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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与哲学审思专题
主持人语: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数字化测度方法的巨

大进步，数字技术的内在逻辑在工具与本体等多个层面全面介入并深刻变革着客观物质世界与人的精

神世界。“万物皆信息”“万物皆算法”俨然成为毕达哥拉斯“万物皆数”的哲学理念在当代新信息技术

革命时代的投射。面对这一变革，世界各国积极回应和拥抱新技术时代，高度重视数字化能力的提升和

数字化资源的优化，举国家之力规划并推动实施重大工程战略，如工业制造领域的美国工业互联网、德
国工业 4． 0、中国制造 2025。此外，数字技术同样渗透并深远影响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如数字人文、数
字文化、计算社会学等交叉学科正在蓬勃兴起，重构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多向关系，传统的伦理与价值

在新的数字化情境中需要重新理解和定义。本专题刊发的两篇文章分别为关于“数字中国”国家战略

的背景梳理与前瞻分析和关于“数字孪生”新技术的本质追问与哲学思考，借此希望能在新信息技术变

革时代持续开展人文与科技的对话并从人文的视角引发对科技更深入的审思。
———于金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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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中国”的理论与实践源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大背景，但最直接的动因是习近平在福建工

作期间的“数字福建”实践探索以及他在 2015 年底有关“数字中国”的重要讲话。“数字中国”的发展经历

了萌芽起步、地方探索、国家战略三个阶段，现已成为中国国家信息化体系建设的标志。作为中国科技创

新的重大战略，“数字中国”建设必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诸多方面对中国未来产生全方位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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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Digital China”stem from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But the most direct reason is the practice of Xi Jinping’s“Digital Fujian”during his work in

Fujian and his important speech about“Digital China”at the end of 2015． The development of“Digital China”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germination，local exploration and national strategy． It has become the symbol of the con-

struction of n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 As a major strategy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igital China”construction will have an all-round impact on China’s future in economy，politics，culture，society

and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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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数字化发展步伐，全面推进“数字中国”建

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当前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进入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这一历史方位，主动顺应引领全球范围

内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大潮而超前布局、适时提出

的国家战略［1］。20 世纪初，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

期间率先提出“数字福建”，为数字化和“数字中国”
建设做了早期的探索［2］。2015 年 12 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首次正式提出推进

“数字中国”建设的倡议［3］。2017 年 10 月 18 日，党

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构

想［4］25。2017 年 12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要“加

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民生活改善”［1］，标志着“数字中国”建设进入全面

发展期。2020 年 10 月 29 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正式将“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写入其

中，标志着“数字中国”建设进入全面加速期［5］。下

文拟对“数字中国”的由来、发展与未来进行初步的

回顾和展望。

一、“数字中国”的背景由来

“数字中国”，从本质上来说，其实就是中国的

国家信息化体系建设，是全国范围内各行各业的信

息化、数字化建设运动。这场举国性的数字化、现代

化运动由习近平总书记发起，全国人民共同参与，以

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远大目标。
( 一) 信息技术革命: “数字中国”提出的时代

背景

人类认识和实践的过程是人类对自然、社会不断

深入和精准探索的过程。从哲学角度来说，“数字中

国”建设正是中国对这场人类认知革命的回应。
人类从最初对世界是什么的猜测到如何认识

这个世界，逐渐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随后，人类

的认识也从感性认识、质性认识逐渐走向理性、量

化的认识。数字化、数据化正是人类认识不断深

入的结果，并引导着人们从数字化认识走向数字

化实践。
从 20 世纪中叶开始，数字电子技术、数字计算机

等数字技术的兴起，为人类从技术上对世界实现数字

化认知和实践提供了技术的支持，并由此引发了一场

新的技术革命，即信息技术革命。这场革命被阿尔

文·托夫勒［6］称为“第三次浪潮”，丹尼尔·贝尔［7］

称其为“后工业社会”。20 世纪 50—80 年代，人们试

图用电子技术实现数字的技术表述和运算，从而为世

界的数字化打下数字存储、记录的基础，由此，数字也

就逐渐从世界的一种认知方式转变为世界的存在方

式，并最终成为人类的一种新资源。
20 世纪 90 年代，互联网的兴起更是带来了被

称为“信息高速公路”的全新网络世界，人类进入了

“数字化生存”的全新生活方式。互联网让分散的

数据能够汇聚在一起，形成一种数字资源，由此形成

了一个更加紧密联系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

的普遍联系通过互联网络得到了显现和加强，世界

成为了一个“小世界”［8］。
21 世纪开始，数字化、信息化的脚步更加快速，

数据挖掘、移动网络、智能终端、网络社交、大数据、
新一代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数字化新技术迅速崛起，

