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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江苏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
几点建议

摘要：江苏省扬子江创新型城市研究院曹劲松研究认为，推

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当前，江苏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基础不断夯实，

产业不断增效，形式不断优化。但也存在缺乏数据开放的融通应

用、缺乏跨界的复合型人才和缺乏引领性的头部企业等问题。对

此，建议坚持数据驱动，培育内生动力；加快人才引育，激发创

新动能；提升实体质量，打造集聚高地；强化制度建设，健全服

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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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苏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呈现出创新融合不断

深化、新兴业态不断涌现的良好态势。然而，对标广东、浙江等

地，江苏在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亟待

破解的问题。江苏省扬子江创新型城市研究院曹劲松主持的江

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研究”，通过剖析江苏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基本现

状和存在问题，提出推进江苏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对

策建议。

一、江苏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基本现状

1.融合基础不断夯实。目前，江苏新建 5G 基站 5.5 万座，

累计 7.1 万座，基本实现各市县主要城区、中心镇全覆盖。推动

5G 在工业互联网、车联网、智慧城市等领域试点应用，累计签

约项目数 1100 个。同时，江苏加快推进阿里、腾讯、京东等超

大型数据中心项目，全省在用数据中心标准机架数达 35 万架。

新建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 10 个、累计 13 个，标识注册

量达 6.2 亿，接入企业数超 2600 家。

2.融合产业不断增效。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平稳增长，2020

年其主营业务收入约 2.8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1%，10 家企业

入选全国电子信息百强，无锡中环半导体、中电科 55 所、无锡

华虹半导体等重大项目加快推进。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2020 年业

务收入 1.08 万亿元，完成无锡中国软件特色名城自评估。至此，

我省参与创建和试点的中国软件名城数量位居全国第一。智数云



— 3 —

网链产业呈蓬勃发展之势，全省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突破 1000 亿

元，并已出台区块链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工业大数据发展实施意

见、人工智能产业融合创新发展等政策。

3.融合形式不断优化。我省加快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智能网

联汽车省级创新中心试点建设，数字领域累计试点省级创新中心

5 家。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新增省级示范智能车间 252 家，

累计达到 1307 家；获批国家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累计

24 家，占全国 21%。以数字技术为手段，实施智慧江苏重点工程

50 项、标志性工程 10 项，建成 15 个信息消费体验中心，37 个

产品入选国家智慧健康养老推广目录。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所存在的问题

1.缺乏数据开放的融通应用。数据管理平台建设滞后，由于

掌握着海量数据的政府部门之间的行政分割和信息鸿沟，导致难

以形成统一数据管理平台，无法实现数据的开放、信息的共享和

业务的协同。数据应用场景开发滞后，相关部门数字化管理模式

运用不充分，管理效率较低；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对企

业新型数字化技术应用场景了解不深，导致部分技术应用滞缓，

损失较大。数据跨界融合进程滞后，调查显示，目前江苏大部分

传统企业对于工业软件在规范生产过程、提升管理效率、推进产

业协同等方面的认知并不到位，导致企业出现投资错位。

2.缺乏跨界的复合型人才。数字经济不仅涉及相关专业技术

的掌握，也涉及开发场景的应用，对复合型人才需求强烈。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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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缺乏完善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高层次、复合型数字人才

供需缺口大。同时，江苏所辖主要城市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不显

著，导致在工资待遇相当的情况下，高端人才更倾向于选择北上

广深等城市。此外，基础性人才流失率高，中小传统企业对收入

待遇较高的数字化人才吸引力低，并且优秀的数字化人才也更愿

意选择更具竞争力的互联网企业。

3.缺乏引领性的头部企业。当前，江苏数字经济虽然呈现出

了“产业全、企业多、业务精”的特点，但多是中小型企业，缺

乏像阿里系、海康系、网易系、新华三系、大华系等龙头企业，

而这五大企业营业收入占杭州 2020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总量的六成以上。目前，江苏知名企业多集中于 TOB 业务，面向

终端消费者的 TOC 企业较少。这导致江苏缺少能够辐射全国、拥

有广泛用户基础的大平台，制约了数据要素的汇聚能力和应用能

力。此外，共性技术具有很强正外部性特征，有利于企业之间的

技术共享，但目前江苏数字经济相关企业的共性技术平台还有待

搭建，同类型企业之间也缺乏技术共建与交流的平台。

三、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建议

1.坚持数据驱动，培育内生动力。一是完善数据管理体系。

通过加快打造数据管理平台、设置首席数据官等措施，开展数据

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和工业数据分类分级国家试点，逐步提升实

体经济各行业的数据管理能力。二是鼓励数据样本开放。通过大

数据开发与应用大赛等，促进更多的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并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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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丰富数据要素源头供给，构建政企数据对接与合作机制，加快

数据安全共享与开发利用平台建设。三是创新数据服务模式。鼓

励和引导市场主体参与数据资源平台建设，探索创新行业与企业

的数据挖掘、存储共享、交易使用、动态维护等服务模式，推动

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数据确权、数据质量评估以及数据资

产定价等数据价值化研究。

2.加快人才引育，激发创新动能。一是实施数字经济人才引

进计划，鼓励企业自主引进数字经济高端人才，并联合省内高校

做好复合型人才培养工作，鼓励有条件的学校进行跨学科领域的

数字经济人才培养。二是跨界联合开设数字经济培训班，集中选

送企业数字经济专业人才和中高级管理人才进行学习深造，并通

过强化高校人才定向委托培养机制，支持企业与院校合作建立数

字经济高校毕业生实践实训基地。三是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大力

推进人才落户和购房租房补贴的优惠政策，给予数字经济专业人

才精准支持；对于“卡脖子”型人才，通过“揭榜挂帅”等进一

步加大引进力度。

3.提升实体质量，打造集聚高地。一是推进数字经济产业集

群建设。通过鼓励各地加快数字经济特色布局，摸清各地头部企

业和“隐形冠军”两群底数，加大对数字经济重点项目招引工作

的支持力度，推进以“一业一策”和“一企一策”为导向的数字

经济专业园区和特色小镇建设。二是推动政产学研联合联动。聚

焦物联网、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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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联合高校研发机构、行业上下游组建创新联合体，联动开展

关键核心技术的攻研。三是搭建共性技术研发平台。通过共建以

工业互联网为依托的“产业大脑”开放平台，实现“服务商-生

产企业-供应商”无缝联动。

4.强化制度建设，健全服务保障。一是建立融合标准规范。

组织开展数字经济领域技术攻关，引导重点企业参与行业标准研

制，重点推动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等细分领域国际和国

家标准的对接与契合。二是健全统计监测体系。按照国家数字经

济统计分类标准，建立健全数字经济的统计分类目录和运行监测

体系等，厘定数字经济产业的边界范畴，加强产业指导目录的编

制研究。三是建立数据安全屏障。提升全省数据安全防护能力，

加快全域性的数据安全防护体系建设，如在金融网络安全领域，

严格落实金融机构的网络安全主体责任，加强核心岗位人员和产

品服务的安全管理，确保数据安全和供应链安全，进而推进数据

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

（作者曹劲松，系江苏省扬子江创新型城市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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