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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网民社会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思考*

程 必 定

摘 要：2021年中国网民规模超10亿人，标志着中国已进入网民社会时代，对区域经济发展会带来重大影响。网

络已成为更普惠的发展方式，从多方面创造共同发展的条件，持续推进内含着缩小区域差距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网民社会形成地理空间与网络空间并存的“双重空间”新现象，会给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多方面的新机遇，东、

中、西和东北四大地区应着重从以下五个方面推进缩小收入差距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走智能化道路，对工

业化赋能；二是培育企业成为“数字体”，形成智能化的推进器；三是网民努力成为“数字人”，与数字社会发展相适

应；四是加快“新基建”，为网民参与智能化活动提供支撑；五是加强网络管理，更好地抓住网民社会对高质量发展

的机遇，应对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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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 月 25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发布第 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1年 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10.3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3.0%，网民人均每周

上网时长为 28.5个小时①。网民规模超 10亿人，标

志着中国已进入网民社会时代。网民社会是多数

人使用互联网工作和生活的社会，主要标志是互

联网普及率达 50%以上，对区域经济发展会带来

重大影响。人口与要素流动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的基本条件，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高速交通网络

的快速发展，为劳动力与要素的流动提供了便捷

条件，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

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而泛在性、普惠

性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又出现了网民社会，在地理

空间上形成网络空间，情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即人不一定迁徙或流动，在网络空间上参与区域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具有可能性。努力使这种可

能变为现实，是区域经济学界需要关注和思考的

新课题。

一、从缩小差距看网民社会有利于推动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判断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多种标志，从社

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看，缩小收入差距、推进全

国人民迈向共同富裕，应该是判断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基本标志之一。因为高质量发展就内含着

缩小收入差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讲话时所指出的，“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

有不同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总体上都服从服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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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面向未

来，“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站稳人民立

场，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

民根本利益，坚定不移推进共同富裕”。可以说，推

进共同富裕必须在共同奋斗的发展中缩小居民的

收入差距，或者说缩小收入差距的共同发展，才是

高质量的发展。深入分析可以发现，网络已成为更

普惠的发展方式，网民社会能从多方面创造共同发

展的条件，也必然会持续推进内含着缩小收入差距

的高质量发展。

2020年，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人

均GDP达 1.25万美元，但中国的区域差距、城乡差

距、不同职业群体的收入差距还较大，缩小收入差

距、推进共同富裕，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从《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提供的大量数据看，中国进入网民社会

时代的新特征、新趋势，会在以下几方面创造共同

发展的条件，在共同发展中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

距、不同职业群体的收入差距。

1.建立了全球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有利于缩

小区域差距

一个国家或地区光纤宽带用户的规模和移动

网络速率，是网民社会是否形成的必要条件。据中

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中国近年来信息通信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大发展，到2021
年12月，中国域名总数达3593万个，全国光纤宽带

