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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正式提出了“数字经济”的概念。 数字经济的兴起为促进实体经济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 为推

动四川民族地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拟通过分析二者融合现状,找出其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推动当地数字

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路径,希望能够助推实体经济转型,为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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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hina
 

has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 digital
 

economy" .
 

The
 

rise
 

of
 

digital
 

economy
 

has
 

injected
 

new
 

energy
 

into
 

the
 

prosperity
 

of
 

the
 

real
 

econom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in
 

ethnic
 

areas
 

of
 

Sichua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ir
 

integration,
 

finds
 

out
 

the
 

problems,
 

and
 

then
 

proposes
 

the
 

way
 

of
 

promoting
 

a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local
 

dig-
it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so
 

as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al
 

economy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thnic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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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中国十分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2016 年 G20 杭

州峰会首次提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理念,2017 年数

字经济首次被写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2018 年中国

政府工作报告也多次提到数字经济、互联网+、信息

化、智能制造等相关内容[1] 。 党的十九大报告专门

提到“数字经济” “数字中国”。 此后党的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

出,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发展制造业为重点,
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国务院

还印发了《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等文件,指明数

字经济要与实体经济结合起来,推动国家经济有效

运转和高质量发展。
四川省委、省政府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探索以

数字经济促实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先后组织发布

了《2019 四川经济展望》《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

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 《四川省经济和信

息化助推乡村振兴工作方案(2021—2025 年)》等系

列文件,均指出要从着力推动数字产业化建设、加
快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深化拓展融合应用场景以及营造数字经济良好

发展环境等方面来探索四川省数字经济与实体经

济融合发展路径,这些政策和规划将对民族地区经

济跨越式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川省有关数字经济的发展规划为民族地区

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供了宏观指

导,但对于实现二者深度融合的具体措施并未讨

论,且现有文献也较少涉及。 文章使用文献分析方

法,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阐述民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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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现状,分析民族地

区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并根据现有问题,着重指

出民族地区现有特色优势产业以及与数字经济可

能的结合点,进而提出促进二者深度融合的具体对

策和措施。

二、四川民族地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

发展现状

　 　 四川省是一个拥有 55 个民族的多民族大省,四
川民族地区位于该省西部,主要指“三州”(即:甘孜

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

州)和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北川羌族

自治县及周边地区[2] 。 由于其所在位置为青藏高

原东南端,在此范围内,基本都属于高山、高原、峡
谷地貌,是典型的山地经济发展区。 目前,民族地

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已经取得了以下

成绩。
(一)数字产业化:四川民族地区发掘新的经济模式

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

　 　 数字经济是对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的延伸和

发展,通俗地说就是通过互联网和通信技术将知识

和信息等无形产品进行数字化交易、交流、合作的

一种新的经济形式[3] 。 而当这种经济形式成为能

够持续产生效益和利润的产业链条时,它就变成了

一种新的经济产业,也即数字产业化过程。 数字产

业化对于推动第四产业发展,提升生产智能化和自

动化水平,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键作用。
四川民族地区积极推动当地数字经济产业化

繁荣发展。 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甘孜州投入

了大量资金,取得了十分喜人的成绩。 改革开放以

来,甘孜州先后开通了 3G、4G 移动通信网络,到

2020 年,全州 18 个县(市)主城区开通 5G 网络并建

成 145 个 5G 基站和 10
 

755 个通信基站,所有行政

村移动通信覆盖率和光纤宽带率达 100%,互联网

普及率达到 65%,实现了“万物互联”。 为赶上全国

经济发展的脚步,甘孜州大力培育数字电商新业

态,鼓励电商企业发展壮大。 目前全州电商企业半

年交易总额近 22 亿元,为全州共 9. 55 万人提供了

就业机会,金融业存款余额达 804. 8 亿元,呈现出蓬

勃发展景象。 阿坝州为完善全州网络基础设施,引
进了移动、联通、电信、铁塔、国网等多家通信分公

司,这对于建成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化的阿坝州,
实现全州网络全覆盖起到了关键作用。 此外,阿坝

州新型服务业在全州 GDP 总量中占比越来越高,其
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比年均增加 10. 3%,金

