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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敏  杨 康

一、发展现状

2021 年，内蒙古自治区高质

量召开了数字经济发展大会，创

新数字经济产业链工作机制，

持续优化政策保障，数字经济

发展动能加速释放，已经成为

全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提质

升级的重要抓手。据中国信通

院测算，2021 年内蒙古数字经

济规模 5014 亿元（数字产业化

规 模 381 亿 元、 产 业 数 字 化 规

模 4633 亿元），列全国第 23 位，

排名上升 3 位 ；增速 17.1%，较

上年提升 7.8 个百分点，列全国第

11 位， 排 名 上 升 16 位 ；占 GDP

比重 24.4%，列全国第 27 位，排

名上升 1 位。今年上半年，数字

经济整体形势持续向好。

（一）数字基础设施规模持

续提升，支撑能力不断增强

网络基础设施快速建设。

二 季 度 新 建 5G 基 站 4300 座，6

月末，累计建成 4G 基站、5G 基

站 11.64 万座、2.75 万座，全区光

缆线路长度达 160.2 万皮公里。

互联网普及率持续提高。6 月末，

家庭宽带接入用户普及率、100M

以上宽带接入用户占比分别达

内蒙古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

77.3%% 和 95.9%，均实现小幅

增长。算力基础设施承载能力稳

步提升。中国银保信数据中心顺

利开工，华为、快手、并行科技

内蒙古算力基地等项目有序推

进，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

乌兰察布市等算力设施规模逐步

扩大。

（二）数字产业化发展势头

良好，引领作用逐步凸显

电子信息制造业增长强劲。

6 月末，全区规模以上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企

业增至 43 家，较上季度增加 3

家。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98.4%。

投资额和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

128%、54.2%，增加值占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小幅上升。

电信业发展持续向好。6 月末，

全区规模以上电信、广播电视

和卫星传输服务业投资增长 2.5

倍，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1%。

按照 2021 年不变价测算，全区

通信业务总量实现 140.4 亿元，

同比增长 21.2%。互联网和相关

服务业大幅提升。6 月末，全区

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

资额和营业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60.5%、101.6%。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平稳增长。6 月末，全区规

模以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

业收入同比增长 17.2%。

（三）产业数字化进程提速

升级，融合作用日见成效

数字赋能农牧业快速发展。

内蒙古土地抵押贷款线上金融产

品暨数字农牧业综合服务平台上

线运行，利用土地确权数据，创

新土地抵押贷款线上金融产品，

解决自治区农牧业融资难、融资

慢、融资贵问题。乌兰察布市内

蒙古田润畜牧有限公司等大型养

殖企业实现数字化智能喂养，推

广牲畜电子耳标，引入牧场管理

软件，实现肉蛋奶产品的质量安

全可追溯体系。呼伦贝尔市莫旗

加快“双保”（保险 + 保价）智

慧农业项目建设，今年扩大种植

面积至 20 万亩，辐射农户 1000

户，实现大豆等农作物智能化种

植、采收、销售。工业数字化改

造步伐加快。包钢、乌海飞狮、

鄂尔多斯伊泰、赤峰朗坤 4 个工

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建设

顺利。包头市稀土新材料工业

互联网体系初步建成，截至 6 月

末，接入 31 家企业、1000 余台

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设备，

摘  要 ：今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多措并举、持续有

力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行动，数字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稳步提升。文章分析了内蒙古数字经

济发展现状、存在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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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人员、设备、能效等 6 类企