用户占比已达95%，在139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移

动网络速率排名已上升到第 4位；即时通信用户规

模10.07亿人，普及率高达97.6％，即时通信已基本

普及。特别是中国的 5G商用发展走在世界前列，

在商用规模、标准数量和应用创新三个方面都在全

球领先，如全国已开通 5G基站数达 142.5万个，已

建和在建“5G+工业互联网”项目超过 2000个，其

中，有全国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 150个，

5G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向全国城乡拓展，以越来越快

的速度进入千家万户，以越来越高的效率融入百行

千业，形成强大高效的系统性领先优势。说明中国

已建立了全球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会使全国更多

的地区更方便地使用互联网服务高质量发展。显

然，中国建立起全球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会有利

于缩小全国各类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

2.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不断提升，有利于缩小城

乡差距

因为提升农村信息通信网络基础设施难度较

大，一个国家或地区农村的互联网普及程度，既是

网民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缩小城乡差距

的必要条件。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中

国行政村已全面实现“村村通宽带”，到 2021年 12
月，全国农村网民规模已达 2.84亿人，农村地区互

联网普及率为 57.6%，城乡互联网普及率的差距缩

小至 18.9个百分点，其中，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

的城乡差距缩小至 0.3个百分点，已基本拉平。如

今在中国农村，平均已有近六成的农村人口能不同

程度地使用网络生产和生活，互联网有效打通了农

村消费升级和农产品上市的末梢循环，即使是在偏

僻的乡村，也能顺畅地进入国内大循环乃至国际大

循环，这是了不起的重大进步，说明中国所建立的

全球最大信息通信网络，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的发展

条件，更多的农民会使用互联网投入高质量发展。

显然，这有利于缩小中国的城乡差距。

3.在线工作和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有利于缩小

地理空间距离

网民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使用互联网在线

工作的人很多，从而会突破地理空间界限，扩大工作

范围，提高工作效率，也会提高就业率，而要做到这

些，不仅需要有必要的信息通信网络基础设施，还要

有各种传感器、智能终端等必要的智能配套器件及

软件服务能力。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和管理水平提

升，中国已经具备了这些条件，在线办公、在线视频、

电话会议、短视频、在线文档协作编辑等在线工作发

展很快，服务能力也不断提升。据中国互联网络信

息中心的统计，到2021年12月，中国在线办公用户

规模达4.69亿人，网民使用率为45.4%；短视频用户

规模更达 9.34亿人，占网民总数的 90.5%；在线教

育、在线医疗规模也分别达3.96亿人和2.98亿人，分

别占网民总数的38.4%和28.9%。显然，在线工作和

服务能力的不断提升，会使更多的人使用互联网而

便捷高效地投入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缩小地理空间

距离。

4.网上支付、网络直播、网约车和网上外卖及配

送等蓬勃发展，有利于提升区域内的供需匹配程度

网民社会的大众商品消费和零售方式会发生

新的变化，网上支付、网络直播、网约车和网上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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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配送等蓬勃发展。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

计，截至2021年6月，中国网上支付用户8.72亿人，

占网民总数的 86.3%，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 6.38亿
人，占网民总数的 63.1%，其中，电商直播用户规模

为 3.84亿人，很多人有机会当主播，为他们提供了

挖掘和展示自己能力的舞台，也会引导更多的普通

人使用互联网从供给端和需求端投入高质量发展，

有利于提升大尺度区域内的供需匹配程度。此外，

截至2021年12月，全国外卖用户规模达5.44亿人，

网约车用户规模也达4.53亿人，这些发展都有利于

提升小尺度区域内的供需匹配程度。更重要的是，

大、小尺度区域内供需匹配程度的提升，还会为受

教育年限不高的劳动者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有利

于这些人获得提高收入的机会，从社会基层缩小收

入差距。

5.老人及特殊群体无障碍服务进一步完善，有

利于缩小区域中的群体差距

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资料显示，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全国65岁以

