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数字经济产业链分析之河南概况

1. 数字经济简介

2016 年，中国成功在杭州举办了 G20 领导人峰会，并在

这次峰会 上首次将“数字经济”确立为 G20 创新增长议程中的

核心议题。峰会上通过了《G20 数字经 济发展与合作倡议》

，数字经济的概念也从此应运而生。 根据《“十四五”数字经

济发展规划》的定义：“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

后的 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

网络为主要载体，信息通信技术融合 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

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

2021 年 6 月 3 日，统计局发布了《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

业统计分类（2021）》，这也是在 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

”以后，我国首次发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统计分类，对相关概

念的 统计范畴得以进一步明确。 在统计局的产业划定中，将

数字经济产业划分为 5 个子产业，分别是：（1）数字产业制 

造业；（2）数字产品服务业；（3）数字技术应用业；（4）

数字要素驱动业；（5）数字化效率 提升业。其中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也即是数字产业化部分）对应了 1-4 类，而 5



 为产业数字化 部分（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是指

应用数据技术和数据资源为传统产业带来的产出增加 和效率

提升）。

2.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概况

2.1.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最新概况

数字经济持续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发挥支撑和拉动作用。

根据信通院数据，2022 年，我国 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50.2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0.3%，高于同期 GDP 名义增速 4.98 个百分点

， 占 GDP 比重达到 41.5%，还在持续提升的过程中。

在数字经济细分市场中，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

基础，而产业数字化正在加速向 千行百业渗透。2022 年，我

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 9.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3%，占 GDP 

比重为 7.6%，与上年提升 0.3



 个百分点；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达到 41.0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0.3%，占 GDP 比重为 33.9%。从历史数据来看，产业

数字化的增速普遍高于数字产业化。

在数字产业化的结构上来看，软化的趋势明显。根据工

信部数据，2023 年电子信息制造业收入 15.1 万亿，同比下滑 

1.5%；软件业务收入 12.3 万亿，同比增长 13.4%；电信业务

收 入 1.68 万亿，同比增长 6.2%；互联网和相关服务收入 1.75 

万亿，同比增长 6.8%。这其中可 以看到，软件产业的占比在

持续增大，软件定义的方式可以实现更多的产品功能向单一硬

件进 行集中，因而软件表现出了更大的增长潜力。

我国第三产业数字化程度远高于第二和第一产业。根据

信通院的测算，2022 年，我国第 一、第二、第三产业数字化

占 GDP 的比重分别为 10.5%、24%、44.7%，第三产业占比最 

高。

2.2. 我国数字经济相关政策

2023 年以来，我国在数字经济领域颁布了多项基础规划

及框架政策，为推动数字经济建设构建了相对完善的政策基础

。2023 年 2 月《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构建了数字中

国 建设的“2522”整体框架；算力方面，2023 年 9 月工信部等

六部门联合印发《算力基础设施 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2023 年 1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部门联合印发

了《关



 于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的实施意见》；数据要素方面，2022 年 12 月《关于构建数据

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颁布以后，2024 年 1 

月国 家数据局为代表的 17 个部门联合印发了《“数据要素×”

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 年)》； 数据安全方面，2023 年 1 

月，工信部等 16 个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促进数据安全产业

发展 的指导意见》，来推动数据安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人

工智能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 暂行办法》在 2023 

年 7 月出台，首次对生成式 AI 研发及服务作出明确规定，确

立了实施算 法备案制。

2023 年 3 月国务院机构改革中组建了国家数据局。在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组建了国 家数据局。国家数据局主要

职责为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

开发 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

建设等。2023 年 10 月，国家数据局 正式挂牌。 高质量发展

目标下，数字经济成为发展排头兵。2024 年 1 月中央政治局

在以“扎实推进 高质量发展”为主体的集体学习中，高度聚焦

在数字化建设的相关领域。同时在 2023 年的中 央经济工作会

议和 2024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发展数字经济”、“深入

推进数字经济创 新发展”的相关表述，并提出“开展‘人工智能

+’行动”，“适度超前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2.3. 数字经济的产业链及竞争格局



