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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报》3 月 30 日刊发题为《迎“疫”
而上 数字经济蓄势崛起》的报道。文章称，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全力
以赴，战疫情稳经济形势持续向好，各行各业复
工复产步伐不断加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
疫情大考中，从“云办公”到“云上课”，从智能制
造到5G新基建，从助企业化危为机到赋能现代
化治理……数字化技术的加速应用成为抗疫

“利器”，也在成为新经济增长点。
迎“疫”而上，数字经济新动能加速崛起，彰

显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当前，从中央部委
到地方，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做大做强，通过打造

“新基建”、发展新商业、提升城市治理水平，让
高质量发展步履更坚实、成色更浓。

数字技术赋能
复工复产高效推进

每天清晨，打开生鲜APP买完菜，上个在线
健身课程，听个“云演唱会”，休息之余进入直播
间拼购……这是疫情期间 80 后小李宅居在家
的常态。

在东亚前海证券金融科技部，每个交易日
早上八点到九点，开启多达数十个业务系统并
进行初始化和联调已经成为工作日常。疫情期
间，东亚前海证券90%的会议和培训场景，都通
过腾讯会议来完成。

作为智能移动办公平台，钉钉也在第一时
间推出在线办公指南，并免费开放302人同时在
线的视频会议，助力钉钉平台上 1000万家企业
组织、2亿上班族能够正常开工。

与“云办公”一同盛行的还有“云上课”。2
月17日，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开通，截至3月
24 日，共播出小学、初中、普通高中课程 1917
堂，浏览量累计达到9.94亿次，访问量累计达到
7.75 亿人次，通过平台在线学习的学生累计超
过1.95亿人次。

美团副总裁、美团研究院院长来有为指出，
近年来我国已迈入服务经济与数字经济大发展
的时代。疫情期间，更多居民通过线上电商平
台满足自己的生活服务需求。以互联网平台为
代表的新经济企业充分发挥数据、科技、资本等
优势，孵化出无人配送等新模式，有力地推动我
国服务业供给侧数字化进程。

在制造业一线，以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为
支撑的智能制造，更好地经受住了疫情冲击，复
工复产的速度也明显加快。

来回穿梭的智能 AGV 小车，运输全程自
动化、物料全程不落地的生产现场，不停挥舞
机械手全自动精准作业的智能化机器人，物
料自动识别且自动出库的智能立体仓库……
疫情期间，山东浪潮智能工厂开足马力生产

高端服务器。“由于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较
高，智能工厂的复工进度和效率要远远好于
传统工厂。用工人数至少下降一半，生产效
率却能提高 2.5 到 3 倍。”浪潮集团副总裁孔亮
告诉记者。

不仅如此，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在抗疫中
作用凸显，城市治理体系也因此不断完善。比
如，为实现精准抗疫、有序复工，各地政府和企
业创造性地推出“健康码”。目前，依托全国一
体化政府服务平台共享信息，全国绝大部分地
区“健康码”已可实现“一码通行”。

这些仅是数字技术赋能复工复产的一个个
缩影。以战“疫”为契机，不断挖掘数字经济潜
力，“云签约”“云招标”“云面试”“云会商”“云培
训”等云上协同实践蔚然成风。

西安 91家单位组团“赴”北上广深纳新，云
招聘高层次人才2207名；江西省举办省市联合、
多屏联动“线上”招商推介会，1200余家企业在
线参加，采用 5G 技术多屏联动、达成签约项目
118个，投资总额1933.84亿元；福建莆田市举办

“开放招商”全球云推介会暨招商项目线上签约
活动，共实现线上签约项目 40 个，投资总额
547.6亿元。

在各项政策措施作用下，企业复工复产不
断加快。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
长、新闻发言人毛盛勇介绍，从有关部门发布的
数据来看，除湖北以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复
工率已达95%以上。中小企业复工率也在稳步
提升，工信部对使用云平台的中小企业的监测
显示，截至3月24日，中小企业复工率已经达到
71.7%。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也在疫情期间表现
出了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工信部中小企业局
副局长秦志辉指出，根据统计，湖南、四川等地
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复工率已经达到了
98%以上。

“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复工复产工
作中，我们之所以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效，其中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采用了科学的方法，
成功地应用了新技术，其中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此次疫情
防控和复工复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工信部
新闻发言人、信息技术发展司司长谢少锋表示。