业数据采集汇聚，降低了生产成

本，提升生产效率。能源数字

化增效提质。包头、5G+ 无人驾

驶、5G+ 无人采掘等项目加快建

设，截至 6 月末，全区累计建成

智能化采煤工作面 79 个、智能

化掘进工作面 39 个，21 处露天

煤矿开展无人驾驶试验，无人驾

驶车辆达到 200 台。鄂尔多斯市

烨能源瑞光煤矿、伊泰大地精煤

矿率先上线电子煤管票功能，实

现“电子提煤单、电子过磅单、

电子煤管票”三票合一。数字消

费增长明显。东黎羊绒公司等传

统公司转型开拓线上销售渠道，

“直播 +”“电商 +”等智能营销

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据内蒙

古电子商务促进会数据统计，

上半年直播交易额实现 18.4 亿

元，直播观看人次累计近 1.2 亿

人次，累计直播场次达 1.3 万余

场。6 月末，全区实物商品网上

零售额增速扭负转正，同比增长

3.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比重达到7.4%，实现小幅提升。

二、存在问题

从中国信通院测算数据看，

内蒙古数字经济发展仍处中下游

水平，数字经济总量小、层次

低、链条短问题仍然突出，未形

成完整数字经济产业链，产业发

展仍面临系列亟待解决问题。

（一）数字产业化链条延伸

不够

产业结构趋同。虽然自治

区相继出台系列数字经济产业发

展规划政策，但刚性约束不够，

产业要素缺乏统筹，产业结构趋

同，产品及服务特色化、个性化

不足。数据中心盈利能力偏弱。

数据中心建设缺少统筹，仅靠财

政补贴电费和土地出让金等方式

吸引数据中心入驻，上架率低，

规模效应不足。数据中心业务主

要集中于数据存储，高附加值云

计算业务份额较少，本地化结算

率低。链条延伸不够。服务器、

机架等硬件产品制造和数据清

洗、脱敏、建模、分析挖掘等数

据中心上下游企业和项目储备不

足。此外，内蒙古软件信息业规

模偏小、研发实力薄弱，市场竞

争力不足，多数中大型政务信息

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项目，只能

优先购买或外包给实力强大外地

企业，信息软件营业收入业务流

失明显。

（二）产业数字化转型内驱

动力不足

平台支撑能力偏弱。内蒙古

工业互联网平台普及率低，综合

型、区域型、行业型云平台数量

少，多数工业互联网平台由行业

龙头企业搭建运营，其功能更多

满足自身需要，未能将上下游产

业链企业广泛接入，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上云”数量有限。工业

互联网平台标准体系建设滞后。

工业互联网平台数据标准、通讯

标准、技术标准、接口协议等不

统一，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分散在

不同平台，难以实现业务互动和

数据联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难。一方面，多数中小企业存有

转型成本高、业务再造难、试错风

险大等顾虑，存在“不敢转、不想

转、不能转”的难题 ；另一方面，

本地数字化转型服务企业数量少、

实力偏弱，无法满足中小企业数字

化转型个性化、一体化需求。

（三）产业发展政策支撑不

到位

配套政策不够完善。数字

经济领域立法滞后，扶持政策比

较零散，尚未出台数字经济发展

专项政策，已出台的《促进大数

据发展应用若干政策》落实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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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理想，促进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新技术相关政策还是空白，政

策上无法形成推进数字经济发展

合力。专项扶持资金尚未集中管

理。目前自治区投入数字产业领

域的专项资金多数分散在发改、

科技、工信、商务等相关部门，政

府资金导向作用发挥不明显。产业

基金发育不足。金融配套扶持不完

善，产业发展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

三、对策建议

（一）集聚发展特色数字产业

加强园区建设。建议编制

自治区数字产业园区发展规划，

以推动园区建设为抓手，以打造

北方算力保障基地、特色数字产

品制造基地、软件信息和大数据

服务外包产业基地为目标，整合

优化产业布局，集聚发展特色数

字产业。优化数据中心业务结

构。紧抓东数西算契机，建立东

数西算跨区域产业联盟，主动承

接非实时算力业务和实时性要求

相对低的算力业务，提高高附加

值云计算业务份额。延伸产业链

条。建立产业链招商机制，围绕

算力、数字产品制造、软件信息

服务、大数据服务外包等产业缺

失环节和重要节点，有针对性地

开展招商引资、招商引智和孵化

培育，推动数字产业向中高端产

业链延伸。

（二）提升产业数字化转型

能力

加快产业互联网平台标准

体系建设。充分识别建平台、用

平台、管平台等标准化需求，通

过参考架构、接口规范、互操

作和可移植性等标准体系建设，

对平台建设管理提出技术要求，

推动平台业务互动和数据联通，

充分释放产业互联网效益“倍增

器”作用，提升产业效率。提升

本地企业数字化服务能力。加快

软件孵化园区建设，落实落细软

件信息服务业奖补政策，建立数

字化服务产业链供应链企业“白

名单”制度，促进外来企业与本

地企业合作，承接行业数字化转

型项目，快速提升本地企业数字

化服务能力。开展数字化转型

试点示范。聚焦智慧 + 重点行

业、重点领域和重点方向，统筹

推动数字经济试点示范。建设完

善自治区数字应用场景滚动推进

项目库，组织实施一批产业基础

好、带动性强、成效显著的示范

项目和应用场景，每年征集遴选

发布数字化转型创新应用场景建

设需求、典型案例以及优秀数字

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促进数字

技术转化落地和产品服务创新应用。

（三）出台数字经济发展配

套政策

完善政策配套。加快出台

《内蒙古自治区数字经济促进条

例》《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加快推

进数字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等

相关政策，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土

地、电价、税收、人才等配套政

策措施落地，引导资源要素向数

字经济产业快速集聚。强化资

金引导。集中政府分散扶持资

金，设立数字化转型引导资金，

以“试点推广 + 资金扶持”的

形式，将数字化、智能化推广到

实体经济各个领域。加强舆论引

导。加大自治区推进数字经济发

展政策措施、发展环境和重点企

业、重点项目的宣传报道力度，

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积极参

与、协力支持、共同推进数字经

济发展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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