融业营业总额年均增长 10. 2%,信息传输、软件业

投资服务半年增长 913. 1%,化学制品、有色金属矿

采选业等保持净增长。 凉山州自 2018 年起就开始

组织推进网络覆盖工程,凉山州发改委统计数据显

示,全州所有村镇级单位的光网覆盖率 100%,无线

网覆盖率 80%。 同时,凉山州西昌市还率先开通了

5G 基站,实现百个 5G 基站建设和西昌主城区的 5G
网络全覆盖。 另外,凉山州采取“网红+直播+消费

帮扶”的物联网营销模式,带动凉山州新经济业态

繁荣发展。 仅 2021 年上半年,凉山州就实现网络交

易额 46. 07 亿元。 凉山州大力推进数字服务业变

革,各部门牵头制定电商、金融、康养等新型服务业

推进方案,先后建立了大凉山电子商务产业园(达

达云商、金雕实业等大型企业以及各类中小型服务

业)、淘宝特色中国凉山馆、省级现代物流试点示范

园区、各类内外资金融机构以及数字康养项目等业

态和经营模式。
相比之下,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

北川羌族自治县尽管位于“三州”周围,其自然条件

和资源却相差不少。 即便如此,在党和政府的扶持

下,“三县”也不断开展新基建建设、打造电商产业、
开展文化交流、改革发展金融业,为全区经济的数

字化进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二)产业数字化:四川民族地区充分运用数字技术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

　 　 所谓产业数字化,是指将现代数字化技术应用

到传统产业以增加产出和提高效率的过程。 这个

过程对于调整产业结构比例,促进传统企业转型升

级,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意义重大。 四川民族地区适

当运用这一技术,基本完成了转型任务。
在推进地方产业数字化的进程中,甘孜州大力

开展“互联网+”模式,针对当地实际情况,推广“互

联网+旅游”的营销模式,以“甜野男孩丁真进入大

众视野”为契机提出了“全域旅游”,让甘孜的格萨

尔文化、锅庄文化、茶马文化、宗教文化等一时火遍

全球。 仅五一黄金周五日就接待游客 114. 62 万人

次,实现收入 12. 61 亿元,甘孜人民充分体验到数字

经济带来的经济效益。 甘孜州农业落后,州政府就

带头引进阿里巴巴等十余家龙头企业,带领群众掌

握现代数字化农业应用技术,着力打造智慧农业园

区。 此外,甘孜州政府还助力“水电消纳产业示范

区建设”“大数据产业”“氢能产业”等数字经济高质

量发展。 阿坝州基于地域特色,积极开展“互联网

+”模式发展全境旅游,涉及“互联网+数据分析”
“互联网+智慧景区” “互联网+全域咨询”以及“互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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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文旅龙头”等数字经济模式,建立数据管理系

统,让游客通过微信、PC 端就可以享受到全方位的

服务与咨询,构建起全州旅游的服务平台,阿坝州

85%以上景区实现了信息联网,数字旅游模式给阿

坝州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阿坝州还不断推进教

育信息化建设,建立良好的网络学习空间,设置网

上课程,全州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达 100%。 目前

全州的数字化产业涉及医疗、社保、法律咨询等各

个方面,覆盖率达 98%。 此外,为推进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全州经济高质量发展,凉
山州还计划发展并推广数字农业,利用电子科技大