加快化危为机
数字经济新动能崛起

疫情大考之下，数字经济新动能加速崛起，
不仅为抗疫保驾护航，也在成为新经济增长
点。基于数字经济的抗疫实践，已成为一些企
业化危为机、踏上新经济风口的助推器。

苏宁近日启动 315 全民焕新节，2574 场直

播同步开启，超3000万人次在线观看，1小时内
家电销售同比增长 286%。其中，除菌、消毒类
健康家电“热卖”。截至当日 20 时，干衣机、洗
烘一体机销售环比增长超2059%，消毒柜、净水
器等健康电器5分钟售出5万台。

直播带货的火爆只是一例。数据显示，疫
情期间，生鲜电商每日优鲜日交易额约为平时
的四倍；家乐福到家业务订单同比增长 597%；
贝壳找房首个 VR 售楼部开启，融创西安项目
完成了 10 分钟内云销售 1068 套的记录；携程

“景区云旅游”活动开放超过 3000 家景区的近
7000条语音导览产品，活动仅开始一周时间使
用人数增长超过600%。

受疫情影响一度遭遇“卖难”的农产品，也
借助数字技术迅速打开市场通道。

农业农村部日前组织召开的农产品产销对
接视频会商会，组织产销主体视频协商、网络签
约，促成采购量 5.035 万吨，金额达 3.358 亿元。
不少电商平台也致力推动更多农产品“触网”。
2月 10日，拼多多开通“抗疫助农”专区，截至 3
月27日中午12时，已累积售出滞销农产品4300
万单，总计超过16.25万吨，覆盖230多个国家级
贫困县。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说：“虽然疫情对
传统消费和产业造成较大冲击，但压力下也蕴
含巨大潜力和机遇，线上消费和智能经济爆发
式增长，对冲了部分负面影响，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开拓了新空间。”

事实上，以战“疫”为契机，数字经济力量更
加彰显。目前，数字化正加速渗透至设计、生
产、经营、服务等各个环节。协同办公、在线研
发等软件加速推广，无人巡检、无人配送等工业
机器人广泛应用，VR 展厅、虚拟导览成为在线
商务远程展示的重要手段。

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司长伍浩表示，
这次疫情让我们对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与数字
化转型所带来的巨大效益认识更深。“未来一
段时期，数字经济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
重要引擎，各行业各领域数字化转型步伐将大
大加快。”

打造数字经济新引擎
高质量发展步稳蹄疾

放眼全球，世界经济正经历深刻的数字化
变革，从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到营销管理，
数字化已经渗透到产业链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
节，促进经济从主要依靠人力和资本等生产要
素投入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转变。中国正将疫
情冲击转化为经济转型动力，培育壮大数字经
济新动能，加快撬动新基建引擎，激发新经济潜
能，彰显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潜力。

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数字经
济规模预计达 35 万亿元，同比 2018 年增加 3.7
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5.4%。2016至2018年，
数字经济连续3年维持20%以上的名义增速，高
于同期GDP名义增速十余个百分点，为换挡阶
段的中国经济提供了重要支撑。

“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提升资源配置效
率提升，优化经济结构。数字经济是加快产业
升级和经济转型步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有效途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
执行院长盘和林表示。

无论是技术的研发迭代，还是商业模式的
创新，都离不开创新大环境的“沃土”。当前，从
微观端的模式创新、到中观端的产业更迭，再到
宏观端的整体推进，正加速形成一个数字化赋
能创新驱动的全链条、大生态。

近来，从中央部委到地方，频频出台支持举
措打造数字经济新引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会会议强调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进度。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对“互
联网+”、平台经济等加大支持，壮大数字经济新
业态，依托工业互联网促进传统产业加快上线
上云，发展线上线下融合的生活服务业，支持发
展共享用工平台。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高杲表示，下
一步，将加快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
加快培育一批吸纳就业能力强的数字经济产
业，加快改造传统产业，促进平台经济、共享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培育更多的经济和就业
新增长点。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新型技术设施
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工信部数据显
示，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光网城市，4G 基站总规
模达到548.8万个，行政村光纤通达率、4G通达
率超过98%，网络规模全球领先，性能指标也名
列前茅。疫情期间，新建的 4G 和 5G 基站超过
6.3万个，进一步提升了网络能力。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数字经济新型基础设施
研究课题组组长赵国栋看来，大型互联网平台、
网络服务等数字化基础设施经受住了考验，成
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疫情按下了数字经济
发展的快进键。

目前，山东等多地正加快布局以 5G、人工
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
施，持续推动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等传统基础
设施数字化升级，强化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支撑能力和投资拉动作用。

专家指出，我国经济已经迈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要把握机遇，顺势而为，推动数字经济做
大做强，让中国经济更显韧性和潜力，让高质量
发展成色更浓。

