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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之间

存在着紧密联系。文章基于我国2011~2021年中国各个省份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

之间的影响机制，以及虚拟集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了积极

的促进作用，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通过虚拟集聚，

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与东北地

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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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China’s economy transitioning from a high-speed growth phase to a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phase, there is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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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zation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goals. Based on data from various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1,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mechanism between the dig-
ital economy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role played by virtual agglome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positive promoting effect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
velopment, and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after robustness testing. Further tests reveal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positively promote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virtual agglom-
eration.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ern,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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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并强调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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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2022) [1]。在数字技术革命浪潮席卷全球的时代背景下，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极具创新性与前瞻性的新兴经

济形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世界经济格局。它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

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经济的运行模式和产业格局(王磊等，2025) [2]。这些技术突破催生出以数据为关键生

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平台生态为主要组织模式的数字经济，使其在信息社会的土壤中

蓬勃生长，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集聚现象始终是贯穿空间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核心主线。

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上下游企业基于降低交易成本、共享基础设施、实现规模经济等诉求，往往选

择在地理空间上形成产业集群。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依托的虚拟集聚应运而

生，成为重塑产业组织与资源配置的颠覆性力量。本文为空间经济学、数字经济发展道路提供了新的研

究领域，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王如玉，等，2018) 
[3]。经济的发展和转型既离不开企业的贡献，也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尽管目前学术界研究数字经济和高

质量发展的相关文献较多，但从省份经济发展角度讨论有关数字经济和虚拟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

响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基于对现有文献的系统梳理与归纳，首先，引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为解释变量，构建了研究框架；其次，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并通过

引入虚拟集聚这一调节变量，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最后，根据不同地区存在

的差异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本文旨在为各省份在后续的可持续化发展中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和建议，

助力其迈向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 

2. 文献综述 

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重要议题。众多学者从不同

角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展开研究，为理解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依据。王阿娜

(2023) [4]认为，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提升创新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实

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而政府财税激励能够引导市场创新要素合理化流动、提升各要素嵌入实体经济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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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可以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资金与政策支持。师应来等(2024) [5]认为，在生产要素配置方面，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推进促使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打破行业与地域壁垒，向更具效率和发展潜力的

领域流动，会最大限度地利用生产资料，通过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以获取最高边际收益，产出增加从而经

济总量增加。企业是经济运行与社会发展的微观主体与基石，其创新能力的挖掘和生产效率的提升是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肖土盛等(2022) [6]认为，企业能通过改善内部控制特征，从而提高公司

管理效率，降低公司创新成本，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詹新宇等(2021) [7]认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对企

业信贷资金的挤占效应所引致的融资约束，会对企业的投融资决策和研发创新活动产生不可规避的影响；

同时，地方政府债务通过资本配置效率和技术创新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数字金融作为现代

金融体系的重要创新力量，正以其普惠、便捷和高效等特性，塑造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贾洪文和张伍涛，2024) [8]。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依赖信息交互平台的全新经济形态，对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等各系统协调发展

以及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提供新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武赫和周雯琪，2025) [9]。当前，针对数字经济在

经济发展进程中所发挥作用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微观与宏观这两个维度展开。从微观角度来看，数字

经济既能通过控制产品的前期吸引用户而付出的营销成本与网络的外部性快速形成规模经济，为企业带

来更多收益，又能依靠在某一种主营业务积累起来的用户，低成本地开展多样化的业务，获得更多的利

润来源(荆文君和孙宝文，2019) [10]。在需求端，数字经济通过提供更多就业信息和岗位，帮助劳动者获

得更广泛的就业机会(丛屹和俞伯阳，2020) [11]；在供给端，数字经济推动了新型雇佣关系和就业模式的

形成(张昕蔚和刘刚，2022) [12]，有效缓解了市场中要素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数字经济可以通过

改善银行与中小型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融资门槛，拓宽资金获取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增强中

小企业抵御能力(史依铭，2025) [13]。数字经济通过广泛应用信息技术，将企业的经营情况更好的披露，

为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保障(李志军等，2024) [14]。另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加快企业内外部信息整合交流

