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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重要任务。通过发展数字化水平促进陕西各区域数

字设施、系统和能力的一致性和协同性，有利于不断优

化经济结构，快速形成国内大市场，促进陕西区域间开

放、创新和协调发展。因此，本文提出数字经济推动陕

西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与对策。

（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升级路径

1、根据各区域发展条件，确定分阶段建设任务

由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耗时长，改造周期短，“一

哄而上”式建设的做法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还占用

了其他部门的发展空间。这进一步强调各区域要根据自

身的发展条件合理确定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规模，制定

分阶段建设目标，使陕西关中、陕南、陕北三大区域间

可以产生较强的联动性，推动产业间联动能力，以此减

轻区域间数字基础设施的 “割裂感”。此外，陕西三大

地区需要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机制。数字化

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规模巨大，单纯依靠财政拨款将给

预算平衡带来压力，为了使资金来源多样化，减少财政

压力，可以选择各种投资和融资形式，包括特别公债、

EPC+F模式、PPP等形式。同时，必须制定和完善关于数

字基础设施发展的投资和融资模式的立法，并促进国有

企业和私营公司参与数字基础设施发展。

2、加大对数字经济发展支撑力度，改善区域间通讯

设施差距

一 方 面 ， 陕 西 各 区 域 需 要 加 强 偏 远 地 区 的 电 信 基

础设施建设，扩大光纤宽带的普及，加大通讯基站建设

支持力度，有效解决农村通讯问题，全面改善农村通讯

信号。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对传统地理条件和区位特征

的依赖性较小，以数据和信息为主要生产要素的发展，

不仅可以规避部分地区区位和地理劣势，直接产生附加

值，而且可以将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重构县

域经济发展格局和管理模式。近年来，陕北各市全面推

进一系列强基础、补短板、利长远的关键举措，为榆林

能源产业转型升级铺就了一条“新路”。还应继续推进

陕北地区数字化和智能化能源基础设施的升级，加快智

能能源系统的建设，推进产业数字化，建立智能调度系

统，实现电力、电网、负荷之间的互动，多方面协同和

互补。

3、加强区域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制度供给

目前，陕西部分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正处于起步

阶段，涉及市场运营和融资风险等难题。因此，在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的初始阶段，应建立全面投资财政奖励、

研究和开发补贴及免税制度；在中期建设阶段，需要加

强施工企业的责任机制，严格执行与新的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和运营相关的整个建设过程的监管制度。此外，陕

西各区域还应制定与工业互联网相关的数据收集、传输

和使用的法律法规，加强金融和财政支持，培育和壮大

行业龙头企业，支持大中小企业共同发展，加强科技领

军人才、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还应坚持对外开放，

营造健康有序的外部环境，实现互利合作。

（二）区域市场整合路径

1、建立健全统一数据市场，破除区域间数据分割

数据是数字经济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能够获

取海量的数据是发展数据挖掘能力、促进数据资源开发

和利用的重要前提。这需要建立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数据

市场，避免区域性的数据分割，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陕

西三大区域需要加快数据要素和传统生产要素的整合，

建立高质量的数据要素供给体系。具体来说，应制定相

应的标准，让市场参与者依法收集、整合和分析数据，

完善数据管理，收集高质量的数据信息。还应建立健全

数据要素交易平台的监管体系，落实核心任务，加强数

据要素交易平台的整体架构建设，形成数据高质量、交

易量、高活跃度的区域交易平台，并规范数据元素交易

平台的内部管理。

2、搭建规范、公开、透明的数据交易平台

基于关中各城市高新技术和数字产业的发展机遇，

技术和数据市场的供需将得到有效匹配。技术的供给将

促进下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

战略性新兴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而数据要素的供给将促

进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发展。因此，推动

数字链等数字经济重点领域的发展，将促进陕西三大区

域实体经济的技术改造和产业数字化，形成需求的规模

效应。此外，还应完善数字政府平台建设，逐步提高政

府数据的开放性和使用性，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释放数

据红利。规范数据要素市场化规则，加速要素市场化流

通。建立一个标准、公开透明的数据交易平台，培育市

场主体并鼓励其探索和完善市场运营体系，提升交易、

流通、使用效率。

3、提升区域间开放水平，开展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一方面，要切实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促进数字经济

的国际流动，构建更加开放、安全、多元的数字贸易格

局。要支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积极引进

外资，高质量利用外资，推动陕西数字产品和服务“走

出去”。另一方面，还应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

贸易博览会、峰会等全球平台，开发有竞争力的数字产

品 ， 拓 展 国 际 市 场 。 同 时 ， 需 要 加 大 区 域 间 的 开 放 力

度，将各区域的发展定位在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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