据《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可知，中央数字乡村专项资金在县域层面的实际落地率仅

58.3%，其中 30%的项目因地方配套政策缺少而延迟。与此同时，横向部门协作出现割裂，矛盾被量化。

根据县域数字经济相关政策文件可知，县域层面涉及数字经济的政策文件来自 12 个以上部门，但跨部门

协同机制覆盖率仅 28%，政策摩擦成本占项目总投入的 15%~20%。此外，政企目标函数偏离。根据偏

离–份额分析法计算可得，72%的县域企业反馈，政府数字化补贴申请流程复杂、验收标准与市场需求脱

节。 

3.2.2. 技术渗透率低：基础设施与适配能力的双重滞后 
硬件覆盖存在“最后一公里”困境。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等文件数据显示，县

域数据中心机架密度仅为城市的 1/6，光纤入户率比城市低 24 个百分点，导致企业云端系统响应延迟超

城市 3 倍。在西部部分县域，根据 5G 基站运营成本构成及地方财政收入情况多方面分析可知，单个 5G
基站运营成本占当地财政收入的 0.3%，但利用率不足 40%，形成“建得起、用不起”的恶性循环。同时，

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错配。县域制造业数字化解决方案中，大部分直接复制城市工业互联网平台架构，

未针对小批量、多品种生产模式优化，设备联网后的产能利用率反而下降。技术服务市场发育不良。县

域每万家中小企业对应技术服务商数量所占比例极小，且存在一定数量的服务商仅提供基础 IT 运维，缺

乏行业技术诀窍。 

3.3. 协同治理效能待提升 

县域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协同治理效能不足，主要体现在数据共享壁垒与生态协同缺失两方面，二者

相互交织制约了资源整合与创新联动。 

3.3.1. 数据共享壁垒：制度缺位与利益藩篱的叠加效应 
县域政府部门间数据采集标准、接口协议、安全等级等缺乏统一规范，导致“数据孤岛”普遍存在。

中央网信办虽提出加强数据安全治理[15]，但县域层面尚未建立适配本地场景的数据分类分级指南，基层

部门因合规风险倾向于“不敢共享”。此外，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在县域治理中被异化为“权力资

源”。张会平研究发现[16]，60%的县域部门将数据视为核心竞争力，拒绝向其他部门开放。这种“数据

割据”现象使得跨部门协作项目平均实施周期延长 40%。而县域数据中心机架密度仅为城市的 1/6，且

70%的部门信息系统采用不同架构开发，数据互认率低于 2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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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生态协同缺失：产业链与区域联动的双重断裂 
县域数字经济普遍存在“重单点突破、轻系统整合”问题。青神县虽布局智慧农业、工业互联网等

项目，但农业传感器数据未与加工企业生产系统打通，导致产业链数字化渗透率较低。县域间数据资源

协同共享机制缺失，加剧“数字鸿沟”。国家发改委指出，县域财政压力导致极大部分跨区域数字基建

项目因配套资金不足搁浅。政府主导的数字化项目与企业需求存在结构性错配。“政策空转”现象使企

业对政府主导的协同项目信任度下降，部分企业选择自行采购第三方服务。 

4. 县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构建 

“内生动力–外部赋能–协同治理”三维动力机制系统是一个整合内外部资源与多方协作的理论框

架，旨在推动复杂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指系统内部自发产生的驱动力，源于主体的需求、目标、

资源和能力；核心要素为目标导向、资源基础、文化基因、自适应能力；其作用是为系统提供可持续运

行的基础，减少对外部依赖。外部赋能是指外部主体通过资源输入、政策引导等方式增强系统能力；赋

能形式为资源支持、制度环境、网络联结；作用为弥补内部短板，催化创新，推动系统突破瓶颈。协同治

理是指多元主体通过规则设计、资源共享实现共同目标；关键特征为主体多元性、机制协同性、动态适

应性；作用为整合碎片化资源，降低冲突成本，提升整体效能。 
三维动力机制系统作用机制为内生动力为核心驱动，系统通过内部目标设定激活资源投入，形成自

我迭代循环；外部赋能为催化加速器，政策支持或市场机遇可放大内生动力效果；协同治理为整合纽带，

通过平台构建协调多方利益，实现“1 + 1 > 2”效应。三维互动机制是正向循环，内生动力吸引外部赋能，

协同治理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强化内生动力；动态平衡，过度依赖外部赋能可能削弱内生动力，需通

过治理机制调节；适应性演进，系统在环境变化中通过三者的动态调整实现进化。 

4.1. 内生动力：产业升级与创新驱动 

县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中，产业升级与创新驱动是核心引擎，其机制以需求为导

向、技术为支撑、企业为主体，通过政策协同与区域联动，形成“需求拉动创新–技术赋能产业–企业

引领升级”的良性循环系统。 

4.1.1. 需求拉动：数字化消费升级与政策红利释放 
县域居民对优质农产品、特色消费品等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倒逼传统农业突