学和州农科所培养出一批数字农业研究的人才队

伍,打造“1+11+N”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区,运用大数

据、遥感等技术,加快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的数

字化发展模式以弥补凉山州农业数字化的空白。
此外,2020 年凉山州分别签约了永郎云计算中心数

据服务基地项目、德昌县水电消纳示范区项目、宁
南县弃水电消纳产业园云计算与制氢一体化项目、
冕宁县弃水电消纳产业园云计算数据项目等 5 个大

数据中心项目,为当地医疗、金融保险、农业及生物

制药、冶金材料等方面提供大数据支持和运算,建
成后年产值在 3 亿左右,这将为全州经济带来巨大

贡献。 与此同时,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

县和北川羌族自治县积极追赶数字经济的步伐,运
用“互联网+”商业模式促进县域数字经济,组织金

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实践,引进各大银行和通信公

司投资设点等,为三县的实体产业发展提供了优越

条件,有利于更好地将数字化技术融入县域实体企

业,促进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使得民族地区经

济总量连年攀升,产业结构由原来的二产为主转变

为以三产为主、一产和二产为辅,同时兴起第四产

业(又叫“数字产业”,指除“克拉克大分类”之外的

经济形式,是对三大产业的延伸)。 这一变化(表

1),既带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传统企业顺利转

型,也一定程度上减小了其与全国及四川省经济发

展的差距。

表 1　 地区生产总值对比

年份
GDP / 亿元 民族地区四大产业产值 / 亿元

全国 四川省 四川民族地区 一产 二产 三产 四产

2015 686
 

255. 70 30
 

342. 00 1
 

900. 50 358. 70 854. 40 579. 40 108. 05

2016 743
 

408. 30 33
 

138. 50 2
 

031. 60 384. 10 770. 20 　 631. 20 116. 70

2017 831
 

381. 20 37
 

905. 10 2
 

167. 70 404. 20 745. 00 　 766. 30 125. 30

2018 914
 

327. 10 42
 

902. 10 2
 

272. 00 438. 50 856. 70 　 820. 20 156. 60

2019 988
 

528. 90 46
 

615. 80 2
 

627. 80 501. 20 871. 90 1
 

208. 50 173. 10

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四川统计年鉴》。　

三、四川民族地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

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区域间缺乏经济合作,民族地区经济落后

四川民族地区位于川、滇、藏三省交汇处,“长

江经济带”所经之地,靠近“成渝双城经济圈”,具有

天然的区位优势。 但实际上,一方面由于该地区主

要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存在文化和地域差异,且区

域经济联系不足,使得民族地区实体经济产业外部

市场狭小。 数据显示,2019 年民族地区进出口贸易

总额 9. 47 亿元,约为全省进出口贸易总额的 1%;另
一方面,由于地区经济滞后、科技实力不足、人才数

量不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等(表 2),民族地区

没有足够的能力承载和应用外部先进的数字化技

术;截至 2020 年底,民族地区 (尤其是甘孜州和

阿坝州)生产总值总量始终处在全省末位。目前民

表 2　 2019 年四川省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各项指标对比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四川省
四川民族

地区

经济发展

人均 GDP / 万元 5. 57 3. 45

城镇化率 / % 53. 79 37. 19

地区合作贸易额 / 亿元 985. 05 9. 47

人才科技

科研收入 / 亿元 79. 2 2. 12

科研机构数 / 所 256 8. 3

科研人才数 / 人 91
 

965 708

基础设施

公路营运里程 / 万公里 33. 7 7. 58

互联网平均用户数 / 万户 499. 8 248. 18

邮电业务收入 / 亿元 5
 

602. 8 401
注:数据来自《四川省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凉山州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阿坝

州统计年鉴 2020》《甘孜州统计年鉴 202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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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地区已有的合作项目中,阿坝蔬果畜禽产业、甘
孜生态文旅产业以及三州地区的清洁能源和矿产

业等对外合作能够有效拉动全州实体经济的增长,
而全州的“互联网+”产业、通讯业、大数据产业园等

数字化产业建设及其与实体经济的合作建设仍有

待加强。
(二)区域特色产业优势不突出,与数字化结合不

紧密

　 　 目前四川省创新示范高地主要集中在以成都

市为中心的区域,且部分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和新

型技术项目承接地大多放在宜宾、内江、自贡等中

心城市,川西、川北民族地区除凉山州率先建立 5G
基站外,其余地区掌握的大数据、互联网资源十分

缺乏,人才、资金等资源也主要集中在四川省中东

部地区,民族地区数字产业发展乏力,动力不足。
而作为民族地区极具地域特色的实体产业,如阿坝

州的藏药产业和藏牦牛产业、凉山州的新型旅游业

和康养业以及甘孜州的清洁能源产业和绿色矿业

等由于生产链条不成熟、产品深加工不到位、储存

不当等各种原因使得特色产业缺乏吸引力,无法满

足大众需求;更重要的是由于民族实体产业与数字

化技术结合不紧密导致宣传不足、销路不畅。 这样

一来,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优势就无法显现出来。
(三)三大产业数字化水平较低,产业升级缓慢

