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023年第7期·　　　　 ·新西部

Think  Tank  Report丨智库报告 Ｔ

高阶段，而陕北陕南的一些地区由于起步较晚，数字基

础设施尚有待完善，应用场景也亟待丰富。同时，陕西

的一些落后地区的工业数字化基础设施薄弱。从客观上

看，陕西落后地区的中小企业比例较高，企业缺乏机械

化和自动化，数字化转型难度大、利润低，这让企业存

在畏难情绪。此外，大中小企业融合发展的水平较低，

创新要素和资源的自由分配有限，外部龙头企业和资本

没有充分支持中小企业的转型。从主观上看，一些地方

政府和企业领导对数字化转型认识不足，没有准确把握

技术发展规律，没有采取充分措施，积极寻求适合本地

区的转型模式和转型路径，生搬硬套发达地区的经验，

导致工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缓慢。

（三）区域间要素差距

陕 西 数 字 经 济 人 才 主 要 集 中 在 关 中 地 区 ， 陕 北 陕

南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人才数量和质量明显不足。此

外，一些落后地区不仅缺乏数字研发能力，而且数字化

普 及 率 也 相 对 较 低 。 数 字 经 济 的 发 展 与 区 块 链 、 物 联

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和产业密切相关，这些

行业往往有很高的准入门槛，需要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

投入。遵循市场规律，要素投入自发地转移到利润率较

高的地区，所以陕西发达地区有更多的投入供应，相对

应的不发达地区缺乏资金、人力资源等。由于要素市场

设计不完善，要素配置和利用效率低下，对新兴产业发

展支持不足，数字经济发展滞后。此外，陕北、陕南在

产业数字化方面相对落后。虽然目前有很多试点转型项

目，但由于应用深度不够，缺乏创新模式。

（四）区域间市场化水平差距

数字经济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形成和发展，

需要一个成熟的市场作为基础，来改进和优化供给侧各

种产品和服务的反馈。充分发挥区域市场进程可以提高

区域经济发展效率，有效地将地方制度创新转化为生产

力，以抵御激烈的市场竞争。从整体来看，陕西在数字

产 业 方 面 在 全 国 仅 排 在 第 2 1 位 ， 相 较 于 重 庆 、 四 川 、

河南等邻近省市较为落后。陕西拥有良好的互联网条件

和高水平的信息服务条件，但在高端数字产业推广及应

用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大量在建项目真正生效还需时

日。分区域来看，关中市场需求较旺，市场需求稳步增

长。关中是全省商贸物流中心，市场规模大、发育早，

已 经 进 入 相 对 成 熟 的 稳 定 发 展 阶 段 ； 陕 北 市 场 需 求 旺

盛，市场发育较快；陕南市场需求较低，发育相对滞后。

由 于 区 域 经 济 总 体 水 平 限 制 ，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水 平 与 陕

北、关中差距明显，制约了陕南市场发育速度和水平。

数字经济推动陕西区域协调发展路径与对策

数字经济作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协调发展

的新动能、新引擎和新业态，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奋斗目标的重要路径，也是不断推动区域和城乡协同

发展，不断缩小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抓手。加强区域发

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既是统筹、准确、全面落实新发

展理念，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数字经济热代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