人类社会迅速进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9］9。信

息技术革命也由此进入了新阶段，被人们称为新一

代信息技术革命。
新一代 信 息 技 术 革 命 带 来 了 时 代 的 重 大 转

型。“就像望远镜让我们能够感受宇宙，显微镜让

我们能够观测微生物一样，大数据正在改变我们

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成为新发明和新服

务的源泉，而更重要的改变正蓄势待发”［9］1，任何

国家如果不跟上新一代信息革命的步伐，都将被

远远地甩在后面且被动挨打，就像 18、19 世纪的

两次技术革命一样。“数字中国”建设实际上是中

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世界信息革命的回应，

是中国对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革命的应

对。所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是“数字中国”提

出的时代大背景。
( 二)“数字地球”: “数字中国”概念提出的直

接诱因

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滚滚浪潮，各国政府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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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自己的应对之策，试图占领新技术革命高地、
引领世界未来发展。美国更是试图制定国家战略

来抓住 这 次 新 技 术 革 命 的 机 遇，继 续 主 导 世 界。
1995 年，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撰写了畅销书

《未来之路》; 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则提出

“信息高速公路”国家战略计划。之后，时任美国

副总统戈尔于 1998 年 1 月在加利福尼亚州科学中

心开幕典礼上发表题为“数字地球: 认识 21 世纪

我们所居住的星球”的演说，第一次正式提出“数

字地球”( Digital Earth) 的概念［10］。所谓“数字地

球”，就是运用 GPS、网络技术、虚拟现实等数字技

术，对地球甚至外星球进行全面数字化、信息化。

通过数字化技术对地球进行全面数字化之后，实

体地球映射为一个可认知、可计算、可操控和可视

化的海量数据库，成为一个虚拟数字地球，这样就

可以通过虚拟地球来认知实体地球。“数字地球”

的提出开启了对地球甚至外星球的数字化浪潮，

同时也开启了各国数字化建设的运动。“数字中

国”刚开始只是一个与“数字地球”相对应的概念，

指的只是利用 GPS、卫星通信、虚拟现实等技术对

中国范围内的各类自然资源进行数字化，以便加

强自然资源的认知和利用的数字化运动。也正因

为回应“数字地球”，中国学术界才正式提出“数字

中国”的概念，并开始了对中国自然资源的数字化

研究。所以，“数字地球”是“数字中国”提出的直

接诱因。
( 三)“数字福建”: 全新意义上的中国数字化实

践预演

2000 年 9 月，从国外回来的福州大学副校长王

钦敏向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递交了两份政策咨询

报告:《“数字福建”项目建议书》和《“数字福建”总

体框架方案》。习近平同志接到报告后高度重视，

立即做出批示:“建设‘数字福建’意义重大，省政府

应全力支持。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必须抢占科技制

高点。建设‘数字福建’，就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科

技制高点之一。建设‘数字福建’不是可望不可及

的事情，我省在这方面有较好的人才和经济基础，

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要选准抓住这个科技制

高点，集中力量，奋力攻克。”［11］

随后，在 2020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福建省委第

六届十二次会议上，“数字福建”被写入“十五”计划

纲要之中，并立即成立了由时任省长习近平亲任组

长的数字化建设领导小组。当其他省份、部门仅把

“数字地球”“数字中国”等作为区域性的测绘数字

化之时，在习近平同志的率领下，福建省已经将数字

化的领域做了全面扩展，向着“数字化、网络化、可

视化、智能化”的“新四化”目标开展了轰轰烈烈的

数字化实践。
“数字福建”实践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预演，是

全面开展中国数字化运动的地方实践探索。“数字

福建”的数字化探索为“数字中国”积累了丰富的实

践经验，也为“数字中国”建设的提出奠定了实践

基础。
( 四) “数字中国”: 国家战略意义上的信息化

纲领

2011 年 6 月，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在一份咨询

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大数据的概念。2012 年被称为

“大数据元年”。随后，多家媒体纷纷宣布人类开始

进入大数据时代，世界主要国家也纷纷提出自己的

大数据国家战略。在以往的各次科技革命中，中国

曾因各种原因而错失良机，留下了永远的遗憾。正

当中国阔步迈向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

时，正好遇上了以数字化为代表，以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为基础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抓住机遇，擘画中华民