就地势与气候而言,四川“三州三县”地区高山

峡谷交错分布,气温昼夜温差大,适合种植各季瓜

果蔬菜等农副产品,但作为“川南粮仓”的凉山州和

“全国五大牧区之一”的阿坝州与甘孜州实际农业

生产总值只占到四川省生产总值的 5. 2%,农业开

发不够。 此外,甘孜州对铅、锌、铜等金属矿和非金

属矿产开采量大,而对电力、热力、水力等清洁能源

工业的开发力度不够,且存在工业市场不开放、资
金支持不足等问题。 另外由于民族地区具有闭塞

性,使得地区内部无法引进先进的工农业生产技

术,缺少人才力量支撑等等。 目前民族地区传统服

务业比重过高,整体竞争力不强。 高附加值和知识

密集型为主的信息技术服务业、通讯业、互联网电

商和物流等企业数量不多,发展相对滞后。

四、四川民族地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

发展的路径

(一)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

随着 2020 年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完

成,以三州三县为中心的四川民族地区也已全面脱

贫,整个民族地区通信、道路交通、住房、人们生活

等方面得到了全面改善和提高,地区经济水平与四

川省整体发展水平差距不断缩小。 在这种情况下,
促进地区间经济合作[4] ,实现帮扶共赢就显得极为

关键。 四川省在加入“一带一路”倡议规划后,成为

西部对外贸易总量最大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也
是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撑,发展潜力最大。 在此背

景下,四川民族地区也会大大受益。 为了让四川民

族地区更好地融入四川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环

境,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落实:
1. 依托“一带一路”倡议规划优势,发展国际经

济贸易。 “三州三县”地区可以依托 G318、G317 等

国内和国际交通干线,发挥“川滇藏结合部”的区位

优势,占据庞大的国际国内市场,依靠电商网络推

进民族特色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利用互联网等渠道

宣传和推广当地文化旅游产品,推动产品数字化,
提升产品知名度, 并将信息动能转化成经济动

能[5] 。 比如:根据民族地区的区位特征,结合川藏

铁路、成渝铁路、成昆铁路等交通系统,建设甘孜州

“三环一带两湿地”文旅结合特色游览区,打造“数

字+清洁能源产业、数字+绿色矿业、数字+中藏医药

业”以及手工艺文旅融合示范区,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等先进的数字技术将民族地区产品及服务

传到孟尼印缅南亚国家和中东国家等“一带一路”
沿线地区, 促进大区域合作和数字经济的广泛

流动[6] 。
2. 依托“成渝双城经济圈”战略规划,发展邻近

地区经济贸易。 根据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四川

省与重庆市合力打造连接成渝两地、带动中间区域

的“成渝双城经济圈”,凉山州在争取宜西攀路段高

铁,建设 6 座通用机场之后,需着力建设以凉山为中

心,面向川、滇、藏及其他地区的完整道路交通体

系,编制“交通+旅游”建设规划,利用大数据技术与

交通系统深度融合,发展智慧交通,带动以西昌市

为中心,辐射各县区的彝族特色文旅中心和建立以

会理为中心的凉山州南部“六大中心”城市,推动凉

山州“交通+旅游”式经济发展。 甘孜州要继续加快

建设省级水电消纳产业示范区,推进康定、泸定、九
龙、丹巴、乡城、雅江、得荣分布式数据产业示范点

建设,推进与川内其他地区的数字产业合作。 阿坝

州则需着重依托靠近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区位优势,
利用电商和物流系统,将自身打造成为成渝地区的

“菜篮子”“果盘子”“肉铺子”,向其输出牛羊(禽)、
藏猪、特色水果和高原果蔬特色产品。 继续完善阿

坝州水电消纳产业等的示范园建设,打造“互联网+
工业”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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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托“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发展东西区域

经济贸易。 四川民族地区一直都是全省经济最落

后的地区,为改变这种状况,四川省提出了“一点、
一圈、两片、三区”的发展战略,以成都为中心,重点

发展攀西、川东北(阿坝州和甘孜州)、川西(凉山

州)地区,促进省内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在国家实

施“长江经济带”战略[7]后,四川民族地区作为长江

上游流域,可以借助长江水道的独特优势,通过“互

联网+”渠道实现与沿江省份的互联互通,向沿线地

区推广区域特色文旅产业、特色工农业、新型服务

业、先进的 5G 通信技术以及大数据技术等。
(二)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产业,强化民族特色产业与

