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双向赋能”: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康争光 夏凯丽

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当前，数字经济已

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正在加速重塑全球创新版图和全球经济结构。加快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双向赋能”，是

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举措，是抢占数字经济关键赛道、建设数字经济强省的有力抓手。

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数字底座”不断夯实

2022 年，江苏产业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重点行业发展成效明显。全省“两化融合”发展指数 66.4，连续 8年位居全国首

位；新增先进制造业集群 4 个，累计入选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12 家、国家级智能制造标准应用试点项目 6 个、优秀场景 41

个；完成 2.2 万家企业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诊断。

在顶层谋划上“下功夫”，产业数字化政策法规体系基本建立。聚力建设“数实融合第一省”，江苏着力谋划数字经济“推

进机制+政策体系+法治保障”全方位顶层设计，即建立“领导小组+专项行动小组+高端智库”推进机制，打造“一个指导意见+

三年行动计划+七项行动方案+若干年度工作要点”政策体系，出台《江苏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立法保障数字经济做优做强。

在关键领域内“求突破”，重点产业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围绕化工、钢铁、服装等重点行业，编制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

转型实施指南；围绕装备制造、纺织和石化等行业，培育标志性“链主”企业，支持其利用 5G、AI、大数据等技术对研发设计、

生产制造、产品销售、市场服务等进行全链条数字化改造，串联上下游、左右链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围绕服务业数字化，重

点推进金融业数字化转型，金融科技综合实力处于全国“领先梯队”。

在地方推进上“探路径”，各地产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放眼全省，各地纷纷因地制宜探索以“智改数转”为重点的产

业数字化路径。南京重点打造数字新基建及重点应用场景，2021 年获评全国首批双千兆协同发展典型城市，累计实施超 300 个

5G 融合应用项目；苏州积极推进数字人民币全领域全方位应用，2022 年底，苏州数字人民币交易金额累计超 3400 亿元，个人

钱包超 3000 万个，试点场景超 93 万个，数字人民币试点领跑全国；无锡连续实施智能制造三年行动计划，持续开展“十百千

万”工程，入选国家级智能制造标杆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一。

数字产业化，高端化发展的“数字大厦”加速建立

近年来，江苏在集成电路、物联网、新型显示、北斗应用等新兴领域率先布局，数字产业化发展步伐加快。截至 2022 年底，

江苏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高达 10.6%，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关键领域扎实推进，数字产业化源头供给不断增强。聚焦第三代半导体、未来网络、量子信息、6G、元宇宙等前沿领域，

江苏企业不断释放创新活力，数字化产业潜力巨大。全省电子信息领域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8000 家，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有效发

明专利数量位居全国第二。面向移动通信、物联网、大数据等领域，建设全国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各类创新

平台 400 余家。无锡高新区是全国唯一的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其集成电路产业产值规模达 1352 亿元，约占全国 1/9。江苏

71所本科高校设置数字化相关本科专业点近 500 个，相关专业年毕业学生超过 5万人，为数字产业化提供了坚实人才支撑。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UR0yHp646AWsV7kET5A8OMeJ0KRtqpTlnnfxK99hml5PSYj4RzEEgJOolV7IVJBBEgl9JLhXrq_ae2mIgz7wqqXq1i7blcyV0wlFsnLaLj4=&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UR0yHp646AWsV7kET5A8OMeJ0KRtqpTlxLqMuCjhKi3FCeMwM6xPkE8Kg05P0WghmXvy1LI__brJlYyBpD-s0zmoNYWX-hGlKimERK6o0cA=&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UR0yHp646AWXll8QFRlD-IsBN8ZAmMPvkSOCOMbv_4zBblOIlAqS8iqDPCP6jc1PGJTyEadjHfeLpnLh7ZlBC-sxqa-whf0UN_bSmIYA2ByeQEROugIfg--GxOK_KaJd2ct3c3Swids=&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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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底座不断夯实，数字产业化平台体系加快建立。结合自身优势产业，江苏各地加快培育数字产业化平台力量，已形成

一批数字产业高地。中国（江苏）自由贸易区南京片区——江北新区率先开展“鲲鹏+昇腾”计算产业探索，为江苏数字产业蓄

力赋能；南京、无锡等地积极创建国家 AI 创新应用先导区，引培一批 AI 企业和专注于 AI领域发展的产业创新载体；苏州大力

建设新一代 AI 创新发展试验区，聚焦“AI+”四大应用创新先行领域，打造苏州 AI 产业发展的核心先导区；无锡重点推进国家

区块链创新应用试点建设，深入探索推动“区块链+”场景落地应用。

数字赋能加速推进，数字产业化应用场景不断优化。近年来，江苏高度重视数字化应用场景建设，努力为数字经济技术创

新提供试验环境。围绕数字产业，昆山正致力于打造元宇宙产业园，推动建设元宇宙前沿技术的最佳试验场和应用孵化器。围

绕数字政务，南京不断强化一体化政务服务综合能力，涉及服务成效度等指标均进入重点城市前 10 名。围绕智慧城市，无锡积

极打造“数字百景图”，入学“掌上办”、停车就诊联动等数字应用场景加快建立，提升了城市数字化治理水平。

着力推动江苏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迈上新台阶

新使命新征程，江苏亟需推动数字经济领域技术再突破、优势再强化、基础再夯实、环境再优化，努力实现从“数字大省”

到“数字强省”转变、从“制造大省”到“智造强省”进阶，全力打造数字经济“四个高地”，为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多作贡

献。

科技引领，以数字技术赋能为动力源，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充分运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以推进智能制

造作为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突破口，培育契合新一代信息技术特性的应用场景，重点发展以工业互联网为关键支撑的智能制造和

共享制造，拓展“智能+”在企业级、行业级和制造生态级别的逐层渗透和应用，做强“智能+”赋能制造。深化新一代信息技

术在服务业领域的数字化渗透，重点培育智能设计、新物流、新零售、新金融等服务新业态。大力发展特色高效数字农业，加

快农业物联网等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成果转化和示范应用。

重点突破，以特色优势领域为突破口，增强数字核心产业竞争力。聚焦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强化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

深化“揭榜挂帅”“赛马制”改革，构建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共同推动大数据、云计算、5G、量子通信、AI、

区块链、第三代半导体等智能技术群的关键技术创新和协同应用创新，促进数字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持续涌现。聚焦战略必争或

亟需领域，探索在科技成果转化专项中设立“数字经济”专题，带动集成电路、AI、物联网等重点产业整体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平台支撑，以数字资源集聚为着力点，夯实数字经济底座功能。对接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优化国家级绿色数据中心、

新型数据中心、智算中心等平台布局，增强算力基础设施保障能力。围绕重点产业、数字金融、数字贸易等开展数据价值化研

究，探索构建数字经济产业平台，推动数据要素市场交易。实施数字人才引培行动，将数字高层次人才纳入全省急需紧缺高层

次人才引进计划，集聚一批高端数字人才和创新团队。鼓励省内高校开设数据科学、大数据、云计算、AI 等相关专业和课程，

加强数字领域专业教育和融合型、实用型人才培养。

环境营造，以创新应用示范为落脚点，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生态。支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乡村等

试点建设，结合江苏现代化建设试点工作，选择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数字强市、数字强县（区）建设试点。推动智能工厂、特色

数字小镇、数智城市等建设，提供更多真实的综合性试验场景。重点打造江苏工业互联网、工业大数据等大企业服务平台和区

块链专业众创空间（孵化器）等创新平台，着力培育一批特色优势企业及一批优秀本土行业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形成一批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名牌企业，推动建立良好的数字经济发展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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