据新华社

迎“疫”而上 数字经济蓄势崛起

尽管多国推出经济刺激政策，但市场对新
冠肺炎疫情冲击石油需求的担忧日益加深，加
之石油供应国仍未有控制产量的迹象，国际油
价仍在艰难寻底过程中。新华社石油价格系
统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计价期（3月13日以来），
一揽子原油价格变化率持续在-30%左右的大
幅负值区间波动。

不过，由于本周期国际原油均价低于 40
美元/桶的调控“地板价”，预计 3 月 31 日成品
油调价窗口开启时，国内汽柴油调价将暂停。

根据《石油价格管理办法》，当国际市场原
油价格低于每桶40美元（含）时，按原油价格每
桶 40美元、正常加工利润率计算成品油价格。
这意味着，当国际原油均价低于每桶 40 美元
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不再调整。

截至目前，2020年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已
经历5个调价窗口，为三次下调和两次搁浅，国
内汽、柴油价格每吨累计分别下调 1850 元和
1780元。

为应对疫情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冲
击，多国出台了包括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

政策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例如，美联
储 3 月 3 日和 15 日分别紧急降息 50 个基点和
100 个基点，目前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已降
至0%至0.25%的超低水平；3月23日，美联储宣
布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不
设额度上限，相当于开放式的量化宽松政策；3
月27日，美国最终通过2万亿美元财政刺激计
划。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3月连续两次紧急降
息，将基准利率下调至 0.1%这一历史低位。3
月 12 日和 18 日，欧洲中央银行先后宣布 1200
亿欧元、7500亿欧元的紧急资产购买计划。

尽管这些刺激措施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市场
情绪，但由于全球疫情尚未得到控制，各机构对
今年石油需求的预期仍然被不断下调，二季度
全球石油需求同比降幅超过1000万桶/日的预
测在增多。同时，目前沙特、美国、俄罗斯等主
要产油国就限制产量达成协议的进展有限。

国内批发市场方面，由于国内企业复工
复产有序推进及春耕春种开启，加上“地板
价”触发稳定了下游零售价格预期，前期快
速下跌的国内批发价格在本周期逐步走稳，

并在近几日出现回升。
由中国经济信息社、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

究院、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联合发布的中
国汽、柴油批发价格指数显示，3月 27日，全国
92#汽油、柴油（含低凝点）平均批发价格分别
为5365元/吨、5428元/吨，较3月18日（上轮零
售价调整后首个工作日）分别下跌 107 元/吨、
36元/吨。

值得注意的是，物流、工矿、基建恢复以及春
耕春种启动对柴油消费的提振作用明显，而居民
出行仍然谨慎，近期柴油价格表现强于汽油，自3
月19日起中国汽、柴油批发价格指数再次出现了
汽油价格低于柴油的“汽柴倒挂”现象。

短期来看，“地板价”机制触发后国际油价
波动对国内市场影响有所减弱，国内供需的影
响将占据主导。需求方面，国内疫情防控形势
继续向好，汽、柴油需求逐步回暖；供应方面，
炼厂开工逐步恢复，但国际疫情蔓延抑制了成
品油出口，国内销售压力有所增加。整体来
看，预计国内批发行情将呈现稳中波动态势。

据新华社

国际油价仍在艰难寻底
国内调价将因“地板价”机制暂停

3月30日上午，在“沈北新区2020春季重点
项目开工仪式”上，沈北春季新开工29个项目，
同比增加10个、增长53%，总投资351亿元。

5 月底前还将有 65 个项目开（复）工，预
计上半年可实现开（复）工项目168个。

今年，沈北新区计划开（复）工亿元以上
项目 210 个，一季度已实现开（复）工项目 96
个，同比增加62个，增长182%。其中，新建项
目10个，重点包括总投资79亿元的沈北万达
广场、2.5亿元的沈阳明禾飞机发动机零部件
等项目。续建项目86个，重点包括总投资20
亿元的中南高端智能制造、5.9亿元的伊利东
北酸奶生产基地等项目。

年初以来，沈北新区坚持“两手抓、两手
硬、两手赢”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项目为王”
的工作理念，紧紧围绕农产品精深加工、高端
装备制造、文化旅游三大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强化产业链招商，着力建链、补链、延
链、强链，深入开展“万人进万企”活动，实行

“拿地即开工”政策，以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助
力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实现良好开局。

现场，沈北新区区委书记闻然在致辞中
介绍，沈北新区将一如既往地当好“项目管
家”，持续深入开展“万人进万企”活动，落实
各类产业政策，全力帮助企业破解发展建设
中的各类问题。 辽沈晚报记者 王月宏

总投资351亿元
沈北春季新开工29个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