族的全面信息化蓝图。2015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大数据战略”并发布了《促

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2015 年 12 月 16 日，在

浙江乌镇举办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

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要“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的号召［3］。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为“数字中国”赋予

了全新的意义，从而开启了“数字中国”建设新征

程，因此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虽然为了应对“数字地球”，中国较早就提出了

“数字中国”的概念，但以往的“数字中国”含义有

限，是狭义的“数字中国”。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新含

义的“数字中国”包含了国家战略意义上的国家信

息化建设纲领，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是广义的“数字

中国”。从此，“数字中国”就代表了中国国家信息

化的发展战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也

是实现现代化强国和民族复兴的重要途径。因此，

“数字中国”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赋予深刻含义、
伟大目标的重要概念和国家战略，他是擘画、推动全

新“数字中国”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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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中国”的发展历程

在这场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新信息革命竞赛中，

中国从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追赶者变成了 21 世

纪的引领者，数字化、信息化脚步紧跟时代步伐，超

前制定战略，引领世界信息革命的发展。“数字中

国”的发展大概可分为萌芽起步、地方探索、国家战

略三个发展阶段［12］17-27。

( 一) 萌芽起步阶段: 应对“数字地球”概念，开

展中国地球资源数字化

萌芽起步阶段的时间大约为 20 世纪 90 年代中

期至 2000 年。美国时任副总统戈尔的“数字地球”

设想其实最早可回溯至 1992 年。他为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首次提出了“数字地球”的概念，但由于当时

互联网尚未普及，其他数字化技术尚在萌芽之中，因

此没有得到全球响应。当戈尔于 1998 年 1 月再次

提起“数字地球”设想之时，各种条件基本具备，因

此得到了各国的热烈响应。
“数字地球”是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对地球资

源进行全面的信息化，以实现更加充分地利用和保

护地球资源。因此，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以中国科学

院地学部、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等教学科研机构为

代表的地球、地理、测绘界的学者们迅速响应，提出

了“数 字 中 国”的 概 念，开 展 了“数 字 中 国”的

研究［12］18-19。

这一阶段的“数字中国”概念及其目标与现在

所说的“数字中国”的概念和目标差异较大，可以说

概念虽然相同，但其本质具有重大差异。这一阶段

所说的“数字中国”本质上是以作为地球重要组成

部分的中国为对象，是作为“数字地球”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的研究。因此，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研究

对象是作为地球资源一部分的中国自然资源; 第二，

参与者主要是地球研究者、测绘工作者; 第三，目标

是对中国的地理资源进行数字化，建构数字化的地

理信息系统; 第四，政府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没有参

与到“数字中国”的建设中，主要局限在学术界和测

绘部门，并以地理信息系统( GIS) 为基础，旨在以遥

感卫星图像为主要技术分析手段，在可持续发展、农
业、资源、环境、全球变化、生态系统、水土循环系统

等方面开展具体的应用实践。

虽然萌芽起步阶段的“数字中国”与目前的“数

字中国”建设有着本质的差异，但仍然对现在的“数

字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正式提出了“数

字中国”的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该概念的

普及; 其次，这一阶段的工作为随后出现的数字城

市、智慧地球、智慧城市等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最后，

为中国当今“数字中国”建设发展积累了初步的经

验。因此，可以将这一阶段归为“数字中国”的萌芽

起步阶段。
( 二) 地方探索阶段: 各省市开展内容各异的数

字化建设，“数字福建”别开生面

地方探索阶段的时间大约为 2001—2015 年。

进入 2000 年以后，随着全球范围内对于“数字地

球”建设的高度关注，“数字中国”建设也走出了学

术圈，成为了地方政府的信息化工作。从 2000 年开

始，中国共有 10 多个省市启动了各地的地理资源信

息化工作，开始论证建设“数字区域”相关工程，全

力加强地理与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先后出台了

“数字北京”( 2000． 01) 、“数字福建”( 2000． 10 ) 、
“数字湖南”( 2000． 11) 、“数字山西”( 2000． 12 ) 、
“数字陕西”( 2001． 02) 、“数字湖北”( 2001． 02 ) 、
“数字吉林”( 2001． 04) 、“数字江苏”( 2001． 06 ) 、
“数 字 浙 江 ” ( 2003． 09 ) 、“数 字 广 东 ”
( 2009) 等［12］20-23。