效率，有助于企业加强部门协作，提高创新决策效率(石大千等，2020) [15]。从宏观角度来看，数字经济

能从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方面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 [9]。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有助于更好地

进行宏观调控，建立与高质量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与创性。

这既保证了风险调控的力度，又不限制经济市场自身的发展活力，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黄嘉雯，2022) 
[16]。 

在“互联网+”战略的深度赋能下，5G 网络的低时延、高带宽特性，打破了数据传输的时空壁垒；

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的成熟，使企业得以实时处理海量信息，精准匹配供需两端；人工智能算法的智能

决策能力，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这些技术革新共同构建起虚拟集聚的底层逻辑，使其成为产业变

革的全新理念与“互联网+”时代下产业组织的创新形态。虚拟集聚突破了地理空间的桎梏，企业不再局

限于物理毗邻，而是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设计、生产、销售等环节的远程协作。这种资源空间配置新方

式，不仅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更提升了产业整体的灵活性与抗风险能力，为中国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

向技术创新型转型升级开辟了新路径。虚拟空间是实体空间的孪生空间，是全球资源配置的新空间，也是

新质生产力的承载空间；虚拟集聚是虚拟空间数字生产要素的生成渠道和组织形态；虚拟集聚是虚拟空间

大数据的源泉，也是虚拟集聚和虚拟空间的价值所在。随着技术的变革与演进，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逐渐

实现无缝衔接，这使得生产要素集聚既有实体空间的，也有虚拟空间的；在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推动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出现的集聚多数是“双空间”交融下的集聚(王如玉和梁琦，2024) [17]。 

3.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数字经济作为当今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正深刻改变着传统经济模式。本文从技术赋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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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生产模式智能化变革以及催生引领政策调整三个路径，深入剖析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内在机理。通过理论分析与逻辑推导，揭示数字经济的重要作用，为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经济逐渐成为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活跃因素(马海良等，2024) 

[18]。数字经济通过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大

数据技术能够收集、存储和分析海量的市场信息、用户数据以及行业动态，为企业研发提供精准的市场

洞察和用户需求分析，明确研发方向，避免盲目投入。人工智能技术则可应用于研发流程的各个环节，

实现研发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云计算技术为企业提供了强大的计算能力和存储资源，企业无需投入

大量资金建设基础设施，即可通过云端获取所需的计算服务，降低研发成本，使企业能够将更多资源投

入到核心研发环节。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为企业搭建了高效便捷的信息传输渠道，并赋予其强大的数据

处理能力。这不仅有助于企业降低运营成本，还能显著提高决策效率，从而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与此同时，企业能够借助这些数字技术实现研发流程的智能化和高效化，从而加速创新成果的

转化，同时加速研发要素的流动，促进创新资源的整合与优化配置(盛继丹，等，2025) [19]。此外，数字

经济催生的新机遇和新市场，为企业拓展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激励企业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同时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从而推动传统创新模式向高质量发展的变革。数字经济推动自动化向智能化生产跃迁。

首先，通过智能化技术的应用，能够助力生产流程的优化，实现生产过程的精准控制，减少人为因素的

干扰，降低次品率，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

其次，通过物联网技术，企业可以实时追踪生产情况等信息，从而实现供应链的可视化管理，有助于企

业及时发现供应链中的问题和风险，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调整；同时，数字技术还可以优化运输路线，

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智能算法，选择最优的运输路径和运输方式，降低运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企

业发展质量；此外，数字化供应链平台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协同合作，加强了产

业链上下游的稳固性。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与供应商和客户进行沟通和协调，有助于企

业与合作伙伴共同投入资源进行创新和改进，共同应对市场挑战，提高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力。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数字新质生产力(李占平和王辉，2024) [20]，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出现，

要求相关部门及时调整政策导向与重点，以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需求。通过精准的政策引导，能

够进一步提升社会生产的整体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质量，实现价值创造能力的显著提升。数字新质生产力

的形成和壮大，不仅优化了社会生产效率，还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动力。这种生产力的提升，使得资

源配置更加高效，创新活力得到充分激发，从而推动实体经济从传统的发展模式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迈进。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要素优化配置等多方面的赋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

