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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软件行业协会 教育与培训分会 

月度资讯摘编-2024 年 6 月 

 

 进入每年的 6月份，相关研究报告等信息会逐步增多，国内外围绕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等热点方向，都相继推出了研究报告，从产业发展、行业规模、技术趋

势、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多层次进行了总结、分析与预测。6月 30 日，国家数据

局正式发布《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3 年）》全文。这份报告从数字中国发展基

础、赋能效应、数字安全和治理体系、国际合作、形势与展望五个方面，总结 2023

年数字中国建设取得的重要进展，并展望数字中国发展前景。 

教培分会对报告内容进行了整理与摘录，供大家参考。以下内容均来源于网

络公开信息，仅供公益分享与学习，如用于商业用途请联系内容原创方。 

 

1. 数字中国发展基础更加夯实 

1) 相关政策 

i. 中央层面：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

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国家数据局等十七个部门联合印发

《“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财政部出台《关

于加强数据资产管理的指导意见》。 

ii. 地方层面：上海、广东、贵州、福建等地积极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

“数据二十条”，北京市启动运行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区；浙江省发布

实施《数据资产确认工作指南》。安徽、海南、成都、青岛 等 13个

省市制定出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专项制度。 

iii. 新组建国家数据局，统筹推进数字中国规划和建设等工作。 

2) 数字基础设施扩容提速 

i. 网络基础设施进入提速升级新阶段。5G 网络覆盖面更广、技术 更

先进，并加速向重点场所深度延伸。 

截至 2023 年底，5G 基站数达 337.7 万个，同比增长 46.1%；5G 移

动电话用户数达 8.05亿，在移动电话用户中占比 46.6%。 

ii. 光纤宽带网络技术不断升级、服务能力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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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 10G PON端口数达 2302万个，增幅达 51.2%，

已形成覆盖超 5亿户家庭的能力。 

iii. 移动物联网络用户数量持续增加、应用场景更加丰富多样。 

公共服务、车联网、智慧零售、智慧家居等领域蜂窝物联网终端的

规模分别达 7.99亿户、4.54亿户、3.35 亿户和 2.65 亿户。 

iv. 算力基础设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在用数据中心标准机架超过 810万架，算力总

规模达到 230EFLOPS，居全球第二位，算力总规模近 5 年年均增速

近 30%。截至 2023 年底，全国累计建成国家级超算中心 14 个，全

国在用超大型和大型数据中心达 633 个、智算中心达 60 个（AI 卡

500张以上），智能算力占比超 30%。 

v. 应用基础设施水平实现新突破 

截至 2023 年底，5G+工业互联网已覆盖 41个国民经济大类，已创建

示范应用项目超 8000 个，5G 工厂 300 个，重点平台连接设备超过

9600万台（套）。北斗系统正式加入国际民航组织标准，成为全球民

航通用的卫星导航系统。 

“双智协同”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速。开展城市级“车路云一体化”

示范、智能网联汽 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全国建设 17 个国家级

测试示范区、7 个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16 个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

智能网联汽车试点城市。 

3) 数字技术创新活力涌现 

i. 基础数字技术能力持续增强 

2023 年集成电路产量为 3514 亿块。芯片设计整体水平不断提升，基于

X86、ARM、RISC-V、LoongArch 和 SW64等的软硬件生态不断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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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关键核心技术发展迅速 

截至 2023 年 11 月，中国和美国在超级计算机 TOP500 榜单上占据了大

部分位置，其中美国共有 161 台超算上榜，中国有 104台超算上榜。人

工智能核心企业数量超过了 4500家。 

iii. 前沿技术不断取得突破 

量子计算机、新型显示、3D 打印、脑机接口等技术研发进度不断加快。

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搭载的硬件、芯片、操作系统

及应用软件的自主研发进程加快。2023 年，服务机器人产量 783.3 万

套，同比增长 23.3%；3D打印设备产量 278.9 万台，同比增长 36.2%。 

iv. 数字技术创新生态持续优化 

我国已成为全球开源生态的重要贡献力量，源代码贡献量已经达到世界

第二。开源开发者数量已超过 800万，总量和年新增数量均位居全球第

二。 

4) 数据要素市场日趋活跃 

i. 数据产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ii. 数据流量规模持续增长。 

iii. 数据跨境流动基础设施不断升级。 

iv. 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步伐加快。 

5) 数字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i. 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稳步提升 

