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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正在步入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不

仅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重新塑

造着世界的生产和组织方式。数据作为最新、最

活跃的生产要素，推动着区域经济从依靠城镇化

和本土产业链的传统工业化模式逐渐转向以产业

互联网和数据为基础的数字化模式。数字化转型

已然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经济变革的新趋势。

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

展规划》，提出“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

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要“把握数字化发

展新机遇，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推动我国数字

经济健康发展”。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找到数

字化与共同富裕的结合点，形成以数字化促进共

同富裕的基本理念和方法，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大问题。对作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关键节

点的县域而言，以数字化来培育和重塑县域发展

模式、产业模式和治理模式，自然也成为推进县

域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而这要从都市圈布局、

产业链定位和数字化接入三方面来努力，笔者称

之为县域共同富裕的新“三驾马车”。

区域创新生态：都市圈布局

都市圈是指城市群内以超特大城市或辐射带

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

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都市圈作为跨区域的

空间组合，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在经济生产和社会

生产过程中采用的地理布局模式和发展单元。从

全球分布来看，都市圈在硅谷、多伦多、伦敦、

北欧等西方发达城市和地区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近些年东亚、东南亚及南美等地也出现了以北

京、上海、深圳、新加坡、东京等超大城市为中

心的新兴都市圈，这些都市圈都在很大程度上促

进了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是伴随着现代交通和通

讯的发展，地域间的时空距离缩短，人们的生活

和生产也逐渐突破单一地域，都市圈内的要素实

现了更高水平的自由流动。

中国城市化已经进入都市圈和城市群时代，

都 市 圈 布 局 正 在 加 快 推 进 。 国 家 “ 十 四 五 ”

规划和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发展壮

大 城 市 群 和 都 市 圈 ” ， “ 稳 步 推 进 城 市 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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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市 圈 建 设 ” 。 依 据 《 中 国 都 市 圈 发 展 报 告

（2018）》，中国现有的都市圈大体可以分为

三个梯次，第一梯次为成熟型都市圈，包括长三

角都市连绵区（中心城市为上海、南京、杭州、

宁波）、珠三角都市连绵区（中心城市为广州、

深圳）；第二梯次为发展型都市圈，包括首都

都市圈、合肥都市圈、青岛都市圈、成都都市

圈、西安都市圈、郑州都市圈、厦门都市圈、济

南都市圈、武汉都市圈、石家庄都市圈、长春

都市圈、太原都市圈、长沙都市圈、贵阳都市

圈、南宁都市圈、沈阳都市圈；第三个梯次为培

育型都市圈，包括南昌都市圈、昆明都市圈、

重庆都市圈、银川都市圈、哈尔滨都市圈、大

连都市圈、兰州都市圈、福州都市圈、呼和浩

特都市圈、乌鲁木齐都市圈、西宁都市圈。这些

都市圈对周边地区具有很强的辐射带动作用。比

如浙江所确立的杭州、宁波、温州、金义四大都

市区（都市圈），占全省土地面积79%，集聚了

94%的人口，创造了96%的经济总量。都市圈在

培育新业态方面也大有作为，零工经济就是依附

在此内核中萌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是零

工经济集聚的区域，据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

济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发布的《互联网时代零

工经济的发展现状、社会影响及其政策建议》报

告估算，2019年，零工经济在我国GDP中的占

比为2.64%，预计到2035年，零工经济在GDP

中的占比将达6.82%，对GDP增量的贡献将达到

13.26%。尤其是疫情期间，零工经济进一步发

展，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县域治理研究中心发

布的《“清华-58同镇县域劳动力调查”报告》

显示，疫情之下，31.7%的群体在疫情后开启了

兼职之路，并且在将来，零工经济将会朝着技能

高端化、多样化及灵活化的方向发展。

数字化时代，数字技术和大数据信息为都市

圈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要充分将数字化

和城市圈发展相结合，将数字信息技术嵌入都

市圈发展，充分利用数据这一生产要素来打通区

域屏障，通过建立开放系统、数据共享平台等实

现都市圈内部及都市圈之间的数字协同，建设数

字都市圈。具体而言，数字都市圈要实现数字统

筹，做到分类推进。发展较好的都市圈要进一步

集聚提升，不断联通城市间的基础设施，推进公

共服务网络一体化等，进一步提升城市联通的便

捷性，推动资源在城市群内部自由配置；城郊融

合地区要结合自身特点进行数字化布局，积极承

接都市圈的产业转移，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特色

保护类县域要发掘自身特色，科学定位，实现错

位发展；发展较为落后的县域则要想方设法补齐

短板，缩小与其他区域的数字鸿沟。

总之，在数字化背景下，要综合考量区域空

间、资源和经济水平的特点，整体规划布局，逐

步形成多层级的都市圈加上多个特色县域的发展

格局，实现都市圈之间的高效竞合、有序发展，

带动深处区域创新生态中的县域高质量发展，乃

至实现共同富裕。

产业创新生态：产业链定位

进入数字化时代，如何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来

推动县域产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县域共同富裕的关

键议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

建议》提出，“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需要在供给端和需求端同步发展，要协同消费互