实支撑，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综上所述，本文提出： 
假设 1：数字经济能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传统产业集聚以地理邻近为基础，企业在特定区域内集中布局，通过面对面交流、产业链上下游配

套等方式开展合作。这种模式虽能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知识传播，但受地理空间限制，难以充分吸纳全

球范围内的优质资源。虚拟集聚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构建起无边界的网络平台，

将不同地区的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和人才等经济主体紧密连接。企业无需进行物理空间上的迁移，即

可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合作伙伴、获取创新资源，促进了不同产业间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创新；同时，不同

产业间的协同创新还能催生新的产业业态和商业模式，降低交易成本。企业、科研机构和人才在虚拟平

台上互动交流，使得能够更高效的获得信息与技术要素，加速了知识的溢出和创新的扩散，打破了信息

壁垒，使得知识和技术要素能够在不同主体之间快速流动，形成了良好的创新生态，进而促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虚拟集聚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促进清洁能源技术的传播和应用，降低了碳排放，加强区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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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创新能力，推动了产业的绿色化转型。虚拟集聚还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转型，减少高污染、

低效率产业的比重，推动区域经济的绿色发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综上所述，本文提出： 
假设 2：数字经济能够通过虚拟集聚更有效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研究设计 

4.1.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研究将按照以下四个步骤逐步展开：首先，我们需对研究所需的数据进行全面细致的收集和整理；

接着，明确各个研究变量的度量方法，确保研究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在此基础上，搭建起适合本研究需

求的研究模型；最后，通过实证检验对研究结果进行深入分析，以揭示内在规律和趋势。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收集整理了数据样本为 2011~2021 年中国 30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面板数据(不包括西藏和港澳台的数据)。原始数据均来自对应年份的中国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

局官方网站。 

4.2.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参考段霞和张蔷薇(2023) [21]，本文选取全要素生产(tfp)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代理变量。 
(2) 解释变量：参考赵涛等(2020) [22]构建的指标体系测度各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ital)。 
(3) 调节变量：参考张青和茹少峰(2021) [23]，此本文采用区位熵方法衡量各地区虚拟集聚程度(virtual)。 
所有变量的定义如表 1 所示。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被解释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 tfp 

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digital 

调节变量 虚拟集聚 virtual 

控制变量 政府干预程度 gov 

社会消费水平 cs 

对外开放程度 open 

城镇化水平 ur 

产业结构 ind 

4.3. 研究模型 

本文构建了一个实证检验模型，旨在深入探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影响高质量发展，并进一步分

析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虚拟集聚的交互作用如何共同作用于高质量发展，以揭示其内在机制。 
本文采用模型(1)对假设进行验证，即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此模型中，

α代表回归系数，用于量化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而ε则表示随机误差项，用于

捕捉其他未被模型考虑的随机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若模型(1)中的 α1 显著为正，则表明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面影响。 

 0 1 2 3 4 5 6 it ittfp digital gov cs open ur ind Industry Yearβ β β β β β β ε= + + +＋ ＋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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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1)中，tfp 是全要素生产率；digital 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itIndustry 和 itYear 分别表示行业

和年份固定效应，i 表示个体，t 表示时间。 
为了验证假设 H2，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0 1 2 3 4 5 6 7 8tfp virtual digital digital virtual gov cs open ur ind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ε= + × + + + + + + + +   (2) 

5. 实证结果与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 

表 2 列明了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可知，全要素生产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1.499、0.102，平均

值是 0.615，中位数是 0.283。本文所研究的样本中，不同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其最大值与最小值

分别为 0.655、0.017，平均值为 0.138。虚拟集聚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分别为 1.525、0.421，平均值为 1.310。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tfp 330 0.615 0.102 0.283 1.499 

digital 330 0.138 0.017 0.110 0.655 

virtual 330 1.310 0.421 1.525 9.011 

gov 330 0.249 0.107 0.103 0.643 

cs 330 0.390 0.220 0.056 0.504 

open 330 0.272 0.008 0.285 1.464 

ur 330 0.596 0.350 0.121 0.896 

ind 330 1.342 0.527 0.732 5.244 

5.2. 相关性分析 

样本间变量的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 3。从表 3 的相关性检验可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全要素生产