破地域限制，向电商化、品牌化转型。此外，县域产业数字化转型需求显著。各地政府出台专项政策鼓

励县域特色产业“上云用书赋智”。中西部县域可依托此类政策红利发展“直播电商 + 产业带”模式，

推动产业集群数字化升级，形成“需求–政策–供给”的闭环。 

4.1.2. 企业主体作用：创新活力与产业链整合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速，县域企业通过“小快轻准”方案实现转型。县域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资金

有限、技术人才短缺的痛点，“小快轻准”模式以低投入、易部署、见效快为核心，可精准匹配需求。龙

头企业引领产业生态，互联网平台与县域企业深度融合。县域龙头企业通过技术溢出、资源共享、标准

输出，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转型，形成“头雁领航–群雁齐飞”的生态效应。研发投入与创新激励，

县域企业研发投入持续增长。县域企业正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研发投入强度与政策支持

形成正向循环，进一步筑牢转型“动力底座”。 

4.1.3. 人才集聚：从“输血”到“造血”的生态重构 
构建“政策引才–平台育才–生态留才”的闭环，推动人才供给从外部“输血”转向本地“造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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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适配县域特点的人才生态体系。通过政策引才，打破县域人才地域壁垒，吸引外部人才“下沉”；

通过平台育才，构建本土化人才培养体系，打造“实训基地 + 产业学院 + 技能认证”的育才链条；通

过生态留才，打造县域特色发展环境，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干得好”。 

4.2. 外部赋能：政策引导与要素注入 

县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外部赋能机制以政策引导为顶层设计，以资本与人才要素注入为核心驱

动力，通过“政策杠杆撬动–资本活水灌溉–人才引擎激活”的协同路径，形成“外部赋能–内生增长”

的良性循环。 

4.2.1. 政策红利释放：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的“双轮驱动” 

国家战略的靶向发力，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实施“数字乡村强农惠农富农专项行动”，提出强

化农村 5G 网络覆盖、涉农数据资源整合等六大任务。“东数西算”工程落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

枢纽节点布局中，西部县域承接数据中心集群建设。地方政策精准施策的三大方向，一为财政补贴与税

收优惠，通过直接资金支持与税收杠杆撬动降低转型门槛；二为产业园区培育，通过特色产业园区建设

与飞地经济模式创新打造数字化集聚生态；三为数据要素市场化突破，释放县域数据价值。 

4.2.2. 资本导入：构建“政府引导 + 社会参与”的多元生态 
政府投资的“压舱石”作用，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政府通过设立基金、补贴、担

保等方式，降低社会资本进入县域数字化领域的风险，提高投资信心。社会资本的“催化剂”效应，激

活市场化资本的“主力军”作用。通过政策引导，吸引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创投基金等多元主体进入

县域数字化领域，形成“投早投小投科技”的生态。 

4.2.3. 技术推动：新基建与创新生态构建 
数字基础设施筑牢发展底座，5G、物联网等新基建加速县域覆盖。《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24》数

据显示，至 2024 年末，累计建成 5G 基站 425.1 万个，行政村 5G 覆盖率超 90%，农村人口覆盖率超 85%。

技术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在农业领域，以物联网、大数据、AI 为基础，打通“生产–加工–流通–消费”

全链条，构建精准化、绿色化、可追溯的智慧农业生态体系；在制造业领域，以 5G、工业互联网、数

字孪生为支撑，构建“研发–生产–服务–回收”的柔性化、低碳化智能制造生态；在服务业领域，以

云计算、AI、边缘计算为底座，重构服务业“人–货–场”关系，打造高效、个性化的数字服务生态矩

阵。 

4.3. 协同治理：多元主体共建生态 

县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治理机制以“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社区参与”(GBC)模式为核心架

构，通过跨区域资源协同、要素流动与生态共建，形成“多元主体共治、跨域资源共享、数据价值共创”

的闭环系统。 

4.3.1. GBC 模式创新：政府、企业、社区的三维联动 
政府引导绘制发展蓝图，负责顶层设计与生态构建。中央层面通过《“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明确“东数西算”“数字乡村”等战略布局，地方政府配套出台《县域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企业主

导激活创新活力，引领产业发展潮流。企业通过技术赋能与产业协同，加大研发投入，突破关键技术瓶

颈。龙头企业根据市场需求，推出差异化、个性化产品引领发展生态。社区参与汇聚发展合力。需求驱

动与价值共享，民众的消费需求和行为变化推动产业变革，从而满足消费者对产品安全和品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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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数字素养提升的同时，民生服务普惠，民众利用电商平台创业，参与社区团购、共享经济等新业态。 