联网和产业互联网，推动整条供应链的数字化。

然而，就当前发展来看，产业数字化多集中在需

求端，如直播技术、电商平台等消费数字平台，

而支持消费互联网运转的基础却是完备的产业互

联网，产品生产、供给、包装和物流等都是关键

性要件。如果一方面缺失，整个产业链就无法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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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运转。为此，要下功夫充实数字化产业基础设

施，搭建一套生产性数字平台，整合上中下游的

生产厂商，以顺利对接消费性数字平台，逐步打

造供应链生态圈。要做到这些，县域就要破除边

界，跳出地域限制，从打造供应链生态圈的角度

进行整体布局，进而推动县域产业升级和共同

富裕。

第一，要明确产业链定位。打造供应链生态

圈的关键在于产业，而产业的形态受制于县域的

区位特征和政策优势，故县域要明确产业链定

位，结合自身优势，积极培育地方产业，逐步建

立有地方特色的产业体系，并进行数字化改造，

建立产业互联网，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

平。以工商业为主的县域，要积极培育新业态，

在推动产业间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同时，逐步推动

重点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探索建立数字化车间、

智慧工厂、智能生产线、云上服务等生产方式。

同时，实行积极稳健的招商引资政策，吸引智能

化、数字化企业入驻，并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

在人力、物力和服务上提供支持。此外，县域政

府要不断完善配套服务措施，降低企业运营成

本，提升企业运营效率，搭建符合县域发展实际

的产业互联网体系。以农业为核心产业的中西部

县域，要充分结合自身区位特征和种植传统来推

动农业生产现代化，分区域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绿色农业、立体农业等，运用农业大数据、农业

数字技术等改造传统农业，进一步发展优势农产

品深加工、农业+特色旅游等，逐步推动农业产

业链的数字化升级。

第二，高度重视引进和培育人才。县域产业

的数字化转型要在人才培育和引进上做文章，因

地制宜地探索和建立人才培育和使用机制，特别

是要重视引进和培育数字技术人才。具体来说，

县域政府可制定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配套的人才发

展规划，支持发展较好的企业进行项目合作，鼓

励和引导县域内优秀的数字技术人才参与支农兴

农项目，在当地开展城乡数字化教育活动，定期

组织当地居民学习电商、直播等互联网技术，积

极培育数字化人才。同时，县域可依托项目平台

开展校地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出台实施引才政

策、建立完善人才输入机制，引进有利于县域发

展的优秀人才，逐步优化县域人才队伍结构。

第三，搭建产业化的数字服务平台。县域要

聚焦数字产业发展需求，针对数字经济发展中存

在的过度集中于消费互联网、多数产业处于价值

链低端、数字“软硬件”失衡及数字服务较为滞

后等问题，着力打造多层级、差异化的数字公共

服务平台，整体布局关键技术平台、资源平台、

科技服务平台等数字经济产业通用型高层次重大

平台。此外，还要加强数字产业的智库建设，为

产业互联网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比如，浙江新昌

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将全国轴承行

业整合在一个平台，实现融资、设计、生产和交

易等环节的一体化，并加快布局建设5G网络，

提升数据运行效率，最终形成“企业化数字改造

+行业平台化服务”的新昌模式。

数字创新生态：数字化接入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深入推进，数据已然作

为新生产要素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不论是数字都市圈，还是产业的数字化转型，都

需要将数字化与传统生产要素结合和重构，推动

形成数字创新生态。创新生态是由多个创新主体

协同互动而形成的相互依赖和共生演进的经济共

同体，其内部复杂的网络结构能够促使资本、信

息、技术和劳动力等实现有效整合，进而创造价

值。在数字化时代，数据不仅重新塑造着创新主

体间的合作方式，而且也推动着创新生态系统内

部结构及合作机制的数字化转型，助力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为此，县域政府要牢牢把握数字化变

革的机遇，深入拓展数字创新生态，不断完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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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掘数字接入场景，充分运用

海量数据，擘画县域地区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人民幸福、治理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实景图”。