从产业链环节来看，我们将数字经济产业分为了上游的 

IT 基础硬件、基础软件、IT 基础 服务，中游的平台服务、应

用软件、安全软硬件，下游的终端设备、行业应用软件等等。

从细分产业的竞争格局上来看： （1）软件产业：在核心

的基础软件层，仍然以微软、甲骨文、IBM 等厂商为主导，

我国 在积极地推动；在应用软件层，金山、用友、金蝶、华

为、华大九天等厂商经过多年 的投入布局，已经形成了对国

外产品（或部分细分应用领域）较好的替代能力；在行业应用

软 件层，我国企业通过本地化的服务和快速的响应能力，满

足了主要的市场需求，但是 B 端市 场总体格局分散，区域性

较强。 （2）云计算产业：市场具有较强的马太效应，市场在

早年拥有阿里云、腾讯云、华为 云、AWS 等头部厂商，但是

随着三大运营商近年来加大新兴业务布局，其对于原有的云计

算 竞争格局已经形成了较大的冲击。 （3）电信产业：国内移

动、电信、联通形成了对国内市场的绝对统治地位，我国 4G

、 5G 基站规模都位列全球首位，同时移动也连续 3 年排名全

球电信运营商第一。 （4）互联网产业：互联网市场整体具有

较强的马太效应，我国互联网行业拥有腾讯、阿 里、字节、

京东、拼多多、百度、美团等知名企业，海外互联网巨头难以

在我国形成竞争优 势。 （5）电子制造业：在中低端电子制造

产业中具有全球领先优势，拥有华为、新华三、中



 兴、小米、联想、浪潮等知名企业。目前我国在集成电

路产业中仍有较大的进口依赖，这其中 在芯片设计、芯片制

造、EDA、半导体设备、半导体材料环节都仍存在卡脖子现

象，知名厂 商包括了华为、海光、龙芯中科、中芯国际、北

方华创、中微、沪硅产业、华大九天等。

2.4. 数字经济产业的区域分布

在数字经济的空间牵引模式方面，整体形成以北京、上

海、深圳等一线城市为轴心的级联 牵引格局。 在数字产业化

方面牵引模式为“一核三极多强”。北京凭借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 务业成为“一核”。“三极”中，上海在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与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均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深圳以电子信息制造业为特色，杭州

