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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0 月 19 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10 月 18 

日下午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四次集体学

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近年来，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

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

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

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

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教授就这个问题进行

讲解，提出了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了他的讲

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

大数据战略，拓展网络经济空间，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



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数

字中国、智慧社会，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打造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较快、成就显

著。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在支

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恢复生产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一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

建新发展格局，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

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

实现跨界发展，打破时空限制，延伸产业链条，畅通国内外经

济循环。二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

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

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三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

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

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国际竞争重点领域，

我们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牵住自主创新这

个“牛鼻子”，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

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打好关

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把发展数字经

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习近平强调，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战略布局，

加快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

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打通经济社

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要全面推进产业化、规模化应用，

重点突破关键软件，推动软件产业做大做强，提升关键软件技

术创新和供给能力。  

习近平指出，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把握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

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

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术对经济发展的放

大、叠加、倍增作用。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产

业深度融合，加快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

军企业。要推进重点领域数字产业发展，聚焦战略前沿和制高

点领域，立足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增强产业链关键

环节竞争力，完善重点产业供应链体系，加速产品和服务迭代。  

习近平强调，要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

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要

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公平竞争监管制度，

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

链条全领域监管。要纠正和规范发展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妨

碍公平竞争的行为和做法，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依



法查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要保护平台从业人员和消费者

合法权益。要加强税收监管和税务稽查。  

习近平指出，要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健全法律法规和

政策制度，完善体制机制，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水平。要完善主管部门、监管机构职责，分工合作、

相互配合。要改进提高监管技术和手段，把监管和治理贯穿创

新、生产、经营、投资全过程。要明确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和义

务，建设行业自律机制。要开展社会监督、媒体监督、公众监

督，形成监督合力。要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要加强数字经

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就涉及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提

出对策建议。要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主动参与国际组

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开展双多边数字治理合作，维护和完善

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及时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  

习近平强调，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要做好我国数

字经济发展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加强形势研判，抓住机

遇，赢得主动。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数字经济思维能力和专业

素质，增强发展数字经济本领，强化安全意识，推动数字经济

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提高全民全社会数字素养和技

能，夯实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社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