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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数字经济发展实践、态势及路径
 李婧梅

发展数字经济，是我国立足国内国际、面向未来的战略选择，是增强我国数字竞争

力的关键环节。对于青海而言，数字经济成为青海发展新的增长点，为高效政务平台建

设、乡村振兴、“四地”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放眼西部乃至全国，青海数字

经济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融合、治理生态化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要进一

步优化与努力。

2023年，青海省人民政府印发《青海省数字经济

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提出到

2025年，青海省数字经济规模达到1200亿元以上，年均

增长10%，占GDP比重超过30%，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

值达到270亿元以上，占GDP比重达到7%左右。数字经济

以其多样化、强渗透、广覆盖的特性推动青海经济社会

飞速发展，未来也将以更加强劲的势头引领青海发展进

入新境界。

青海省数字经济发展实践

（一）数字政务打牢高质量发展基础

依托数字技术，青海省建设服务城市治理、政务办

理等应用场景，信用青海、千兆城市、互联网医院、企

业上云、青松办、政务云等数字管理平台以其高效优质

的服务大大提升了服务效能。数字技术助推青海经济社

会发展进程加快，为高质量发展打牢基础。目前已完成

省市县乡村五级联运政务服务体系建设，青松办省级政

务服务事项可办率达到80%，已实现全省700多个事项的

网上申报，成为青海省政务服务的一张新名片；税务部

门实现87%以上涉税服务事项网上办理，发票不见面服

务比例提升至92%；工业运行监测平台建成运行，有效

提升全省工业经济及重点中小微企业运行监测能力。新

冠疫情期间，“信用青海”平台助力智慧防疫，对全省

疫情防控发挥重要作用。2022年，“信用青海”平台网

站凭借其一体化建设、信息归集共享、创新信用应用、

安全运维保障等方面的突破性成效，被授予全国“特色

平台网站”称号。“青信融”平台独具青海特色的多元

化、线上化、内容化、数字化“信用+”金融服务新生态

模式，被授予“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特色平

台”称号，数字青海已成为新引擎。

（二）数字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数字经济是乡村振兴的新动力。“数字乡村”建设

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行动，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

化的有力抓手，也是释放数字红利、催生乡村发展内生

动力的重要举措，它以数字化赋能开启了乡村振兴新模

式。随着网络的普及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乡村地区得到

延伸，数字经济逐步走向农村，培育了新的消费模式、

消费业态，拓宽了农村居民消费渠道，对乡村振兴的助

推作用正逐步凸显。

2021年，青海以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为引

“云端放牧”、智慧平台数字技术助力打造美丽乡村“青海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