截至 2023 年 6 月，至少掌握一种数字素养与技能的网民占比达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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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干部队伍数字素养提升工作加快推进 

2023年 6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数字人社建设行动实施

方案》，提出分层级组 织人社干部开展数字化业务能力培训。 

iii. 数字人才培育力度持续加大 

2023 年全国有 6000 多所职业学校开设数字经济相关专业，专业布

点超过 2.5 万个。全国有 90余所高校相继设立网络安全学院，逐步

形成本硕博一体化高水平人才培养模式。 

 

2. 数字中国赋能效应更加凸显 

1) 数字经济发展量质齐升 

i. 数字经济规模持续壮大 

2023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估计 超过 12万亿元，占 GDP比重

10%左右。 

互联网业务收入 1.75万亿元，同比增长 6.8%；软件业务收入 12.3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云计算、大数据业务收入较上年增长 37.5%，

物联网业务收入较上年增长 20.3%， 

ii. 数字消费新动能更加强劲 

连续 11 年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2023 年电子商务交

易额 468273 亿元，比上年增长 9.4%；网上零售额 15.42 万亿元，

近 5累计增长 45.1%，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比达到 27.6%，创

历史新高。 

iii. 数字消费新热点更加多元 

在线旅游、在线文娱和在线餐饮销售额合计对网络零售总额增长贡

献率为 23.5%，拉动网络零售总额增长 2.6个百分点。 

iv. 智能化驱动消费升级 

智能手机、扫地机器人、智能手表、智能音箱、智能语音空调等智 

能产品销量全球领先。 

v. 数字经济投融资增速持续领跑其他领域。高技术产业投资持续向好 

2023 年，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9.9%、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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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制造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同比增

长 9.3%，增速比全部固定资产投资高 6.3 个百分点。 

vi. 智能制造领域投融资活跃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成为投资新晋热点。通用大模型、元宇宙/

数字人、AI 芯片三个细分领域的融资最为活跃，尤其通用大模型的

融 资金额增长较快。 

vii. 数实融合纵深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深化，中小企业数字化

转型步伐加快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规模突破 3.2万亿。2019—2023年，工业互联网

核心产业增加值从 0.87 万亿元增至 1.35 万亿元，带动渗透产业增

加值同期从 2.32万亿元增至 3.34万亿元。 

viii. 服务业数字化扩面提质 

数字化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从 2019年的 15.1万亿元增长到 2023年

的 21.2 万亿元，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从 28% 增至 31%。网约车、网

上外卖、互联网医疗等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截至 2023年底，用户规

模分别达 5.3亿、5.4亿、4.1亿。 

ix. 农业数字化稳步推进 

全国安装北斗终端农机超 220 万台（套），植保无人机总量近 20 万

架，年作业面积突破 21 亿亩次。  

x. “数商兴农”成效显著 

2023 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 2.49 万亿 元，较 2019 年的 1.70

万亿元实现了年均 10.01%的增长。 

xi. 平台经济的作用不断增强 

消费互联网平台交易活跃，截至 2023 年底，商务部重点监测平台

交易额增幅达到 30%。 

2) 数字政务服务提质增效 

面向十四亿多人口和一亿多经营主体打造覆盖全国的政务服务“一张

网”，实名用户超过 10亿人，其中国家平台实名注册用户达 8.68亿人，

政务数据共享服务超 5000 亿次。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发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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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院部门和地方各类资源总数 27667个。国家电子政务外网已打通公安、