上人口达1.9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3.5%。此外，

中国还有8500万残疾人等特殊群体，都需要人文关

怀服务，而互联网的应用可对老龄人提供有效的适

老化服务，对特殊群体可提供有效的无障碍服务。

近年来，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国家相关部

门大力推动应用互联网提升适老化水平及对特殊

群体的无障碍普及，老年网民及特殊群体网民的规

模增速最快。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到

2021年 12月，中国老年互联网普及率达 43.2%，能

独立完成出示健康码、行程卡、购买生活用品和查

找信息等网络活动的老年网民比例已分别达

69.7%、52.1%和 46.2%，老年群体与其他年龄群体

共享信息化发展成果，加快融入网络社会。在政

府、企业、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适老化服

务和特殊群体无障碍服务日益完善，在缩小收入差

距方面产生两方面的积极效果：一方面，推动了老

龄及特殊群体服务业的发展，为没有特殊技能的劳

动者提供了就业岗位，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收入水

平；另一方面，也会使老龄人及特殊群体发挥自己

的一技之能，参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缩小中老年

及特殊群体与其他群体的收入差距。

中国进入网民社会的这些时代新特征、新趋

势，从多方面实证了，由于网络已成为更普惠的发

展方式，为推进共同发展创造了多方面的条件，网

民社会时代不仅会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不同

职业群体的收入差距，更会使内含着缩小收入差距

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现实。

二、网民社会“双重空间”新现象是推动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

中国是地域辽阔的地理大国，区域间的资源禀

赋和发展水平都存在着差异。正如世界银行发展

经济局和可持续发展网络联合编撰的《2009年世界

发展报告：重塑经济地理》的分析，“因为经济活动

集中在国家的少数经济密度地区，如果想分享发展

成果，就要允许其他地区的人们向这些地区迁移”，

即人口与劳动力的流动。在中国，基于区域间资源

禀赋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人口与要素流动是推进区

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但区域之间存在着距离，

而距离既是地理空间概念，又是时间空间概念，作

为地理空间概念的距离是不可缩短的，但作为时间

空间概念的距离是可以缩短的，那就是运用交通手

段，以缩短时间空间替代缩短地理空间距离。人类

很早就发明了车船，在地面修建了道路，在江河开

辟了航道，以车船代步缩短了行程的时间，替代了

缩短地理空间距离，促进了人口与要素流动。工业

革命以后，人类又发明了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动

车，运用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管道、高铁等，以多

种交通运输方式进一步缩短了地理空间距离。20
世纪 90年代后，中国高速化交通网络的快速发展，

为劳动力与要素的流动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条件，促

进了各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建

立起全球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形成了泛在性、普

惠性的互联网，出现了网民社会，又在地理空间上

形成网络空间，出现了地理空间与网络空间并存又

优势互补的“双重空间”新现象。在这种格局下，在

网络空间中人不迁徙或流动，也有机会参与不同区

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是新时代与过去所不同

的革命性变化，会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缩小区

域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

1.互联网同实体型的中心城市并列成为虚拟型

的引擎中心

从地理空间角度看，中心城市是带动区域经济

发展的引擎中心，从网络空间角度看，互联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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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中心，同中心城市的引擎

中心相并列，会加快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因为

在21世纪初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亦

即世界上通称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由人工智能技

术为主开启的智能化革命，人工智能、5G、区块链、

机器人技术、虚拟现实以及量子科技等蓬勃发展，世

界出现了智能化浪潮。其时代特征，主要对信息的

聚合、传播、使用和分享，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

应用日益广泛，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秩序的变革越

来越依赖于数据力量的驱动，数据已成为生产要素，

互联网在推进智能化浪潮中发挥着核心引擎作用，

使数据由生产要素转化为先进生产力。这样，在地

理空间与网络空间并存而又优势互补的“双重空间”

时代，就会形成中心城市与互联网并在的“双动力

源”或“双引擎中心”现象。但两者在形态和作用上

却有着重要区别：从形态上看，中心城市是带动区域

经济发展的实体型动力源或引擎中心，而互联网则

是牵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虚拟型动力源或引擎中心；

从作用上看，城市作为区域的动力源和引擎中心，其

作用范围仅在可辐射的区域之内，作用力也是有限

的，而网络空间作为区域的动力源和引擎中心，其辐

射范围已打破区域界限，涉及更大的区域范围，作用

力不是有限的，有时的作用强度甚至很大，比如，浙

江乌镇虽然只是座江南小镇，却成为全球互联网大

会的永久性会址，可称为全球性的互联网中心之

一。从形态和作用上的重要区别看，互联网作为虚

拟型的引擎中心，对推动内含着缩小收入差距的区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更大，在大城市如此，在

中小城市更是如此。因此，在“双重空间”的网民社

会时代，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都要重视提

升互联网的作用功能，而不要刻意追求城市规模的

扩展，尤其是规模不大的中小城市，更要抓住互联

网作为虚拟型动力源或引擎中心带来的机遇，推进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而大城市则要发挥规模和功能

的双重优势，推进经济的更高质量发展。

2.数字经济发展进入新高潮会更有效推进区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

由于互联网在推进智能化浪潮中发挥核心引

擎作用，在“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很

快，数字产业规模持续扩大，产业数字化的主导地

位也逐步凸显，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输入新

动能。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增加值 7.92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7.8%，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8.16万亿元，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8.0%，网上零售总额11.76万亿元，电子商务

交易总额更达 37.21万亿元，数字经济发展的速度

和规模都走在世界前列。进入“十四五”时期，国

家、企业和全社会对数字经济都更为重视，《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快

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2022年 1月 12日，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