在这 10 多个开展地方数字化实践探索的省市

中，数字化建设呈现出多样性的内容，有的侧重于地

方地理信息系统建设，有的侧重于环境资源的数字

化，有的侧重于网络和电子政务工作等。但有一点

比较一致，就是基本上局限于数字技术应用实践。

只有习近平同志领导的“数字福建”跳出了技术层

面，走向了全局性的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数

字化、信息化和现代化。
习近平同志亲自领导的“数字福建”建设虽然

发端于“数字地球”，但实际上与当时学术界关注的

“数字中国”等概念相比，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很大

的差异。第一，对信息技术的广泛集成。“数字地

球”主要集成遥感 ( ＲS) 、地理信息系统、GPS、遥测

技术、数据库与互联网、仿真与 VＲ 等现代科技;“数

字福建”则包括各种现代信息通信技术。第二，对

信息化建设全要素的覆盖。“数字地球”主要关注

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数字福建”实际上是广义的福

建信息化建设，包括信息通信技术研发、信息通信技

术应用、信息产业、信息资源开发建设、信息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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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政策标准法规、信息安全等。第三，应用领域

的广泛覆盖。“数字地球”主要面向地理信息领域，

是单一领域; “数字福建”则包括各区域各领域，覆

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的各个方面。第

四，对经济社会的全面支撑引领。“数字地球”是用

数字化手段统一处理地球信息，最大限度地利用开

发地理信息资源; 而“数字福建”以抢占科技制高点

为目标，通过统揽信息化全局，全面推进全省国民经

济 和 社 会 信 息 化，实 现 社 会 生 产 力 的 跨 越 式

发展［12］21-22。

这一时期的“数字中国”建设具有以下三个特

点: 一是“数字中国”建设从学术界的理论探索走向

了地方政府的建设实践，一改过去局限于理论探索

和科研工作，真正走进了地方政府工作议程; 二是推

动了地方地理空间资源、城市建设甚至政府工作的

数字化、信息化工作; 三是以“数字福建”为代表的

地方数字化建设跳出了“数字地球”的内涵与外延，

开始了全面的数字化建设工作。
地方探索时期的数字化建设为“数字中国”建

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表现出了当时的局限。

从局限来说，当时大部分政府机构对“数字中国”建

设认识以地理信息系统领域应用实践探索为主，关

注以地理信息系统、集成遥感、GPS 技术为基础的地

理信息的综合集成和具体领域的应用。从贡献来

说，它为当今的“数字中国”建设积累了地方数字化

建设经验，特别是地理信息系统、数字城市、数字政府

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最为重要的是“数字

福建”建设率先带头冲出了“数字地球”的局限，从单

一的地理信息系统建设升格为推动整个经济社会发

展的龙头工程，通过强化体制机制统筹和顶层规划设

计，形成以“数字区域”建设引领带动区域经济社会

转型升级的创新驱动发展路径，从而为“数字中国”

建设提供了全方位数字化的建设样板［13］。

( 三) 国家战略阶段: 数字化建设上升为国家战

略，全面开展国家信息化体系建设

国家战略阶段主要从 2016 年开始。2012 年，

人类正式进入大数据时代，随后各国又展开了新一

代人工智能研发的竞争，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新一轮

信息技术革命正如火如荼地在世界各国中全面展

开。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高度重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对治国理政、民族复兴的战略支撑作用，对实施国家

大数据人工智能战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进行了全

面的战略规划，从顶层设计上把舵定向，标定了前进

路线，擘画了建设蓝图。
2015 年 12 月 16 日，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如

期在中国乌镇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幕式上的讲

话中首次正式公开提出了“数字中国”的概念，并发

布了“数字中国”的建设纲领。他指出: “中国正在

实施‘互联网 +’行动计划，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发展分享经济，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提高发

展质量和效益。”［3］

2016 年 12 月，国务院正式出台《“十三五”国家

信息化规划》，提出了“数字中国”的具体发展目

标［14］。该规划提出到 2020 年“数字中国”建设取得

显著成效，信息化发展水平大幅跃升，信息化能力跻

身国际前列，具有国际竞争力、安全可控的信息产业

生态体系基本建立。信息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

融合，数字鸿沟明显缩小，数字红利充分释放。信息

化全面支撑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均衡、

包容和可持续发展，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将“数字中国”作为

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手纳入报告之中，提出

要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
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共享

经济，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4］24-25。
2017 年 12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

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体

学习时指出，“大数据发展应该审时度势、精心谋

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并结合中国实际对实施国

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做出部署要求”
“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发展数

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推动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继续

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推动制

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1］。
2018 年 4 月，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召开，