民政、卫健、教育等部门的 1000余个数据接口，为 1000余个业务系统

提供数据调用服务，累计调用 140亿次。 

3) 数字文化建设全面推进 

i. 数字文化宣传持续深入，习近平文化思想网上宣传热潮迅速掀起 

网络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数字文化内容海

外传播效果显著。数字文化内容供给扩容增质。文化资源数字化采

集不断加速。数字化让古籍、文物“活”起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

博物馆加快建设。 

ii. 数字文化消费呈现爆发式增长 

截至 2023 年底，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 8.16亿人，比 2022年底增

长 6501 万人，增长率为 8.7%。网民使用率为 74.7%，比 2022 年底

增长 4.4个百分点。全国直播电商销售额达 1.98万亿元，增长 60.6%， 

占网络零售额的 18.3%，直播电商拉动网零增速 7.7个百分点，活跃

电商主播数 337.4万人，增长 164.3%。 

4) 数字社会更加普惠可及 

i. 数字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截至 2023 年 10 月，各级各类学校互联网接入率达到 100%。截至

2023年底，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已汇聚中小学资源 8.8 万条，同比增

长 1 倍；职业教育在线精品课程超 1 万门，同 比增长近 10 倍；平

台累计注册用户突破 1 亿，浏览量超过 367 亿次、 访客量达 25 亿

人次。 

ii. 数字医疗健康更普惠便捷 

截至 2023 年底，互联网医疗用户规模达 4.14 亿人，较 2022 年 12

月增长 5139 万人，占网民整体的 37.9%。 

截至 2023 年 11 月，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用户已超十亿人，医

保平台日平均结算 2800 万人次，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均已支持医保码就医购药，接入定点医药机构超过 80 万家。 

iii. 数字体育发展热度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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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直播用户规模为 3.45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31.6%。启动全民健

身线上运动会，全网媒体传播量 约 48.9 亿。 

iv. 数字人社建设取得新成效 

截至 2023 年底，我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 13.79 亿人，其中 9.62 亿

人同时领用了手机中的电子社保卡，覆盖超 68%人口。 

v. 数字交通新场景层出不穷 

截至 2023 年 9月，我国高等级航道电子航道图覆盖率超过 70%，已

建和在建自动化集装箱码头超过 20 个，超过 3500 公里公路完成智

能化升级改造。 

国内 336 个城市已实现交通一卡通互联互通，网约车平台累计提供

“一键叫车”服务超过 1 亿单，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实现自动

驾驶出行服务准 商业化运行。 

vi. 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更加集约高效 

模型（CIM）基础平台建设向中小城市拓展。城市运行管理“一网 

统管加快实现。 

新技术与城市应用深度融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3年全

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排名中，中国的

深圳—香港—广州集群位列第 2位，北京集群排名第 4位，上海—

苏州集群排名第 5位。 

vii. 数字乡村发展取得阶段性进展，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持续升级 

全国农村宽带用户总数达到 1.92 亿户，全年净增 1557 万户，年

增长率 8.8%。 

viii. 农村数字产业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2023年，全国支持建设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

超 2600 个，脱贫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832 平台”）交易

额超 500 亿元。 

ix. 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设施栽培、 畜禽养殖、水产养殖和种植业的数字化水平分别达到 

41%、32.8%、 16.4%和 21.8%，综合经济效益提高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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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城乡数字化激发融合发展新动能，信息要素流动加速弥合城乡数字

鸿沟 

2023年，我国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83.3%，较 2022 年同期提

升 0.2 个百分点；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66.5%，较 2022年同

期提升 4.6 个百分点。 

xi. 数字技术促进城乡人才和技术双向流动加速 

2023 年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突破 1300万人，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的人超过 15%，且大部分从事农村电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等

