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西部·　　　　 ·2023年第7期

（三）治理生态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治理生态化强调社会的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土

壤，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治理体系建设等构成了

数字经济发展的环境，具体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制度环

境建设、网络安全保护等方面。

据青海省通信管理局数据，2022年，青海省100%的

县城城区和乡镇镇区实现5G网络覆盖，73%的行政村也

有了5G网络。截至2022年11月底，全省共完成电信固定

资产投资20.05亿元，累计建成开通5G基站总数达10085

个，比上年净增3647个，每万人5G基站数达16.98个。青

海省目前正在积极推动省、市（州）两级数字经济管理

体制机制创新，协同相关部门加速推动数字技术在生态

环保、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领域融合应用，建成青海

省数字经济发展综合展示运行中心。加快形成上下协调

联动、政策支撑有力的工作格局，完善全省数字经济发

展“1+2+N”政策体系。但与全国、西北五省相比，青海

在制度环境建设、网络安全保护方面仍需进一步提升。

加快青海数字经济发展的路径

就全球发展来看，数字经济是发展趋势所在。逆水

行舟，不进则退，尽管青海数字经济发展有了一定的成

效，但可以看到，青海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较全国来说处

于靠后位置，仍需加大力度，在治理生态化、数字产业

化与产业数字化均衡发展、提升全民数字素质等方面着

力，加快青海数字经济发展。

（一）进一步促进产业数字化和实体经济的融合

实 体 经 济 是 经 济 社 会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基 础 和 重 要 抓

手。数字产业化是基础，产业数字化则体现了数字技术

与实体经济的协同发展。青海经济总量较低，以产业数

字化促进实体经济将带动青海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在两

者融合方面，一是政府应充分发挥引导和调节作用，通

过平台建设、试点示范等方式鼓励传统企业投入资金开

展数字化变革，加强数据挖掘等信息处理能力，以获得

更高的竞争力。二是政府在企业产品数字化升级、技术

改造、产业转型等方面给与适当的扶持，增强企业数字

化变革的信心。鼓励企业将数字化融入生产经营的各个

环节。三是人才保障。制定系统完善的技术人才培养政

策，重点培养兼具数字技术能力和行业专业知识的复合

型人才，保障数字化转型有充足的人才储备。

（二）加强数字经济治理生态化

目 前 ， 我 国 已 出 台 《 国 家 安 全 法 》 《 网 络 安 全

法》《数据安全法》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堡

垒 ” 。 地 方 层 面 有 1 8 个 省 （ 市 ） 政 府 结 合 实 际 发 展 情

况，颁布大数据条例、数据条例、数字经济条例等相关

数据条例，不断推动数据的发展应用。青海省已将数字

经济工作纳入每年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下一步要以地

方 法 律 法 规 的 形 式 加 强 数 据 安 全 治 理 ， 尽 快 出 台 青 海

大数据条例，以促进数据利用和产业发展为基本定位，

提高数据管理能力。通过法律的方式界定大数据各方面

的关系，全面开展大数据安全治理，进而最大程度促进

数据流通和开发利用，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

数字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时，适时成立专门的数字经济

管理机构，加大政府在技术、研究经费等方面的支持力

度，注重信息在优化管理和产业结构方面的作用，提升

数据管理能力，以统筹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数字经济运

行、数据统计监测，增强区域数字竞争力。

（三）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

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水平是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基

础和前提条件。2021年，中央网信办印发《提升全民数

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明确了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

技能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主要任务与重

点工程以及保障措施，对于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做

出全面系统的部署。青海是人口小省，同时，人均接受

教育水平较低，在全球数字经济的浪潮下，更应加快全

民数字素养和技能水平的提升。一是尽快出台相应的实

施方案或行动计划，明确青海省关于提升全民数字素养

与技能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二是加强对不同层次数

字人才选拔和培养。比如新农人的培养，可利用自媒体

网络平台，创作优质内容，利用达人影响力展示乡村风

貌；利用图书馆培训、科技下乡、入户服务等形式为老

年人、残障人士、低收入者、农村居民等群体提供数字

技能培训。三是通过开放数字教育资源，开展数字教育

进社区、进校园、进机关、进寺院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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