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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以数据和信息为核心要素的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的关键动力。近年来我国

数字经济总体发展势头较为强劲，但仍存在较大的地区发展差异问题。本文即对我国东部地区利用自贸

区合作发展数字经济的相关措施进行分析，总结出适合中西部地区跨越数字鸿沟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 

数字经济，发展差异，自贸区 

 
 

A New Path for Solving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Taking Free Trade Area as an Example 

Kaitong Guo 
Business School,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Sep. 21st, 2021; accepted: Oct. 21st, 2021; published: Oct. 29th, 2021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digital economy with data and information as the core elements has become a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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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y. In recent year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momentum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is relatively strong, but there are still 
larg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evant measures of the de-
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n the eastern region of China by using the free trade zone, and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path suitable for the middle and western regions across the digital 
div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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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形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强调，数字经济将影响世界未来发展

的方向，各国应进一步激发数字经济潜能，为亚太地区经济复兴提供新动能。数字经济作为一个新兴的

市场经济形式，尤其重视“数据”这一生产要素，如今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新动力。 
中国信通院 2021 年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和《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显示，2020 年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39.2 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占 GDP 比重达 38.6%，位居世界第九；面对疫情的

冲击，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同比增长达 9.6%，位居全球第一。由此可见，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前景广阔，

未来将进一步推动国民经济的整体稳定提升。 
虽然我国数字经济总体发展情况向好，但地区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发展不均现象(见图 1)。2020 年广东、

江苏等地数字经济总量高于四万亿元，北京、上海的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均大于 55%，而陕西、贵州等

地数字经济规模不超万亿，数字经济总量占 GDP 的比重还未达到 20%。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区域发展

失衡的现象已引起许多学者重视。陈芳根据其构建的数字经济发展质量测度指标体系，用空间探索数据

分析方法对我国各省域 2007~2016 年的数字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量化研究。其调查结果表明，我国数字

经济社会发展质量总体表现为西低东高、两极分化[1]。李鹏勇对江苏省十三市 2014~2017 年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进行的综合分析结果表明，江苏数字经济发展状况不均衡现象严重，苏南的南京、苏州、无锡、

常州四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处于领先地位，而苏北徐、盐、宿、淮和连云港五市则较为落后[2]。 
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数字经济区域间的不平衡问题，而这就必须要分析是哪些因素影

响数字经济的发展质量，并探究出一条能将数字经济发展领先地区的经验与机制进行推广的路径。 

2. 地区数字经济水平差异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不同地区的各项发展指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差异主要与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有关，并受地区开放水平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两个因素的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和地区经济水平有关。2020 年 GDP 总量居于我国前列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

地，其数字经济总量均超过一万亿元，且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也超过百分之四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更是大幅度领先中西部 GDP 相对落后的省市。同时，GDP 增速排名前列的贵州、重庆、四川、安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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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数字经济增速也均超过百分之十，位居全国前列。由此可见，地区经济总体发展水平是数字经济发

展的重要保障。 
 

 
Figure 1. Scale and proportion of digital economy in GDP of major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eastern, cen-
tral and western China in recent four years 
图 1. 近四年我国东、中、西部主要省市数字经济规模、占 GDP 比重 

 
数字经济发展受地区开放水平因素的影响。自 2013 年上海建立我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七年来我

国已陆续建成 21 个自贸试验区。然而在 21 个自贸试验区中，东部省份占大多数，中西部却只有陕西、

四川等地，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东部地区远高于西部地区的局面(见图 2)。在

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地区通过自贸区合作，可以调动广泛的市场主体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和差异化

产品，逐步在国内或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中提高经济增长水平，并较快捷、高效地引进数字经济发展所

必需的关键技术与数字人才两大要素，从而进一步加速本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 
 

 
Figure 2. The scale of digital economy in the past five years in major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with free trade zones 
图 2. 设有自贸区的东、中、西部主要省份近五年的数字经济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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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也受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因素的影响。新基建以信息网络为基石，是实现数字

转型、经济高效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系统[3]。将信息、计算机技术业务和软件业固定资产投入规模作为

一项综合度量指数，2017 年江苏、浙江、山东分别投入 611 亿元、336 亿元、317 亿元，而贵州、陕西

仅有 138 亿元和 224 亿元。由此可见，东部地区对新基建项目的投入资金较中西部地区更多，从而导致

东部与中西部之间产生更大的数字鸿沟。 
综观以上三个影响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因素可以发现，扩大地区开放水平是最适合将数字经济发展