也在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力较强。 在产业数

字化方面牵引模式为“两超八极多强”。“两超”中，北京以第三

产业数字化为 主导，上海在第二和第三产业数字化方面实现

均衡发展；“八强”的福州、大连、广州、重 庆、西安、深圳

、南京、苏州对周边形成了较强的牵引带动作用。

3.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趋势

3.1. 算力先行，发展提速 

3.1.1. “东数西算”全盘布局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随

着数据中心规模的提升，数据中 心的耗电、节能、分布、利

用率等问题就进一步凸显，需要从国家角度进行统一规划建设

。 在算力区域规划方面，我国主推的“东数西算”布局方案。“

东数西算”的含义简单来说 就是将东部数据送到西部来进行运

算处理和存储。由于我国数据主要产生于东部经济发达区 域

，过往数据中心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区域，而西部

电力供应充沛，过往通过“西 电东送”满足东部用电缺口。随

着西部绿电装机量的提升，“东数西算”就可以更好地进行绿 

电的使用，为东部解决用电缺口问题，同时通过落地气候适宜

的地区降低数据中心降温能耗。 因此，我国从重大区域发展

战略的层面统筹了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

重点 区域，以及部分能源丰富、气候适宜的地区布局大数据

中心国家枢纽节点。

2021 年 5 月，发改委、中央网信办、工信部、能源局 4 

部门联合发布《全国一体化大数 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算力枢

纽实施方案》，确定了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

渝， 以及贵州、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布局建设全国一体

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而后在 2021 年 12 月到 2022 年 2 

月，东数西算涉及的 8 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和 10 个国家数据

中心 集群全部获批。



2023 年 9 月，工信部等六部门在联合印发的《算力基础

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中提 到“贵州、内蒙古、甘肃、宁

夏等节点推进数据中心集群建设同时，着力提升算力设施利用

效 率”。

2023 年 1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部门联合

印发了《关于深入实施“东数 西算”工程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

算力网的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底，综合算力基础设施 

体系初步成型。国家枢纽节点地区各类新增算力占全国新增算

力的 60%以上，国家枢纽节点 算力资源使用率显著超过全国

平均水平；1ms 时延城市算力网、5ms 时延区域算力网、

20ms 时延跨国家枢纽节点算力网在示范区域内初步实现；算

力电力双向协同机制初步形成，国家枢 纽节点新建数据中心

绿电占比超过 80%。 根据信通院 2023 年 12 月公众号文章，

通过“东数西算”发展战略，我国中西部算力设 施占比已经达

到 41%，占比持续提升。

3.1.2. 智能算力发展加速趋势明显

我国当前正在推动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包括了通用算

力、智能算力、超级算力 3 个类 型的算力一体化建设。根据

《中国综合算力指数（2023 年）》，截止 2023 年 6 月底，我

国算 力总规模达到 197EFLOPS，比上年同期增长 30%，其中

智能算力规模占整体算力规模的比 例提高到



 25.4%，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 45%。 根据 2023 年 9 月

工信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

划》，计 划在 2025 年算力规模超过 300EFLOPS（EFLOPS 是

指每秒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次数），智能 算力占比达到 35%，

东西部算力平衡协调发展。 智能算力加速发展趋势明显，有

望提前完成 2025 年全国的发展目标。根据工信部数据， 2023 

年我国在用数据中心机架总规模超过 810 万标准机架，算力总

规模达到 230 EFLOPS， 智能算力 70EFLOPS，智算比例达到 

30%，智能算力增速达到 70%，对比《算力基础设施高 质量

发展行动计划》中的参考指标和 2023 年 6 月的行业数据来看

，整体算力建设发展超预 期，其中智能算力建设更是呈现出

了加速趋势。



根据 2024 年 3 月的政府工作报告，我国计划“适度超前

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形成全 国一体化算力体系，培育算

力产业生态”，全国的算力建设有望进一步加快。



 作为国内算力建设的重要参与方，我们看到三大运营商 

2024 年的资本开支都呈现出下滑 态势，但是却在积极加大算

力建设的投入。随着 5G 建设渡过高峰期，移动 2024 年计划

算力 投入 1730 亿元，下滑 4%，但是在算力网络投资方面计

划投入 475 亿元，同比增长 21.5%。 电信计划 960 亿元的资

本开支中 180 亿元投入到云与算力，计划智算算力从 2023 年

的 11 EFLOPS 增长到 21 EFLOPS。联通也提出算网数智投资

适度超前，加快布局。

由于人工智能带来的科技变革，国内外科技巨头也都在

加大资本投入，积极进行算力建 设。国内来看，BAT（百度

、腾讯、阿里）三家的资本开支在 2023Q1 见底后逐季提升， 

2024Q1 已经接近 2021Q4 的峰值。国外来看，亚马逊、谷歌

、苹果、微软、脸书为代表的 5 大科技厂商的总资本开支也呈

现逐季提升趋势，已经在 2024Q1 创下历史新高。

3.1.3. 地方算力建设相关政策集中发布

在 2023 年《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关

于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加快 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实

施意见》聚焦算力基础设施，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适度

超 前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的基础上，2024 年各地有关算力基础

设施建设的规划政策也在接连出 台。



从已经出台的省级的算力规划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市

、广东省、安徽省等地对于智算 比例的要求都明显高于全国

总体目标水平。此外，3 月以后出台的省级规划中，都包括了

较为 严格的国产化比例的要求。

3.2. 人工智能引领技术变革

3.2.1. 从 GPU 看人工智能需求的增长趋势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以 8 个 GPU、4 个 GPU 为典型配

置的 AI 服务器需求大幅增长， 导致 AI 算力需求带动下，

GPU 的需求量大幅增长，而以 CPU 为主导的传统服务器需求

受到 挤压。 从全球服务器市场三大服务器厂商财报数据来看

，英特尔的数据中心业务 2022Q2 开始连 续 7 个季度同比下滑

，从 2021Q4 的峰值 73.1 亿美元下滑到了 2024Q1 的 30.4 亿美

元，2024Q1 略有增长 5%；AMD 虽然在与英伟达的竞争中实

力持续增强，但是在 2023Q2、2023Q3 数据中心 业务收入分

别下滑了 11%，直到 2023Q4、2024Q1 才凭借 GPU 新品出货

，实现了 38%和 77%的同 比增速；而英伟达作为 GPU 需求增

长最大的赢家，数据中心业务收入从 2023Q1 的 42.84 亿美 元

增长到了 2024Q1 的 225.63 亿美元，在 2024Q1 仍然实现了同

比 119%和环比 23%的增速。

3.2.2. 大模型推动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对人们的影响持续

深入



深入来看，大模型 AI 给我们带来的潜在影响可以概况成

以下几个方面： （1）技术迭代速度明显加快。以 OpenAI 发

展为例，2023 年初，当 ChatGPT 火遍全网 的时候，市场还在

质疑其对产业影响和商业的落地。到了 2023 年 3 月，GPT-4 

的惊艳亮相 后，科技界全面展开在 AI 布局。而后在 2023 年 

11 月，GPT-4 Turbo 在性能提升同时实现了价格的下降，让人

民看到大模型商业持续落地的趋势。2024 年 2 月，Sora 的发

布在视频生成 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开启了大模型对真实

世界物理逻辑的认知。2024 年 5 月 GPT-4o 发 布，通过文本

、音频、图像的任意组合输入输出，实现了更自然的人机交互

。OpenAI 一直在 以超预期的方式刷新人们的认知，大模型技

术上取得的突破又在快速拉动上层应用的更新，形 成飞轮效

应。（2）算力和电力需求大幅提升。当前以大模型为支撑的

人工智能，是建立在大力出奇迹 的基础上的，也意味着对算

力的需求呈现几何倍的增长。在这个过程中，GPU 取代 CPU 

成 为了数据中心的主流需求，同时带来数据中心设备的全面

升级和对电力需求的全面提升。 （3）带来降维打击，部分行

业和个人竞争壁垒随之消亡。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产业链的旧 

有格局，这意味着原有行业的竞争壁垒的消亡。 由于大模型

的模型智慧来源于对大量带标签的训练数据的认知，因而对 

2C 领域的冲击更 为显著。而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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