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数字经济迈向全面

扩展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上升

到 10%，数字化创新引领发展能力大幅提升，智能

化水平明显增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取得显

著成效，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党中央关于

发展数字经济的建议和国务院的相应规划，标志着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进入高潮期，会更有效地推进区

域高质量发展。与“十三五”时期快速发展不同的

是，“十四五”时期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是强调“高端”

而进入“高潮”，主要标志是突出国际互联网协议第

六版（IPv6）②的更广泛应用。IPv6是网络基础设施

的“高端”，主要功能是强力扫除电脑外的设备连入

互联网在数量限制方面的障碍，使“IPv6+”深入到

全社会的每个角落，形成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应

用场景，在中国这样国土辽阔、地域差异大而且已

进入网民社会的国家，“IPv6+”的广泛应用会更有

效地推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近年来，世界各

主要国家提速布局 IPv6，在中国，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早在 2017年 11月就联合发文，对推

动 IPv6在全国发展作出全面部署，IPv6服务能力不

断提升，尤其是“IPv6+”的商用部署世界领先，截至

2021年12月，中国 IPv6地址数量达63052块/32，同
比增长 9.4%，IPv6活跃用户数规模已近 4.8亿人。

国家《“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2025年活

跃用户数的预期性目标是达到 8亿人。显然，中国

加快对“IPv6+”的商用部署，进而又会带动基础设

施的完善、应用场景的成熟。

3.数字社会新生态持续升级在深层次推进区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已进入网民社会，随着网络基础设施的不

断完善，特别是“IPv6+”深入到全社会的每个角落，

使互联网应用和服务有能力更加广泛深入地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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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数字社会新生态持续升级。主要表现是，不仅

在管理领域广泛建设数字政府，在社会领域更出现

了很多具有时代特色且生气勃勃的“社会新物种”，

如短视频、直播、网售、网购、在线教育、在线医疗、

在线公共服务，以及广布城市的外卖、网约车等。

这些“社会新物种”对人们生活工作带来的极大便

利和物质、文化、心理等方面的收益，又深刻影响人

的价值观，互联网应用形成“万物联通”的实际效果，

会推动普惠共享的价值理念在全国城乡的普及，又

以更大的力量推动数字社会新生态的持续升级，使

中国形成更有生机的数字生态共生体，将会在更深

层次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数

字生态共生体有三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推动区域合

作的普遍发展。因为中国建立的全球最大信息通

信网络，是对国内所有区域全覆盖的信息通信网

络，为推动区域合作的普遍发展提供了条件，这样，

相邻区域间会形成大尺度的数字生态共生体，又推

动区域合作向区域一体化方向发展，从而会在深层

次推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二是推动城乡融

合的普遍发展。因为互联网同实体型的中心城市

并列为虚拟型的引擎中心，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带动

力更强；又因为“IPv6+”深入到全社会包括乡村在

内的每个角落，城乡之间同网同速，乡村对城市辐

射带动的承接力也会增强，为推动城乡融合的普遍

发展创造条件，城乡之间会形成小尺度的数字生态

共生体，又推动城乡融合向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

从而会在深层次推进乡村振兴和城乡经济的高质

量发展。三是推动区域空间结构的去中心化、去边

缘化。因为互联网具有去中心化、去边缘化的功

能，又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数字生态共生体

会重塑“中心—边缘”的区域空间结构，作为“边缘”

的欠发达地区会增强对发达地区的“反虹吸”功能，

作为“边缘”的乡村地区会增强对城市的“反虹吸”

功能，区域空间结构的去中心化、去边缘化，会在深

层次推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4.互联网对区域边界、城乡边界具有巨大的穿

透力，可以减缓乃至治理城市病、农村病

流动而致富是人们普通存在的判断，所以自工

业化以来，贫困地区和国家的人们总是向富裕地区

和国家流动或移民，成为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在中

国，2020年浙江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2397元、

人均消费支出 31295元，而贵州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21795元、人均消费支出14874元，分别只相当于