4.3.2. 跨区域协同：资源互补与要素流动 
跨区域协同发展是优化资源配置、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关键路径，尤其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的背景下，需以算力网络、产业生态、政策机制和利益分配为核心抓手，构建“要素流动顺畅、

区域优势互补、发展成果共享”的协同格局。算力网络协同主张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资源“一张网”；

产业协同主要为了构建跨区域产业链生态；政策协同与利益分配，可打破行政壁垒与制度创新，进而建

立公平可持续的共享机制。 

5. 对策建议 

县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需以“内生创新 + 外部赋能 + 协同治理”为动力三角，构建“基础设施

筑基–产业转型提效–数据要素赋能–人才生态护航”的四维协同体系，实现从资源驱动向创新驱动的

跃迁。四维协同体系是一个聚焦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框架，旨在通过多维度联动推动经济

社会的全面升级。基础设施筑基是指以新型基础设施和传统基础设施为核心，构建经济社会发展的物理

与数字底座；其核心要素为硬件支撑、数字基座、融合性；其作用在于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要素流动效

率，为其他维度提供基础保障。产业转型提效是指通过技术渗透、模式创新与结构优化实现产业价值链

升级；其核心路径为技术赋能、绿色转型、服务化延伸；其作用在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强产业国际

竞争力。数据要素赋能是指将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通过确权、流通与应用释放其价值；其关键环节

为数据治理、场景驱动、价值创造；其作用在于打破信息孤岛，驱动决策科学化与资源精准配置。人才

生态护航是指构建“引育用留”一体化的人才发展环境，支撑创新与产业需求；其核心构成为教育适配、

政策激励、创新氛围；其作用在于解决转型中的人才缺口，保障技术与管理的持续迭代。 
四维协同体系通过递进式支撑关系、网络化协同效应、动态适应性调节三项主要功能，实现“硬支

撑–效率提升–创新驱动–可持续保障”的闭环，成功打破维度边界，在动态平衡中实现“乘数效应”，

而非简单叠加，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以下从四个核心维度提出对策建议。 

5.1. 强化基础设施“硬支撑”，筑牢数字经济发展底座 

对于东部经济发展势头较好的县域，第一，加速新型数字基建布局。县域需深度融入国家“东数西

算”战略，争取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节点布局，优先建设智能算力中心。第二，实施基础设施智能化改

造。落实《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指引》，构建“感知层 + 传输层 + 平台层”的智能化市政设施体系。

同时，对于西部发展潜力较大的县域，优化资金投入机制。创新“中央专项债 + 社会资本”联合投入模

式，设立县域数字基建基金，对智慧农业、数字园区等场景给予财政补贴。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数字基

建贷”产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低息数字化改造贷款。 

5.2. 构建产业转型“新模式”，激发实体经济创新活力 

在农业强势的县域区域内，第一，推行产业链数字化“强链工程”，聚焦县域特色产业，推动农产

品品牌建设[18]，实施“一链一平台”计划，建设覆盖研发、生产、流通的全链条数字化平台。推动“链

主企业 + 服务商”联合体建设，力争短期内培育多个县域级工业互联网平台。第二，培育数字消费新业

态，发展“直播电商 + 产业集群”模式，建设县域电商直播基地与云仓体系。在文化深厚的县域区域内，

创新数实融合应用场景打造“数字技术 + 特色产业”示范场景，如智慧果园管理系统、非遗文化数字孪

生平台等。建立县域数字化转型“需求清单”与“能力清单”动态匹配机制，确保大部分以上企业可获

得适配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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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激活数据要素“新动能”，释放数据资源乘数效应 

对于在数据化转型过程中领头的县域，第一，健全数据要素市场体系。试点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

度，建立县域数据确权登记中心。建设县域级数据交易平台，重点开发农业气象、物流调度等高价值数

据集，促进数据要素对 GDP 贡献力度。第二，构建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建立县域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

部署隐私计算、区块链等安全基础设施。对于数据要素应用不足的县域，鼓励政府带头，深化公共数据

开发利用。实施“基层报表只报一次”改革，归集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数据资源，构建“一企一

档”数字画像系统。 

5.4. 完善人才与生态“软环境”，培育可持续发展生态 

第一，实施数字人才“引育留用”工程。创建“县域数字人才飞地”，支持企业在中心城市设立研

发中心并计入本地考核指标。落实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培养计划，强制要求一定比例课程由企业参

与设计，力争短期内新增数万名数字化技能人才。建立县域数字人才专项津贴制度，对大数据分析师等

紧缺岗位给予薪资补贴。第二，构建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组建“政产学研金服用”创新联合体，设立县

域数字经济研究院。建设县域数字创新孵化器，为初创企业提供算力资源、测试环境等共享服务，降低

创新成本。第三，优化数字营商环境。推行“数字化改造一件事”集成服务，整合项目审批、融资对接

等多个事项。建立数字化服务商“白名单”制度，通过服务质量评级引导市场良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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