习近平主席发来贺信指出，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创新

日新月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在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5］。党的十九大描绘了决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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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对建

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

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作出战略部署［4］25。加快

“数字中国”建设，就是要适应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

位，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

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
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加快“数

字中国”建设列入“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中。2021 年 3 月召开的“两会”，再一次将“数字

中国”建设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作为“十四五”规

划的重要内容。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全面启动，在党中央、国

务院和各级政府的统一部署领导下，经济、社会、文
化、政府、军事等各领域数字化转型建设全面提速，

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正式印发，各项工作有条不紊

展开，如表 1［11］所示。
这一阶段的“数字中国”建设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并赋予“数字中国”全

新含义，彻底跳出“数字地球”的局限，全面表征以中

国为对象的国家信息化体系的现代化建设; 第二，全

党全国人民积极行动，将“数字中国”迅速纳入党和

国家的各种战略规划中，全面描绘中国现在和未来的

数字化建设蓝图，并提出了加快数字化发展和建设数

字中国的具体目标; 第三，“数字中国”从学术界研讨

到地方探索实践，全面上升为国家现代化战略。

表 1 关于“数字中国”重要表述的发展历程［11］

时间 事件 表述

2015 年 12 月
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
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中国正在实施“互联网 +”行动计划，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发展分享经济，支持基于互
联网的各类创新，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2016 年 3 月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
五年规划纲要》

牢牢把握信息技术变革趋势，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信息技术
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加快推动信息经济发展壮大

2016 年 7 月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 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大力发展信息经济是信息化工作的重中之重

2016 年 12 月
《“十三 五”国 家 信 息 化 规 划》
( 国发〔2016〕73 号)

到 2020 年，“数字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2017 年 10 月 党的十九大报告
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
力支撑

2017 年 12 月
习近平致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
会的贺信

党的十九大制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和发展蓝图，提出要建设科技
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

2017 年 12 月 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 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2018 年 3 月 政府工作报告 让群众和企业切实受益，为“数字中国”、网络强国建设加油助力

2018 年 4 月
习近平致首届“数字中国”建设
峰会的贺信

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就是要适应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信
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此届峰会“以信息化驱
动现代化，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为主题，展示中国电子政务和数字经济发展最新成果，交
流“数字中国”建设体会和看法，进一步凝聚共识，必将激发社会各界建设“数字中国”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信息化更好造福社会、造福人民

2018 年 5 月
习近平致 2018 中国国际大数据
产业博览会的贺信

围绕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全面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助力中国经济从高
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2019 年 5 月 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聚焦“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的主题。紧紧
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有利时机，把握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切实把互联网技术创
新的后发优势、技术应用的领先优势和大市场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势，开启
“数字中国”建设新征程

2020 年 10 月 第三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聚焦“创新驱动数字化转型，智能引领高质量发展”主题，定位为中国信息化发展政策的
发布平台，“数字中国”建设最新成果的展示平台，电子政务和数字经济理论经验和实践
交流平台，汇聚全球力量助推“数字中国”和“数字丝路”建设的合作平台

2020 年 10 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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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
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建立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
制度和标准，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扩大基础公共信息数据有序开放，建设国家统一
共享开放平台。保证国家数据安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提升全民族数字技能，实现信
息服务全覆盖。积极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制和标准制定

2021 年 3 月 政府工作报告
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数
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建设“数字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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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中国”的未来走向

“数字中国”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重要战

略，它将成为指引中国国家信息化建设的国家战略，

并指引中国从全面小康走向现代化强国，成为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科技发展战略。从技术层面来

说，“数字中国”建设内容广泛，包括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 通信、量子信息与量子计

算机等一系列具体的新兴信息技术。从国家科技战

略来说，它将让中国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机

会，实现换道超车。更为重要的是，它将在未来对中

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方面产生全方

位的影响，助力中国实现 2035 年进入现代化强国之

列，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下文将从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维度来探讨数字中