首先，完善县域数字基础设施。县域应根据

地方发展特征有序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县

域内整体布局数据中心、5G基站、光纤铺设等

项目，并与相关数字企业合作建立数字产业园，

推进县域生产和生活服务的智能化改造。具体而

言，县域要重点建立数据中心及数据运用平台，

推动县域数据一体化及县域间数据共享，并在

此基础上加快全县域5G基站和网络建设，在商

超、社区、车站、工厂等重要生产生活区域布局

5G基站，并配套相应的网络建设，不断开发数

字终端和数字应用。在县域有条件的地区开发智

能机器人、智慧出行、智慧医疗、无人机等智慧

服务。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县域内“村村通

网”工程，提高宽带网络传输效率，努力实现区

域间数字资源供给平衡。

其次，推动生产数字化。所谓生产数字化是

指将数字技术运用在工业和农业生产中，将传统

的生产过程转化为可度量的数据，再以此为基础

对产品信息、工艺信息和资源信息进行分析、规

划和重组，进而建立适当的数字化模型。对于工

业生产而言，就是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

科技来对工业生产线、运营管理及物流体系进行

智能化重组，进而建立高度机械化和自动化的生

产体系；对农业而言，就是将计算机网络、智能

设备、边缘计算等技术运用到农业生产中，发展

智慧农业，建立农业产业互联网。生产数字化是

现代科技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不仅能够促进各类

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保证生产的精确化和准确

化，极大地降低生产成本，而且也为生产商依托

数据对客户进行分析、消费者通过各类数字接入

设备参与企业生产，进而创造出更高质量的产品

和服务提供了可能。县域地区要充分运用现代数

字技术来改造和重构区域内工业和农业，加快生

产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步伐。

再次，推动生活数字化。伴随着数字化的发

展，数字技术已然渗透到社会生活各领域，不仅

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衣食住行，还不断拓宽和延

伸着人们的新需求，生活数字化转型成为社会

发展的必然趋势。县域要以数字化转型为核心抓

手，充分发挥数字信息技术的基础性作用，建设

一批高水平的数字化应用工程，推动县域居民生

活的数字化转型，进一步释放数字红利，使居民

生活更智能、更便捷、更舒适。前文已论及，生

活数字化的前提是要建设一批高质量的数字基础

设施，在此基础上，还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

算等方式来分析挖掘和精准对接县域居民潜在

的需求，进一步推动“智能+”城镇建设，不断

培育诸如数字商圈、数字健康、数字出行等新业

态和新业务，对县域居民反应一般、体验不好的

业务进行新的应用设计、场景发现和流程重构，

不断提高服务的精准性和多元性。最后，至关重

要的是要着力解决区域间和人群间的数字鸿沟问

题。相较于城市，县域地区数字化水平落后，如

何让越来越多的县域居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

水平的数字化生活，并切实将数字资源转化为

现实生产能力和服务能力，是县域亟需思考的

重要问题。

最后，推进治理数字化。不论是生产数字

化，还是生活数字化都依赖于完善和稳健的治理

体系，这也是县域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县域应

充分发挥数据和信息这些生产要素在县域治理体

系中的作用，用数字化来改造和重构当前治理体

系。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虽然在诸如政务网等

政府治理网络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距离治

理现代化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县域只有与时俱

进，将数字技术和治理实践相结合，建立相对完

善的数字化治理体系，才能夯实数字经济发展的

治理基础，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其

一，县域应继续推进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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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依托这些建设工程将各类治理内容进行数字

化转化，使得政府治理手段和民众的治理诉求实

现精准匹配，更好地为县域居民提供社会公共服

务。其二，逐步建立数据资源体系。数据是数字

治理最为重要的内容，直接决定了政府对县域内

各类事务的了解程度，为此，县域应摸清辖区内

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各类数据，建立数据资源体

系，并构建适当的数据共享机制和接入方式（如

政务微信、小程序、公众号等），逐步引导居民

参与其中、表达诉求，推动实现数字化协同治

理。其三，完善数字政策法规。县域应顺应数字

治理发展趋势，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系，规范

和引导数字治理，保证其运转合法合规，有序配

置数字资源，推动县域善治。

结论与讨论

数字化转型中的县域共同富裕整体上可以分

三步走：第一步，都市圈布局。县域要结合自身

发展特色，主动融入其所在区域生态，依靠其所

属的都市圈进行产业布局，实现有差异的协同发

展。第二步，产业链定位。县域要明确产业链定

位，着力打造产业互联网，建设生产型数字平

台，形成完整的供应链生态圈。第三步，数字化

接入。生产生活数字化的基础是完备的数字化设

备，县域要不断建立和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积累

大量数据资源，摸清县域数据“家底”，以便于

更好地与县域各类主体互动和正确决策，精准及

时地为之提供社会公共服务。需要注意的是，这

三步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先后顺序，而是交叉同步

推进，县域要根据区域特征采纳有利于其发展的

方式，以数字化赋能高质量发展，在数字化发展

中迈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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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ies are profoundly changing and reshaping production and organization in our society, 
and data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of production driving such change. In the era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ounties 
can explore and fully utilize data as a new production factor. This would mean building a new “troika” for county-level 
common prosperity, i.e., linking with a particular metropolitan area, positioning in an industrial chain and connecting 
digitally, so as to reshape the models of county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through the use of 
modern information and digital technologies. Specifically, counties shoul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integrate themselves into 
their regional metropolitan areas to achieve differentiate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ocus on building digital platforms 
to create their supply chains and ecosystems via a strong Internet of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continuously improv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 and expand digital access devices; and depict a picture of county-level common prosperity 
featuring increased production, modernized governance and an affluent and happ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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