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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中国建设两大基础：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资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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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规模和互联网普及率

网民规模

单位：
万人

互联网用户规模

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79亿人，较2022年12月增长1109万

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6.4%，较2022年

12月提升0.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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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户
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来源：工业和信化部

光纤宽带普及率

截至2023年6月，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的固

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总数达6.14亿户，

较2022年12月净增2468万户。其中，

100Mbps及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

带接入用户达5.79亿户，占总用户数的

94.2%，

5G基站数量

5G网络建设方面。截至2023年7月末，

5G基站总数达305.5万个，占移动基

站总数的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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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窝物联网终端用户数

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单位：
亿户   

物联网终端设备连接数

截至2023年6月，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发

展蜂窝物联网终端用户21.23亿户，较

2022年12月净增2.79亿户，占移动网

终端连接数（包括移动电话用户和蜂

窝物联网终端用户）的比重达55.4%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可以从互联网用户规模、光纤宽带普及率、5G基站数量、物联网终端设备连接数等方面来反映。互联

网用户规模持续增长表明我国在普及互联网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光纤宽带的普及率已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为我国网络基础

建设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国已实现“市市通千兆、县县通 5G、村村通宽带“，覆盖所有地级市城区、县城城区，覆盖

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物联网终端设备连接数呈上升趋势。



数字中国建设两大基础：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资源体系

2022 年我国数据产量达 8.1ZB，同比增长 22.7%，占全球 数

据总产量 10.5%，位居世界第二。截至 2022 年底，我国存 

力总规模超 1000EB，数据存储量达 724.5EB，同比增长 

21.1%， 占全球数据总存储量的 14.4%。我国大数据产业规

模达 1.57 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

数据资源供给能力不断提升

截至 2022 年底，全国已成立 48 家数据交易机构。上海数据交易

所引导 多元主体加大数据供给，积极构建数商生态体系；北京建成

国 内首个基于自主知识产权的数据交易平台，将数据交易全过程 

上链存储，推动实现数据合规流通；深圳数据交易所以深港数 据交

易合作机制为抓手，积极推动数据跨境交易

数据资源流通利用加快探索



数字技术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结合

2022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50.2 万亿元，总量稳
居世界第二， 同比名义增长 10.3%，占国内生产总值
比重提升至 41.5%。
数字产业规模稳步增长，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日
益深化，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数字企业加快推进
技术、产品与服务创新

从 2012到2022 年，我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国际排名
从 78 位上升到 43 位，是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其中
“在线服务” 13 指数排名保持全球领先水平，上海
在全球 193 个城市综合排名 中位列第 10 名，城市数
字化服务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截至 2022 年底，全国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名注册用户超过 10 亿人， 国
家政务服务平台总使用量超过 850 亿人次

数字文化资源不断丰富。全民阅读、艺术普及数字化服务能
力显著提升，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达到5.3亿

在经济方面，数字产业规模稳步增长，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融合日益深化，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数字企业加快推进技术、

产品与服务创新能力提升；在政治方面，数字中国建设使政务数字化，在线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稳步提升；在

文化方面，数字文化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新动力,文化数字化转型加速,网络文化创作活力大大激发



中国数字技术创新能力现状

2022 年， 我国信息领域相关 PCT 国际专利申请近 3.2 万

件，全球占比 达 3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权量

达 33.5 万件，同 比增长 17.5%。信息技术管理、计算机

技术等领域有效发明专 利增长最快，分别同比增长 59.6%

和 28.8%。信息领域研究前 沿核心论文份额和施引论文被

引频次份额位居世界第二，计算 机科学论文被引次数持续

位列世界第一

数字技术创新，是指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而催生出

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过程。数字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的核心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总体态势良好。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存在过热和泡沫化风险，特别在基础研

究、技术体系、应用生态、创新人才、法律规范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值得重视的问题。

数字人才
培育

资助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64 项

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项目 

98 项

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 
2634 项

地区科学基
金项目 262 

项

数字人才培育体系更加健全，引导高校加强数字领域学科建设和专业设置。

2022 年通讯和互联网领域相关。专业毕业生人数达 159 万，占毕业生总

数的 15%，在全部 19个分行业中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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