率的相关系数为 0.452，且在 1%水平下显著，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且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3. 相关性分析 

 tfp digital virtual gov cs open ur ind 

tfp 1        

digital 0.452*** 1       

virtual 0.176*** 0.367*** 1      

gov −0.480*** −0.430*** 0.0350 1     

cs 0.327*** 0.260*** −0.0120 −0.310*** 1    

open 0.567*** 0.635*** 0.583*** −0.414*** 0.202*** 1   

ur 0.330*** 0.666*** 0.519*** −0.339*** 0.146*** 0.770*** 1  

ind 0.212*** 0.474*** 0.704*** 0.105* 0.187*** 0.456*** 0.542*** 1 

注：表内所有括号内值均为 t 值，***、**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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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回归结果分析 

为检验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4。其中，列(1)和列(2)为全

要素生产率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否添加控制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

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验证了假设 H1。 
 

Table 4. Digital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表 4. 数字经济与全要素生产率 

被解释变量 (1) 
tfp 

(2) 
tfp 

digital 1.661*** 0.708*** 

 (13.37) (3.60) 

gov  −0.628*** 

  (−3.97) 

cs  0.787*** 

  (3.17) 

open  0.346*** 

  (3.30) 

ur  −0.447** 

  (−2.05) 

ind  0.032 

  (1.48) 

Constant 0.611*** 0.708*** 

 (14.61) (3.60) 

年份/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N 330 330 

Adj-R2 0.387 0.484 

5.4.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性，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 1 期处理，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相应估计结果如表 5 所示，同样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

平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论仍然成立。 
 

Table 5. Lag effect analysis 
表 5. 滞后效应分析 

被解释变量 tfp 

digital 0.380** 

 (2.21) 

gov −0.727***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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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cs 0.704*** 

 (3.05) 

open 0.579*** 

 (7.75) 

ur −0.859*** 

 (−4.82) 

ind 0.039* 

 (1.76) 

Constant 0.771*** 

 (5.16) 

N 300 

Adj-R2 0.471 

5.5. 调节效应 

为检验本文假设 H2，加入虚拟集聚这一变量为调节变量，对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6。
虚拟集聚会影响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当虚拟集聚较好的时候，会增强数字经

济发展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面效果。假设 H2 得到验证。 
 

Table 6. Digital, virtual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表 6. 数字经济、虚拟集聚和全要素生产率 

被解释变量 (1) 
tfp 

(2) 
tfp 

virtual × digital 0.198*** 0.134** 

 (7.36) (2.25) 

gov  −0.687*** 

  (−4.50) 

cs  0.479* 

  (1.90) 

open  0.599*** 

  (6.67) 

ur  −0.578*** 

  (−2.73) 

ind  0.055 

  (1.53) 

Constant 0.686*** 0.822*** 

 (14.40) (5.19) 

年份/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N 330 330 

Adj-R2 0.181 0.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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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可能影响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作用。本文参考刘翔宇和李季刚(2023) [24]的研究，将全样本数据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

四大地区，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见下页表 7。结果显示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而中部地区不显著。产生该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积累了充裕

的创新资源，且东部地区拥有众多科研机构、高校和高科技企业，在数字技术研发和创新方面投入大，

成果多。东部地区产业体系完备，制造业和服务业发达。数字经济能与这些产业深度融合，能在制造业

中实现智能化生产、供应链优化，服务业中催生新的商业模式，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西部地

区的政策支持力度大，如税收补贴、税收优惠、人才引进等。地方政府也积极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

数字产业发展，吸引了大量数字经济相关企业和项目落地。西部地区土地、能源等资源丰富，成本相对

较低，适合建设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并且劳动力成本也相对不高，在发展劳动密集型数字产业方

面有一定优势，能以较低成本投入实现较高产出增长，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东北地区同样受到政治