浙江的 41.6%、47.5%。在国外，美国的平均工资水

平是赞比亚的 100倍，平均寿命也高出后者 30岁；

一个受过九年制教育的尼日利亚人移民到美国，其

工资收入是在本国的 8倍。世界银行发布的《2009
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经济地理》，分析了全世界普

遍存在的这种情况，得出了一个结论：“当今世界收

入的最佳预报器不是一个人的知识水平，也不是一

个人的人际关系，而是他工作的地点。”人口流动或

移民虽然会提高流动者本人的收入，但因为大量人

口涌入城市，却普遍造成了城市病、农村病，又加剧

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在网民社会，互联网改变了

人们的这个认识，因为互联网对区域边界、城乡边

界具有巨大的穿透力，每个人只要借助互联网挖

掘和发挥自已的聪明智慧，不迁徙或流动，就地就

近也有机会增加收入乃至致富，大学生也不必要

蜂拥挤进北、上、广、深，农村广阔天地也可以大有

作为。这样，短期可以减缓城市病、农村病，建设

美丽中国；长期更可以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从根本上治理乃至消除城市病、农村病，推进城乡

居民迈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中国。

5.互联网提升国家底层的经济活力和韧性

在社会基层，总有一些网民运用自己的知识在

互联网上创业，有了原始积累后又投入创新，创新

成功之后，个人或上升为白领，团队或成为有竞争

力的企业，甚至是独角兽企业，说明互联网会提升

国家底层的经济活力和韧性，为推进区域高质量发

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在全国各地，个人利用

互联网获得成功的例子很普遍，团队的例子也日益

增多。据《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1》，中国独

角兽企业 300家，都是在国家底层提升经济活力和

韧性的中坚，一些独角兽企业还进入发达国家市

场，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如南京有一家叫希音

Shein的独角兽企业，通过跨境电商重点面向发达

国家经营服装，在美国原来利用亚马逊等网站经营

服装，2014年创建自主品牌Shein，拥有完善高效的

供应链，目前在美国最受年轻人喜爱的电商网站排

名中已名列第二，仅次于亚马逊。中国有全球规模

最大的网民，各级政府都积极倡导和支持“全民创

业、大众创新”，如今，互联网使这些创业、创新者如

虎添翼，更有利于在国家底层形成巨大的经济活力

和应对风险的强大韧性。而且，数字社会新形态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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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现，很快就会传向全国，各地区都会受益，又会

带动“全民创业、大众创新”。

三、在网民社会时代推进四大地区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几点思考

自 2017年 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联合发文，对推动 IPv6在全国发展作出全面部署

以来，中国互联网的服务功能明显增强，东、中、西

和东北四大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大幅度提升，加快

了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一个突出特征是，东、

中、西地区之间的人均GDP差距呈逐渐缩小趋势。

表 1是中国四大地区在 2017年至 2021年间，人口、

网民和地区生产总值的变化情况，由表1可见，在这

四年期间，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地区的互联网普及

率分别提升了14.9个、25.0个、22.5个和22.7个百分

点，全国平均提升了 19.8个百分点；若以东部地区

的人均GDP为基准，四年间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及

全国人均 GDP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分别缩小了 8
个、14个和6个百分点，充分体现了在网民社会，互

联网会推进内含着缩小收入差距的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时期，中国网民社会将趋向成熟，基于这

个客观趋势，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地区应注重从以

下五个方面，推进内含着缩小收入差距的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

1.走智能化道路，对工业化赋能

网民社会是智能化社会，在网民社会推进内含

着缩小收入差距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东、中、西

和东北四大地区都应走智能化道路，对工业化赋

能。所谓智能化道路，就是深度融入由人工智能技

术为主开启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人工智能、5G、区

块链、机器人技术、虚拟现实以及量子科技等广泛

引入经济结构的重塑和升级之中，使更多的人运用

智能技术参与共同发展并公平分享发展成果的经

济发展道路。在中国，核心是以智能化对工业化赋

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因为中国虽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

