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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宁夏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

经济深度融合制度”，这既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

机遇的战略选择，也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然要求。在

“万物互联”的数字时代，抢抓机遇，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

展，成为各地的“必答题”。在此背景下，宁夏需要立足自身优

势，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打造新质生产力的主攻方向，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进一步推进实数

经济融合，加速构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一、我区数字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

（一）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近年来，我区信息基础设施

不断完善，网络出口能力显著提升，互联网出省带宽

4490Gbps，直达北京、太原、西安的 1000G互联网出口线路投

入运营。截至2024年4月，宁夏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达715.9

万个，其中光纤接入端口占到 99.2%，占比排名全国第一位；

移动通信基站数达到 63177个，其中 5G基站 17008个，已实现

主城区、工业园区5G信号全覆盖。国家（中卫）新型互联网交

换中心挂牌运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宁夏枢纽节点加紧建设，

北斗导航位置服务、北龙超算、OpenDao开源社区等平台建成

运行，8个大型数据中心建成投用，总装机能力达到70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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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字产业发展迅速。截至 2023年底，全区数字信息

产业实现产值约 850亿元，增速位居全国前列。与此同时，我

区积极引入集成电路GPU研发、芯片设计、芯片测试、服务器

制造等项目，产业发展实现了从半导体材料向多业态发展，形

成芯片、智能终端、智算中心、大模型、云计算、信息技术服

务等产业链格局。依托“东数西算”战略，我区持续提升数据

中心机架能力与核心算力，截至 2024年 8月，建成 9个大型、

超大型数据中心，在建数据中心 18个，标准机架数 9.62万架。

智算、超算与通算并驾齐驱发展，开展“智算中心万卡+”资源

池建设，智算卡达8万张以上，算力供给加快增长。

（三） 产业数字化逐步推进。5G、大数据、工业互联网、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行业经济深度融合。我

区目前建成西北首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和公共服务

平台，并培育了10个行业级、50个企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建

成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 162家。截至 2023年 9月，我区规模

以上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和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

达到 59.7%和 59.9%。此外，“互联网+医疗健康”“互联网+教

育”示范区建设成效显著，“教育云”平台实现全区中小学校全

覆盖，“互联网+城乡供水”示范区建设初显成效。

（四）数字化治理成效显著。数字政府建设步伐加快，建成

覆盖全区的政务服务“一张网”和一体化信用信息、公共资源

交易、投资项目在线审批、企业登记注册等平台，政府协同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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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台应用全面推广，“我的宁夏”APP用户量超过全区人口的

70%，1314个事项能够“指尖办”，3368个事项可以“掌上查”。

数字社会建设持续推进，在医疗、教育、交通、供水等民生服

务领域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典型应用场景，盐池县、平罗

县、利通区、西夏区入选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

二、我区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 数字经济规模偏小。截至 2023年，宁夏数字经济占

全区GDP比重达到35%，但仍低于全国42%的整体水平。在实

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融合过程中，受限于实体经济市场规模，

宁夏智慧教育、智慧养老、智慧交通等数字需求的应用场景开

发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发

展，数据要素虽然参与经济生产活动，但参与程度尚未达到深

度数字化标准。

（二）数字经济人才缺乏。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信息技

术、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专业人才，所需的高端管理

人员、行业领军人才引进困难，难以形成数字经济发展的高质

量智力支撑。此外，宁夏当地缺乏与数字经济发展相关的专业

院校和学科，难以培养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本地人才。

（三）产业生态链条亟待完善。宁夏数字经济产业集聚水平

较低，电子制造、软件开发、智能终端以及大数据等关键行业

仍然停留在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缺乏上下游产业的延伸和拓

展。智能终端产业主要以生产零部件为主，尚未具备高端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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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设计与制造能力。大数据产业则以提供存储和备份服务

为主，缺乏数据分析、数据挖掘等高附加值的服务内容。算力

产业由于缺失服务器这一关键环节，难以形成上下游联动，也

限制了相关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和发展潜力。

（四）促进发展的保障机制还不健全。目前宁夏数字经济发

展所需的政策支持、资金投入、绿能供应、安全管理等相关保

障制度缺乏协同性，发展需要精准的数据支持，传统统计体系

难以全面、准确地反映数字经济的发展状况，数字经济相关指

标的监测和分析有待优化。

三、对策建议

（一）优化数字信息产业生态。作为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

济深度融合的重要着力点，产业数字化需要数字产业化作为前

提和保障。一是全面升级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加速5G网络、双

千兆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布局数据中心、算力中心等

算力基础设施为数字信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二

是构建完善的产业链，依托现有数字信息产业基础和发展优势，

围绕智能终端产业，持续推进延链补链强链；支持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加强其产品协同和技术合作公关，增强产业链韧性。三

是培育和支持创新型企业，创新是数字信息产业生态的核心驱

动力，通过政策扶持鼓励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在数字信息产业

中的创新发展，为产业生态注入活力。

（二）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一是加强区内重点行业企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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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改造，引导新型材料、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数字信息、

现代化工、轻工纺织“六新”产业领域的企业加快其生产装备

的数字化升级，鼓励从产品的设计研发到最终销售环节均实施

数字化应用，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数字化转型系统解

决方案。二是数字赋能“六特”产业，快速提升贺兰山东麓葡

萄酒、中宁枸杞、盐池滩羊等核心品牌知名度。通过生产设备

的智能化改造，农业物联网技术的推广，鼓励特色农产品生产

数字化。持续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建立宁夏本土的农产品电

商综合服务平台，鼓励特色农产品产业经营数字化。三是加速

“六优”产业数字化转型，依托工业平台打通传统消费与生产、

产品与服务之间的数据流与业务流，借助数据要素乘数效应驱

动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现代金融、会展博览等生产性服务产

业的新势能。

（三）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一是建立健全

组织领导机制，成立数字经济建设专班或者数字经济发展领导

小组，统筹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二是健全专项保障机制，包括

财政税收、信贷投放、人才供给、知识产权等一揽子支持计划。

三是建立健全数字经济统计监测体系，通过科学的分类和精确

的定义，明确数字经济统计范围和指标，确保统计数据的全面

性和准确性。创新统计方法，引入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提

升统计数据的实时性和精确度，促进政府部门、企业、科研机

构之间数据互通，建立数据共享平台，为数字经济发展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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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提供全面支持。四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数字经济监管

效能，强化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在监管

中的应用，增强态势感知、促进科学决策，保障数字经济市场

主体有序发展。

（四）持续推动数字经济领域开放合作。在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的发展背景下，深化对阿经贸合作，以完善“绿色、

数字、创新”发展机制为契机，寻求在5G、云计算、大数据中

心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合作。培育支持若干个具有示范

性、引领性和标志性的国际合作项目，积极融入国际国内大市

场、大循环，构建全方位开放格局。立足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

国家枢纽节点建设的国产化要求和契机，深度参与区外数字经

济创新合作，加强与东部发达省份产业联盟和科研机构的战略

合作，推进数字经济在技术、标准、园区和人才等领域合作的

试点示范。

（执笔人：北方民族大学　张　超、彭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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