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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新一轮城市竞争

今年以来，特别是疫情发生后，全国
各地再次掀起了一轮发展数字经济的高
潮，均把数字经济作为“新基建”的主
要内容，同时把数字经济领域的项目、
平台作为工作重点。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定下了今年或是未来三年的数字经济的发展目标和路径。其中，
一些省市的创新提法对宁波也有比较切实的借鉴意义。

2020年，浙江省聚焦政府、经济、社会三大数字化转型，推进数
字科技突破、数字基础设施提升、数据协同应用，加快建设国家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并对各项指标的发展目标进行了细化和量化。

贵州省根据其资源禀赋，将建设大数据中心作为发展数字经济
的重中之重。根据其政府工作报告，今年要建成华为数据中心、
苹果iCloud贵安数据中心、腾讯数据中心二期和腾讯云西南区技
术支撑中心，推进华为产业基地、浪潮大数据产业园等项目建
设，加快建设中国南方数据中心示范基地、数字丝路跨境数据自
由港等等，还将出台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支持大数据
产业高质量发展。

山西则创新性地提出要“加快发展数据采集、存储、清洗、
标注、交易等产业”，有关专家指出，数据清洗、标注、交易将
是未来大数据走向产业化和商业化的必经之路，也是先导性行
业，具有较强的未来属性。

上海市的目标更明确，也彰显了其实力和地位。上海市经
信委副主任张英在近期公开讲话中提到，上海要在今年攻克一
大批5G、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力
争在关键技术、企业竞争力等方面逐步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
水平，培育一批国际行业龙头。

此外，江苏、山东和湖北均在数字经济领域有重大谋划
和布局，并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任务。尤其是疫情期间受影响
最大的湖北省，格外重视数字经济对复工复产的带动作用，
近期专门出台了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明确提出：

要积极支持大数据、物联网、5G、人工智能等新业
态、新技术企业在社会治理、疫情防控、无人物流、远程
办公等领域集成创新和发展壮大；

立足“线上经济”“无人经济”“到家经济”已经到来
的实际，支持发展生鲜电商、在线诊疗、线上教育、网络
视频、数字娱乐、无接触配送等“宅经济”“云生活”消
费新模式；

加强5G网络、数据中心等项目谋划建设，大力推行
网上招商，积极推广网上洽谈、视频会议、在线签约等
网上招商方式。

随着各省市的数字经济发展目标确定，这场城市间的
新一轮争夺战已经打响，谁能成为“先锋”？宁波又能否
在这轮竞争中取得阶段性的发展成果？我们拭目以待！

其次是培育发展数字经济新兴产业
●全面推进《宁波市制造业企业智能化技术大改造行动计划

（2020-2022）》，加大工业机器人普及推广力度，新增工业机器人
3000台以上，打造智能制造示范应用标杆，新建30个数字化车间/
智能工厂，培育发展涉及5G、工业互联网、共享制造等新模式新应
用，积极培育10个市级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推进企业上
云，完成省下达的企业上云任务，培育30家制造业上云标杆企业。

●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实施“5G+工业互联网”试点工程，加快
“5G＋AI＋工业互联网＋安全”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开展“8+1+1”试
点，建设一批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项目。

三是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提升
●持续推进“科技创新2025”重大专项实施，争取立项支持100

个以上的重大项目，争取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产品）100项以上；
●在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方面，力争2020年新增数字经济高新技术

企业100家；
●推进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筹建市级以上制造业创新中心2家，

力争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实现突破。
四是推动数字经济创新能力提升
●推进农业数字化建设。完善数字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大力发展农

村电商，推进农旅结合的电商项目建设。
●在建设数字化标准体系方面，鼓励我市企事业单位在人工智能、物

联网、大数据、智能制造等领域主持或参与国际、国家、“浙江制造”标
准制修订工作，抢占标准话语权。

五是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和平台等“新基建”建设。确保累计建成5G基站

6000个以上，力争达到10000个；持续推进城市骨干网络出口带宽扩容
和网间流量疏导优化，2020年底实现互联网城域出口带宽9000Gbps，城
乡家庭宽带接入能力分别达1000Mbps、500Mbps，持续推进国家北斗导
航位置服务浙江（宁波）数据中心建设。

●推进智慧应用体系建设。加快建设城市大数据中心，启动宁波市大数
据中心建设。启动城市大脑项目一期建设，率先实现各领域智慧应用成果互
联互通和集成展示。推进智慧健康、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旅游、市民
卡工程等一批惠民应用建设和迭代升级。

●加快建设智能港航。推进宁波舟山港码头自动化改造，开展梅山港区智
慧港口建设试点，建设宁波舟山港电子商务平台，推进海上丝路航运大数据中
心建设，建成大数据基础系统，推进海铁联运信息化建设，全年海铁联运量突
破90万标箱。

六是培育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推进创新载体建设、强化数字经济人才引培、推动开放协同合作三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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