GDP仅居世界 70多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主要原

因是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并没有完成，在第四次工业

革命推进世界形成智能化高潮的网民社会时代，必

须以智能化对工业化赋能，不搞“去工业化”，也不

表1 2017年、2021年中国四大地区人口、网民和地区生产总值变化情况对比表

地区

2017年

2021年

四年变化

人口

网民③

GDP④

人口

网民

GDP④

人口在全国占比

互联网普及率提升

GDP在全国占比

人均GDP变化

亿人

占全国比重（％）

亿人

占全国比重（％）

普及率（％）

万亿元

占全国比重（％）

人均GDP（万元）

亿人

占全国比重（％）

亿人

占全国比重（％）

普及率（％）

万亿元

占全国比重（％）

人均GDP（万元）

东部地区

5.34
38.42
3.476
47.6
65.1
44.76
54.12

8.38（1.00）
5.652
40.1
4.52
43.8
80.0
59.22
51.77

10.48（1.00）
升1.68%
14.9%

降2.35%
以东部为基数1

中部地区

3.69
26.55
1.638
22.1
44.4
17.65
21.34

4.7（0.57）
3.631
25.7
2.53
24.5
69.4
25.01
21.87

6.86（0.65）
降0.65%
25.0%

升0.53%
升8%

西部地区

3.77
27.12
1.643
22.5
43.6
14.88
17.99

3.96（0.47）
3.816
27.0
2.54
24.6
66.1
24.56
21.47

6.37（0.61）
降0.12%
22.5%

升3.48%
升14%

东北地区

1.09
7.84
0.553
7.6
50.7
5.42
6.52

4.97（0.59）
0.980
6.94
0.72
6.4
73.4
5.57
4.87

5.71（0.55）
降0.90%
22.7%

降1.65%
降4%

全国

13.90

7.31

53.2
82.71

5.9（0.71）
14.126

10.32

73.0
114.37

8.10（0.77）
—

19.8%
—

升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8）及全国和各省（区、市）2021年统计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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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再工业化”，而是以智能化推动“升工业化”，从

发展先进生产力层面推进四大地区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缩小区域差距，使全国人民

在网民社会新时代，都有机会参与共同发展而迈向

共同富裕。由表1可见，在2017年至2021年的四年

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GDP占全国的比重分别

提升了 0.53个、3.48个百分点，人均GDP与东部地

区的差距分别缩小了 8个、14个百分点，与互联网

普及率分别提升了25.0个、22.5个百分点是有密切

关联的，说明中西部地区在网民社会新时代，完全

有条件走智能化道路对工业化赋能，在地区经济高

质量发展中不断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东部地

区互联网普及率为全国最高，说明智能化起点高，

在“万物互联”的网民社会新时代，可以更有效地辐

射中西部地区，在缩小区域差距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东北地区2017年至2021年
间GDP占全国的比例虽然有所下降，人均GDP与东

部地区的差距也扩大了 4个百分点，但互联网普及

率上升了22.7个百分点，说明东北地区的信息通信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好，为以智能化对老工业基

地赋能提供了优越条件，东北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

展也有广阔前景，走智能化道路会扭转东北地区人

均GDP与其他地区差距扩大的局面。

2.培育企业成为“数字体”，形成智能化的推进器

网民社会时代也是数字经济时代，无论是数字

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都需要企业承担。中国

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地区走智能化道路，都应努力

把企业培育成为“数字体”，即数字化企业，形成智

能化的推进器。因为 21世纪初开始的第四次工业

革命，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和越来越大的规模，推

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重塑企

业的发展模式和经营业态。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企

业已顺应这种发展趋势，注重利用大数据，在“云”