领先地区的经验与机制进行推广的路径。首先，我国 GDP 总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态势，总量大且地区差

距不断增大，马太效应逐渐明显，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难在短时间内缩小。其次，新型基础设

施的建设要求有大量的资金投入支持，比较依赖地区的经济水平，因此 GDP 落后的地区在新基建方面很

难胜过沿海发达地区。而地区对外开放则较少地依赖地区经济水平，因此通过国家相关政策扶持，在中

西部地区建立自贸区并与别国合作，积极引进外国资金和技术，充分利用外来力量和数字经济的后发性

优势，可以弥合数字经济鸿沟并实现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进而促进区域总体经济水平提

高，缩小与东部发达区域 GDP 水平的差距，最终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均衡发展。 

3. 东部地区对外开放过程中形成的数字经济发展路径 

通过对东部地区扩大开放水平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可以总结出建立自贸区合作来发展数字经济的先

进经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在自贸区合作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首先引进数字人才、技术

等关键要素，进而加快本地区产业数字化进程，然后参与到数字产业链条，最终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的

发展路径。 
(一) 引进数字人才与技术 
自贸区的设立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各自贸区更是高度重视对人才、技术等数字

生产要素的引进，并为其发挥作用创造环境，从而构成地区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以江浙沪地区人

才政策为例，2019 年南京片区共吸引 3720 名海内外人才申报高层次创业人才引进计划，并且通过实施

国家税收优惠政策，累积增加企业减免税三百五十七亿多元，并累积孵化引进了三千余家高新技术企业

[4]。浙江省则实行“市场年薪、合同聘用、绩效考核”的机制，重视招商引资与引进人才两方面的共同

作用。而上海作为我国建立的第一个自贸区，早在 2011 年就召开了人才引进工作座谈会，开始构建人才

引进平台，如今更是形成了“1 + X”的海外人才政策体系，进一步优化了外籍人才的引进机制[5]。通过

明确标准、放宽限制和创造便利，江浙沪等地在建设自贸区的过程中引进了大批的高层次数字人才，进

而吸引了外国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汽车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等的大量资金投入，获得了智能化技术等

先进制造技术的引进渠道，从而为我国高质量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 发挥本土优势，加快产业数字化 
产业数字化是指将数字技术应用到传统产业并对其进行改造升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着重

发挥“数据”这一关键生产要素，赋能传统产业孕育新模式，再造新优势。在自贸区合作中，数字人才、

技术等的引进是外在的要素，而产业数字化则将外来的要素融入进本土产业并促使其提质增效，最终实

现他国的先进生产要素与经验为本地区所用。江苏制造业规模庞大，2020 年第二产业增加值超过 4.4 万

亿元，占全国比重超过 10%。在自贸区合作中，江苏依托引进的技术、人才等关键生产要素，重点发挥

制造业的优势，成功助推了产业数字化的转型升级，并快速提升了当地数字经济水平[6]。苏州的车联网

先导区通过中日韩三国合作的平台，达到了对汽车产业和数字化的高度融合。近三年来，盐城也通过中

韩自贸区平台实施了 500 项投资 2000 万元以上的智能化技改项目，并通过与现代、起亚、三星、LG 等

大公司大集团的战略协作，有效提升了汽车工业等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数字化、互联网管理水平，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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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汽车工业数字化技术的重大突破。通过自贸区合作引进数字人才与技术，并充分发挥本土产业优势，

可以加快当地产业数字化进程，从而为研发新一代信息技术、培养更高层次数字人才提供动力，最终促

进形成数字产业化并发展高质量的数字经济。 
(三) 创新数字技术，打造数字产业链条 
加大数字人才、技术的引进和充分利用本土产业优势发展产业数字化为数字产业化的形成发展提供

了基础动力，并促进地区参与、打造数字产业链条。在产业数字化融合本土与外来生产要素的过程中，

地区可以渐渐形成自身新的发展有利形势，产生新的数字技术，然后依托形成新产业，最终促使数字化

产业的出现与逐步发展。数字化产业的出现将推动形成新的数字产业链，如数字产业上游的 5G、光缆，

以及中游的电子信息制造业、服务业，还有下游的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等。近两年在疫情影响下，5G 网