新产业新业态。 

xii. 数字技术加快实现城乡资源高效配置 

截至 2023 年 6 月，我国农村在线教育用户规模达到 6787 万人，普

及率达 22.5%；农村在线医疗用户规模达到 6875 万人，普及率达 

22.8%，较 2022年同期增长 0.7个百分点。 

5) 数字生态文明成色更足,数字生态文明发展基础不断夯实，生态数据资

源体系不断完善 

i. 空间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 

ii. 数字生态文明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iii. 数字治理平台建设进度加快。 

iv. 加快实现国土空间规划数字化智能化。 

v. 数字孪生水利 建设实现新突破。 

vi. 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按下“快进键”。ICT 业节能降碳迈上新台阶。 

vii. 数字技术赋能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明显。 

viii. 能源供给加快绿色化转型。 

ix. 绿色化智慧化提升生活品质。 

3. 数字安全和治理体系更加完善 

1) 数字安全屏障更加坚实 

i. 网络安全防护工作更加规范标准细化 

首个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安全保护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关键信

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要求》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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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数据安全规则体系日趋完善，行业领域数据安全规则体系加快构建

中央网信办指导发布《信息安全技术大数据服务安全能力要求》、《信

息安全技术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模型》等一系列政策。以《网络安

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

《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办法》为框架的数据跨境流动制度体系基

本建立。 

iii. 新技术新应用安全标准体系基本形成 

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标准化白皮书（2023 年版）》、《国家人工智能

产业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以及《网络安全标准

实践指南—生成式人 工智能服务内容标识方法》。 

2) 数字治理效能稳步提升 

i. 公共数据治理效能不断提升 

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归集企业登记注册、纳税、水电气费、社会

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缴纳等各类信用信息超过 780亿条，21 家全国

性银行机构与全国融资信用服务 平台实现互联互通。 

ii. 网络平台治理转向常态化 

中央网信办推动出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工业和信息化部推

动完善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体系，累计拦截涉诈电话和短信超 45亿

次，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互联网账号近 2 亿个，封堵关停涉诈域名

和网址超 500万个。 

iii. 技术治理制度更加完善 

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面向机器学

习的数据标注规程》、《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安全基本要求》等，对

人工智能数据标注、语料安全、模型安全等方面提供细化指引。印

发《元宇宙产业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推动建

立安全可信的元宇宙产业体系。 

iv. 基层社会治理增“数”赋“智” 

数字技术创新为基层矛盾化解提供线上解决新模式，形成了一系列

新的基层矛盾治理方法，极 大提高基层矛盾化解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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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领域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1) 积极参与和引导规则制定 

i. 不断提出数字领域国际合作的中国主张。 

ii. 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规则谈判。 

2) 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i. 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ii. 高水平搭建数字领域开放合作平台。 

3) 高质量共建“数字丝绸之路” 

i. 打造“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平台。 

ii. “数字丝绸之路”成果日渐丰硕。 

4) 数字贸易增长势头强劲 

i. 跨境电商迅猛增长 

2023年跨境电商进出口 2.38万亿元，增长 15.6%。其中，出口 1.8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6%；进口 5483亿元，同比增长 3.9%。2023年

跨境电商主体已超 10 万家，建设独立站已超 20 个。参与跨境电商

进口的消费者人数逐年增加，2023年达到 1.63亿。 

ii. 数字服务贸易广度不断拓展 

2023年前三季度，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额达 20259.5 亿元，同

比增长 8.6%，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达 42% 

 

5. 数字中国发展形势与展望 

1) 数字中国发展面临的形势 

i. 从国际形势看，全球数字化变革浪潮涌现 

A. 各国深入推进数字化发展战略。 

B. 国际数字治理合作方兴未艾。 

ii. 从国内形势看，数字中国建设扎实推进 

A. 数字关键核 心技术仍存短板。 

B. 数字化发展水平不平衡。 

C. 数字基础设施有待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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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数字安全风险需高度关注。 

2) 2024 年数字中国发展前景展望 

i. 基础制度进一步优化。 

ii. 数字技术创新实现进一步突破。 

iii. 数据要素价值进一步释放。 

iv.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速。 

v. 数字经济发展动能进一步增强。 

vi. 数字社会获得感进一步增强。 

vii. 数字领域国际合作空间进一步拓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