数字技术深度融合

　 　 四川省自 2004 年成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以

来,就一直是引领西部经济和科技发展的 “ 排头

兵”,其高新技术收入占全省生产总值比重连年攀

升。 作为全省经济最落后的地区,四川民族地区必

须加快脚步,争取不断缩小其与省内其他城市的差

距,大力发展数字产业。 要促使甘孜州加快建设云

计算大数据中心和数字孵化中心,推动“区块链+项
目”应用,开展数据交易规模化服务,加快发展数字

新业态,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 鼓励凉山州基于现

有优势,持续强化 5G 通信设施建设,应用于实时直

播、远程医疗、网上办公、在线教育等“云上”经济活

动,并推广运用到全州经济社会各领域,以更好实

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此外,要发挥好“三州三县”特色产业基地的优

势,使其与数字技术充分结合,打造民族地区数字

化特色产业基地,实现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凉

山州应结合地区金融政策,适度发展信贷、保险等

数字业务,为农牧产业提供发展资金,助推土豆等

特色农牧产业基地建设;结合“交通+旅游”消费模

式,打造全州交通网络体系,促进数字化旅游模式

形成,进而带动地区贸易合作,把凉山州建设成为

集旅游、农业采摘和康养于一体的产业集群[8] 。 阿

坝州应针对自身情况科学定位,结合“互联网+电

商”,线上销售蔬菜、瓜果、牛羊肉、食用菌类、藏药

等农特产品,并对产品进行深加工,形成品牌效应,
建设现代农牧业品牌基地。 另外,基于阿坝州现有

的古村落文化群,可以运用“互联网+旅游”模式打

造古村落旅游网站,尝试发展线上古村落旅游。 甘

孜州要继续推进清洁能源基地建设,重点围绕“两

江一河”水能和光伏开发,构建清洁能源发展新格

局。 继续开发金属和非金属等矿产资源,打造绿色

矿业;同时积极培育制氧(氢、氮)等新型产业,加快

实现动能转换,构建甘孜新工业体系。
(三)推动传统三大产业和特色民族产业的数字化

升级

　 　 “三州三县”地区位于四川西部、西北部,即金

沙江、雅砻江流域,拥有丰富的水源和其他资源,为
当地发展农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推动“三州

三县”区域数字农业的发展,就要在立足乡村实际

情况的基础上,加大资金和数字技术投入,如:加强

农业信息监测、发展智慧气象、线上推广种植养殖

技术等综合信息服务,健全农业农村金融服务体

系,搭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统筹整合涉农资金,培
育和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确保集体经济保值增

值等。 在工业上,要加大资金投入和推进科技创

新,依托四川省创新高地的优势,利用已建和在建

的清洁能源基地、金银铜锂矿产基地、民族服饰和

唐卡类手工艺品基地的开发,建成“工业+旅游”一

体化基地,同时依托基地承接高新技术产业转移,
发展壮大新能源、新材料等高端制造业,实现发展

数字工业的同时加强外部联系。 服务业领域则需

要更多地应用数字技术,其中最基本的是构建当地

的交通和通信网络,搭建起民族地区内部及其与外

界的经济平台,推动现代服务业向数字化转型。 根

据实际情况,以川藏铁路、成渝铁路、宜西攀铁路、
沿江水路等各类海陆空交通为基础,打造覆盖全

州、全省甚至全国的道路网络,同时借助抖音、微

信、微博等“云消费”模式,带动民族地区特色餐饮、
服饰、文旅基地、康养医疗、知识信息、线上金融等

产业的数字化发展,尤其是打造别具特色的区域性

“数字+文旅”服务业,带动当地经济的快速进步。
综上所述,“数字+实体”经济模式已经成为加

快提升地区经济总量、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

途径。 四川民族地区应主动谋求与其他地区的经

济合作,逐步消除因文化和地域不同而较少享受数

字资源带来的不利影响;必须缩小数字经济在实体

经济产业结构中的投入差异,更多发挥其在农业、
工业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必须加大投入,促进数

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更好结合,以数字技术带动实体

产业实现现代化转型,同时以实体产业促进数字经

济的不断升级。 推进民族地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既有利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建设富裕

四川,又有利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数字中

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因此促进民族地区数

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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