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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实体经济加速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庆路径
 康　庄

近年来，重庆主要从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软环境与硬基础、强化两化融合、创造数

字经济发展现实场景等五方面采取措施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是，对标国际国内

先进地区，重庆市发展数字经济仍然存在不少突出问题。推动重庆数字经济发展，要夯

实新基建，筑牢数字经济发展底座；激活数据要素，规范和深化数据价值挖掘；强化技

术支撑能力，内生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进一步深化两化融合，全面培育数字经济新动

能；进一步细化数字化社会治理应用场景；扩大数字经济开放合作能级，构建数字经济

开放新格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

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重庆市响应党中央重大决

策部署，顺应新一轮技术革命、产业革命新趋势，加快

数字经济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促

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成渝地区推进双城

经济圈建设的重要支撑。

重庆数字经济发展概貌

近年来，重庆围绕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

设目标，遵照探索数字产业集聚发展模式，完善新型基

础设施，开展超大城市智慧治理，加强数字经济国际合

作，以智能化应用为重点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等五大国家赋予重点任务，努力

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和全球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高地。通过持续健全数据基础制度，稳步推进新型数字

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推动信息技术加快创新突破，健全

“云联数算用”全要素群，壮大“芯屏器核网”全产业

链，不断丰富数字社会应用场景，打造“住业游乐购”

全场景集，持续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能力，数字产业保持

高速增长，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取得新成效，超大

城市智慧治理得到深化，国际国内合作空间加速拓展。

目前，重庆出台《重庆市数据条例》，成立西部数

据交易中心，推动公共数据共享，促进商业数据有效利

用，逐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网络、算力、应用基础设

施规模与服务能力显著提升，每万人拥有5G基站位列全

国第7，算力规模达4.07E，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超3602

万M，IPV6用户连接占比达87.2%，工业互联网标识解

析国家顶级节点（重庆）累计接入西部10省市、38个二

级节点，标识注册150亿，建成量子通信成渝干线、汉

渝干线，并接入全国量子通信网络，网民规模超过2350

万 人 。 截 至 2 0 2 2 年 底 ， 全 市 数 字 经 济 核 心 产 业 增 加 值

2240.6亿元；两化融合发展、数字社会、数字生态文明、

数字政务、数字技术创新、数字治理生态、数字安全保

障水平均处于全国第一梯队水平。

重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五大关键路径

近年来，重庆主要从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软环境与

硬基础、强化两化融合、创造数字经济发展现实场景等

五方面采取措施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优化数字经济发展软环境

完善数字经济发展制度基础。重庆市持续完善数字

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建设，加强统计监测、形势研判、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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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着力创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