支持与战略振兴。国家在推动东北振兴战略中，将数字经济作为重要的发展方向，给予了大量政策支持

和资金投入。东北地区拥有深厚的工业基础，在装备制造、化工等传统产业领域具有优势。这些传统产

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数字经济为其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和发展思路。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处

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型的关键阶段，传统产业占比较大，数字化转型难度大、成本高。一些企业对

数字技术应用的积极性和能力不足，在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方面进展相对缓慢，影响了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升。相比东部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及西部地区在政策引导下人才的回流，中部地区在吸引和

留住数字经济专业人才方面存在困难，限制了数字技术在当地的创新应用和推广，难以充分发挥数字经

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Table 7.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表 7. 区域异质性分析 

被解释变量 (1) 
tfp 

(2) 
tfp 

(3) 
tfp 

(4) 
tfp 

digital 1.2709*** 1.2451 3.0733*** 3.7605*** 

 (8.9349) (1.0615) (3.5051) (2.9771) 

Constant 0.7586*** 0.6806*** 0.4166*** 0.6625*** 

 (12.8993) (8.3696) (4.8537) (5.6118) 

年份/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N 110 66 121 33 

Adj-R2 0.4470 0.0980 0.0281 0.2172 

6. 研究结论与建议 

6.1. 研究结论 

本文深入探讨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虚拟集聚作为调节变量在其中所起的作

用。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揭示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内在机制，以及虚拟集聚如何调节

这一关系，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研究表明，数字经济能助推经济高质量发

展，在进行滞后性分析后，该结果依然稳健；加入虚拟集聚这一虚拟变量后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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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集聚更有效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在东部、西部与东北地区对全要素生

产率的影响更加显著。因此，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应重视虚拟集聚的培育和发展，通过加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产业生态等措施，促进虚拟集聚的形成和发展，从而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6.2. 政策启示 

本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虚拟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为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政府应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推动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的全面覆盖与升级。在东部沿

海发达城市率先开展 6G 网络技术的试验与应用试点，推动 5G 网络的深度覆盖和优化。中部地区应重点

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利用数字基础设施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在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充分

利用土地、能源成本低的特点，提升数字经济发展的硬件水平，促进虚拟集聚的进一步发展。 
(2) 培育和发展虚拟集聚产业生态。对于东部地区，通过加强与国际知名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建

立国际化的虚拟产业集聚平台，吸引全球高端人才和创新资源，举办国际虚拟现实产业峰会和展会，提

升国际影响力。中部地区可以制定专门的政策，对参与虚拟集聚的企业给予政策扶持，降低企业运营成

本；搭建综合性的虚拟集聚产业平台，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促进企业间信息共享、技术交流与协同

创新，形成良好的产业生态。结合西部地区的资源和产业优势，发展特色虚拟产业集聚区，鼓励虚拟现

实技术在文化旅游、民族手工艺等领域的应用，推动特色产业发展。东部地区应建设虚拟现实产业园区

和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测试验证、成果转化等服务。鼓励虚拟现实技术在工业设计、

智能物流等领域的应用，提升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水平。 
(3) 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东部地区应发挥数字经济发展优势，加强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

的数字经济合作，通过技术输出、产业转移等方式，带动其他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于中部地区，设立

专项基金，引导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转型，鼓励企业加大数字技术研发投入，提升数字化转型能力。同

时，加强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人才培养和引进，制定住房补贴、教育优惠等优惠政策，解决人才短缺问题，

促进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 
(4) 加强数字经济人才培养与引进。东部地区应加强与国际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建立

联合实验室、国际创新中心等平台，开展学生交换、联合培养、短期访问等项目，拓宽数字人才的国际

视野。对于中部地区，教育部门应优化高校和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增加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相关

专业的招生规模，加强课程体系建设，培养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专业人才。鼓励东部地区高

校和职业院校与西部地区开展对口帮扶，通过远程教育、师资培训等方式，提升西部地区数字教育水平。

结合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产业特点，培养适应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需求的数字人才。 
(5) 政府应加快制定和完善数字经济相关的政策法规，明确数据产权、数据安全等方面的规则，规范

数字经济市场秩序，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加强对数字经济市场的监管，建立健全监管

机制，防范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保障市场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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