上进行决策、生产、销售、经营、为客户服务，主动推

进数字化转型。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调查，目前中

国已有92%的企业开始数字化转型，不少企业转型

很成功，实际上已在把企业打造为“万物互联”的

“数字体”。其必然趋向是，一方面，这类企业正出

现生产与服务精准化、客户关系稳定化、业务边界

柔性化、经营业态多样化的新态势，企业内生出很

强的发展韧性，在产业链供应链重组的激烈竞争

中，会持续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企业向“数

字体”的深度转型而成为国家和地区智能化的推进

器，智能因素不仅会大幅度提升单个企业组织形式

的敏捷程度，更会在整体上推进相关线性产业链向

智能化生态群的转变，在网络平台基础上打造集群

化产业发展新格局，使关联企业在“万物互联”的分

工合作中分享发展红利，又为所在地区经济的高质

量发展输入不竭动力。基于这种发展趋势，在“十

四五”时期，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地区都应积极推

动企业向“数字体”的深度转型，把企业培育为地区

经济智能化发展的推进器。在这方面，国有企业有

必要、也有条件走在前面，率先成为所在地区的“数

字体”，并带动更多的民营企业向“数字体”转型，共

同推动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实际上，国家也高

度重视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2020年 8月，国务

院国资委就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

转型工作的通知》，中央直属国有企业行动最快，已

普遍制定了数字化规划和专项行动方案，还设立了

首席数字官等复合型业务岗位，一批央企的数字化

转型甚至走在世界同行前列，发挥了“数字体”的示

范带动作用。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的地方直属国

有企业应积极跟进，培育更多不同类型、不同领域

的企业成为地区经济的“数字体”，在网民社会中以

数据的力量推动四大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3.网民努力成为“数字人”，与数字社会发展相

适应

网民社会时代也是数字社会时代，中国网民规

模达 10.3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3.0%，数据已融

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数字社会正在蓬勃

发展。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对加快数字社会建设作出部署安排，提出“加快数

字社会建设步伐”“适应数字技术全面融入社会交

往和日常生活新趋势，促进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行方

式创新，构筑全民畅享的数字生活”，描绘了未来中

国数字社会建设的图景。国家对数字社会建设的

部署为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供了技

术支撑，但作为网民，更要看到数字技术全面融入

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的新趋势，应努力成为“数字

人”，即运用数据、贡献数据而又分享数据工作和生

活的人，才可能与数字社会发展相适应。正如著名

的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教授在2016
年出版并翻译成30多种文字行销全球的《第四次工

业革命——转型的力量》一书中所指出的，“第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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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可能让人类变得更数据化，使我们超越小

我”，而网民成为“数字人”，在网络空间实现自己所

需要的资源整合与数据共享，提高工作和生活质

量，就可以真正超越“小我”。因为网络空间是一个

信息数据不断生成、存储、流转和分享的特定空间，

网民可以更便捷地在网络空间实现人、电脑、服务

器、智能设备、信息数据资源库的连接和贯通，能够

最大限度地对各类资源要素进行整合利用，发挥出

最大的效用。中国已建立起全球最大的信息通信

网络，“十四五”时期会进一步提升，网络空间会更

加完善，人不分东西南北，居不分城市乡村，都可以

在网络空间跨越现实的地理空间界限，方便快捷地

完成资源要素的对接和组合，每个网民都可以提升

资源整合利用的有效性和时效性，成为先进生产力

的一种因素，将会在社会层面推进不同地区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

4.加快“新基建”，为网民参与智能化活动提供

支撑

“新基建”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 5G
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

联网七大领域，涉及诸多产业链，是以新发展观为

理念，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

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

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中国高度重视这些领

域的“新基建”，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3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提出，加

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对

疫情期间全国及地区的经济复苏和进一步发展发

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表明，网民参与智能化活动的

程度和效果，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直接相关。

几年来，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地区的“新基建”都有

很大进展，但仍存在着差距，特别是东西部地区差

距大。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四

部门于2022年2月17日联合发文，在东西部地区一

体化布局大数据中心体系，带动西部地区的“新基

建”。主要是发挥东部地区算力优势和西部地区资

源优势，在东部地区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和西

部地区的成渝、内蒙古、宁夏、甘肃、贵州等8地启动

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在西部地区发展数据中

心，把东部地区经济活动产生的海量数据，放到西

部地区计算处理，简称“东数西算”工程。可以预

见，“东数西算”工程通过算力设施由东向西布局，

西部地区的“新基建”会快速发展，促进东西部地区

的数据流通、价值传递、产业转移，也为西部地区网

民参与智能化活动带来大量机会，从而推动西部地

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缩小东西部地区居民的收入差

距。“十四五”时期，为促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各地都要加快“新基建”，为网民参与智能化活动提