络等新基建成为各地的发展重点。以江苏盐城为例，盐城依托中韩自贸区平台，积极推进 5G 网络部署，

共计新建成 5G 基站 4829 座，实现了 5G 网络对市、县主要城区的基本覆盖。同时，盐城还在电子信息

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方面逐步形成了规模效应，进一步提升了数字化产业水平。2020 年盐城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共计达到 30.4 亿元，同比增长速度为 27.8%。在此基础上，盐城还进一步提

升数字化治理能力，开展智能化软件建设项目 70 多个，“我的盐城”APP 累计注册用户达到 174 万户，

已接入全市 57 个部门单位 425 项服务功能，为相关产业数字化的发展打好了基础。随着产业数字化的快

速转型升级，数字产业化逐步形成并发展，打造了本土数字产业链，促进了数字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通过对东部地区利用自贸区与别国合作发展数字经济的措施进行总结，可以发现其均遵循了“引

进–融合–创新发展”的对外开放路径：首先积极引进数字人才、技术等关键生产要素，为地区产业数

字化转型升级供应全新力量；然后充分利用本土产业优势进一步发展数字产业，形成数字产业链，最终

高质量提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这一发展数字经济的路径前期更多依靠外来的生产要素，中期则需要着

重发挥当地的产业比较优势。通过前中期的积累，数字经济的后发性优势便可以在后期出现、发力，最

终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该路径对地区总体经济水平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的高端技术依赖相对较

小，因此比较适合推广到中西部地区。 

4. 中西部地区发展数字经济的相关建议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从高增速向高质量过渡的关键阶段，数字经济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

其地区发展不均衡、不协调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上文总结的东部地区“引进–融合–创新发展”的对

外开放路径，旨在为中西部地区发展数字经济并弥合数字鸿沟提出相关建议。 
东部地区通过自贸区合作发展数字经济的模式有迹可循，值得中西部地区加以借鉴。面对逆全球化

和贸易保护主义蔓延的趋势，我国应抓住 RCEP 签订机遇，重视区域经济关系建设，进一步扩大对外开

放水平。因此，国家可以推出相应政策，推进我国自贸区的合作建设，将东部地区的先进经验推广到中

西部地区，从而加快推动中西部地区与其他国家建立自贸区合作关系。此外，针对中西部地区深居内陆，

缺乏沿海运输优势的情况，还可以通过制定有关优惠政策，帮助其进一步向西发展，参与到“一带一路”

的建设中，以此来扩大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 
在国家推出自贸区合作建设的宏观政策基础上，中西部各地区政府还需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推出配

套的合作方案。地区政府可以通过出台相应的投资优惠政策，在自贸区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外资的引

进力度，从而为数字经济发展积累资金支持。同时还要重视对高端人才的引进，着重创新柔性人才引进

机制。地区政府需要不断健全人才便利化服务机制，保障高层次人才在落户、医疗等方面的权益，切实

制定、实施优惠政策，搭建出完整的人才引进、落户平台，从而为加快当地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保障。 
中西部地区还需努力开辟在农业、工业等方面的合作新领域，推进全产业的数字化合作。现阶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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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业和工业的数字化水平仍然较低，因此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可以着重将自贸区合作引进的信息技

术赋能农业、工业等领域，通过数字化改造的方式完善数字经济全产业链。此外，中西部各地区还可以

充分发挥当地比较优势，继续做强制造业等传统产业，为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打造数字产业链和最终

实现数字产业化筑牢根基。 
通过中西部地区的积极探索与自身优势，凭借对东部地区“引进—融合—创新发展”对外开放路径

的应用，在未来，我国数字经济东西部的鸿沟将得到有效弥合，我国经济也将迎来全新的、更加高质量

的发展阶段。 

5. 结语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总体情况向好，但地区差异也日渐明显。东部地区凭借其发达的经济基

础与高度的对外开放水平，形成了对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领先优势。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如何从东

部地区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汲取经验，探索并推广适合本地区发展的路径变得越来越重要。通过研究

分析东部地区扩大对外开放水平以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可以发现“引进–融合–创新”的提升数字经

济水平路径，通过对该路径的学习与应用，西部地区能够发挥数字经济的后发性优势，逐步弥补差距，

最终实现我国数字经济的区域协调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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