国的未来走向［12］114-120。

( 一) 数字经济发展走向

经济建设是中国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根本，数字

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经济发展新形

态，它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网络通信技术为核

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并重塑经济

社会发展与治理模式。“数字中国”将从数字产业

化( 数字经济基础部分) 和产业数字化( 数字经济融

合部分) 两个方面来发展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化将

包括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

所衍生出来的各种新兴产业类型; 而产业数字化由

于各种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有机融合，必然带来重

大的产业变革。数字技术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具有十

分广泛的辐射带动效应，对提高中国经济效率、促进

经济结构加速转变具有强大的驱动作用，所以数字

经济将是未来“数字中国”建设的根本。

( 二) 数字政府发展走向

政治建设是中国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保障，数字

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是数字政府建设，它以“数字

中国”建设引领政府治理创新，核心是要推进政府

数字化、智慧化转型，助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

府。未来的“数字中国”建设必然会将数字化技术

与政治建设有机结合，政府依托网络平台创新服务

方式和内容，挖掘数据潜力助力政府智慧服务和管

理，即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政府功能和效率的现代化

蜕变，进而转变为一种能够与未来现代化强国相适

应的现代化政府管理模式。
( 三) 数字文化发展走向

文化建设是中国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灵魂，中国

传统文化往往提倡整体、模糊的思维方式，缺乏数

字、定量和精准的意识。未来的“数字中国”建设从

三个方面影响文化建设: 一是如何转变思维方式，确

立数字思维模式; 二是传统文化如何搭上数字化的

时代快车，实现传统文化的数字化转型; 三是如何打

造新兴的数字文化，并弘扬数字文化价值观，由此为

未来的“数字中国”提供一个相适应的数字文化

环境。
( 四) 数字社会发展走向

社会建设是中国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条件，所谓

数字社会主要以智慧社会为主要形式，而智慧社会

是数字技术条件下社会运行和社会治理的全新形

态，是推进“社会智慧化”和“智慧社会化”的有机融

合。“数字中国”建设将会从社会数据化和数据社

会化两个维度影响中国的未来社会建设的战略目

标。从社会数据化来说，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都离

不开数据的支持，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

技术的发展为未来智慧社会的运行提供泛在、融合、

智能的社会运行数据基础，由此建构以人为本、惠及

全民的民生服务新体系，实现数字生活。从数字社

会化来说，未来的智慧社会将在推动社会运行和社

会治理实现数字化、智能化和精准化的基础上，运用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来提高社会运行

和治理效率。
( 五) 数字生态发展走向

任何事物都相互关联，相互依赖，共同构成一个

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数字世界也是一个生态系统，

需要按照生态系统的要求来建设。“数字中国”建

设将给中国现代化强国建设带来更广阔的数字开放

与共享、更先进的数字文明、更丰富的数字资源等。

大数据时代要求数据的开放与共享，正因为开放与

共享才迎来了大数据时代，才形成数字生态系统。

当然，要建设一个良好的未来中国数字生态，就必须

将开放、共享和保护结合起来，因为数据化与数据开

放共享也带来了如隐私、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也

需要数字文明和数字资源利用之间达到辩证统一，

最终营造出一个开放、共享、和谐、友好的数字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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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数字中国”建设将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

生态全方位影响未来中国的发展，对中国现代化建

设意义非同一般，因此，必须抓住这次历史机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首先，“数字中国”作为国家战略将成为中国未

来的信息化发展纲领和行动指南。信息化、数字化

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但如何数字化、信息化，

“数字中国”建设将作为国家战略全面引领中国的

数字化、信息化发展［16］。

其次，“数字中国”将引领中国抓住新一代信息

革命的机遇，实现换道超车。回顾世界历史，不难发

现，任何国家或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抓住了世界的某

种重大机遇。中华民族在实现现代化强国的过程

中，正好遇到了新一代信息革命这百年难得的机遇，

将通过“数字中国”建设来实现换道超车，超越工业

社会而直接进入信息社会。

再次，“数字中国”建设将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

展的重要推手。中国从 2021 年开始将在全面建成

小康的基础上，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

征程。在未来的现代化征程中，数字化、信息化是其

中的重要内容，因此，“数字中国”建设将来必然成

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推手，必将推

动着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向着现

代化的未来前进。

最后，“数字中国”建设将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华民族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继续发

展，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前进，最后实现伟大复

兴。数字化、信息化正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

了历史机遇和技术手段，“数字中国”建设将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是伟大复兴的

重要推动力量。

四、结语

“数字中国”这个概念本来是为了响应国际上

的“数字地球”，从学术界的地理信息系统的纯学术

含义开始，逐渐走向了地方信息化建设实践，并最终

成为了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特别是“数字福建”的

建设具有转折性意义，从此摆脱了国外赋予的狭窄

含义而走上了自然、经济、社会的全面数字化、信息

化。2015 年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直接将

“数字中国”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成为中国数

字化、信息化建设的里程碑［11］。放眼未来，“数字中

国”建设将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诸多

方面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并将指导中国快速走向全

面数字化、信息化的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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