供支撑。从当前情况和未来发展需要看，东、中、西

和东北四大地区的“新基建”要突出“三统筹”：一是

统筹谋划“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顶层设计，加强两

者之间的有机衔接，便于使用时协同发力、优势互

补；二是统筹协调“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建设时序

与重点，合理配置建设力量，增强协同能力；三是统

筹推动“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融合创新发展，推进

“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资源共享、空间共用，统筹

空间布局和要素连接，充分发挥智能技术的牵动作

用，以“新基建”改造提升传统基建的功能，以传统

基建为“新基建”提供基础性支撑，提高协同效率。

5.加强网络管理，更好地抓住网民社会对高质

量发展的机遇，应对新的挑战

尽管网民社会具有创新活力强劲、大众参与广

泛、资源利用高效等特征，推动内含着缩小区域差

距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同时又会面临数据安全、

数字壁垒、社会伦理道德等方面的严峻挑战。为

此，需要从网络管理视角抓住网民社会对高质量发

展的机遇，应对这些挑战。中国高度重视“依法管

网”，全国人大常委会早在2017年就颁布了《网络安

全法》，2021年又颁布了四个重要的法律法规：一是

全国人大常委会2021年6月1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数据安全法》，2021年 9月 1日起正式施行，

是中国首部数据安全领域极为重要的基础性立法；

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2021年8月20日颁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2021年 11月 1日起

施行，是一部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条款；三是国家

新闻出版署于2021年8月30日下发的《关于进一步

严格管理 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

知》，2021年 9月 1日起执行，是在网络时代保护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一部重要规章；四是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于 2021年 7月 5颁发的《汽车数据安全

管理若干规定（试行）》，2021年10月1日起施行，是

规范汽车数据处理活动，对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

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汽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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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合理开发利用等都有重要作用。以上四部法律

法规及政府规章，反映了中国依法按规管理网络的

原则，在规模超 10亿人的网民社会，既可以抓住高

质量发展的机遇，更可以主动应对超大规模网络社

会在高质量发展中可能出现各种风险的挑战，也回

应了对公众日益关注的数据滥用问题，受到企业和

居民的拥护而得到顺利实施。各省（区、市）都应严

格实施，广大网民要严格执行，在网民社会新时代，

通过网络管理抓住发展机遇、应对各种挑战，推进

东、中、西和东北四大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断

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不同职业群体的收入差

距。

注释

①《科技日报》2022年 2月 26日，《经济日报》2022年 2月 27
日。② IPv6：国际互联网协议最新的第 6版本，用来取代

IPv4解决地址枯竭问题。其主要优势，一是具有更大的地

址空间，最大地址个数为2128；二是使用更小的路由表，提高

了路由器转发数据包的速度；三是增强了对组播支持以及

流的控制，为服务质量控制提供了良好的网络平台；四是加

入了对自动配置的支持，对网络（尤其是局域网）的管理更

加方便和快捷；五是如有新的技术或应用需要时，允许协议

进行扩充；六是有更好的头部格式，可以简化和加速路由选

择过程；七是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八是有新的选项用来实现

附加功能。③为 2017年底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数据；④人均GDP行括弧内的数字是以东部地区的人

均GDP为1，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及全国人均GDP
相当于东部地区人均GDP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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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on Promoting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in the New Era

Cheng Biding
Abstract: The number of Internet users in China reached 1.032 billion in 2021，marking the entry of the era of Internet society，
which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a more inclusive way of
development，creating conditions for common development from many aspects and continuously promoting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narrowing regional disparities. The formation of a new dual space phenomenon of geographical space and
cyberspace in the network society will bring many opportunities to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The
four regions of the East，Middle，West and Northeast should focus on five aspects to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to narrow the income gap: Take the road of intellectualization and empower industrialization; Cultivate
enterprises to become“digital font”and form an intelligent propeller; Netizens strive to become“digital man”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society; Speed up the“new infrastructure”to provide support for Internet users to participate in intelligent
activities; Strengthen network management，better grasp the opportunities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users and
society，and deal with new challenges.
Key Words: Internet Users；Regional Disparities；High Quality Development；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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