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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 0867号建议的答复意见

王华民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促进北京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中建议

在数字经济产业政策体系完善、数字经济示范区打造、“北京数字经

济发展促进条例”出台、数字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工业互联网发

展、数字经济交流平台搭建等方面加强工作。这些判断和建议都非

常具有指导意义，经认真研究，现将我们前期开展的工作及下一步

措施答复如下：

一、前期开展主要工作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我市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具体行动，是疏

解减量背景下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也是构筑未来竞争

新优势的战略先手棋。我市牢牢把握数字经济战略机遇，按照市委

市政府决策部署，组织制定《北京市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

杆城市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打通数据生成—汇聚

—交易—消费—应用全链条，以数字城市基础设施为先发引擎，以

数据资产为核心资源，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推动力，培育数据驱动的

未来产业，形成开放领先的新型数字社会生态。

一是完善数字经济创新体系。把培育标杆企业、壮大市场力量

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工作目标，围绕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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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数字技术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融合，统筹支持传统企业数字化

转型和数字技术企业发展，孕育形成技术创新型、数字赋能型、平

台服务型和场景应用型等不同类型的标杆企业，把创新优势转化为

产业优势和市场优势。

二是支持朝阳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推动朝阳区开展跨境数据

流动试点，支持朝阳区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建设项目建设，

重点支持北京传福云溪科技有限公司阿里巴巴科创中心建设项目、

朝阳区数字经济算力中心、数据交易系统建设项目等在朝阳区开展。

三是编制《北京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草案）。按照市领导关

于数字经济立法工作的总体部署，《北京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列入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2021年立法工作计划，目前，我市已起草完成《北

京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草案）、《<北京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立

项论证申请报告》等全部立项论证材料，正在走报审程序，报市司

法局审查。完善数据安全体系建设。我市发布《北京市公共数据管

理办法》，制定公共数据的采集、汇聚、共享、开放和监督考核等数

据管理流程的规则和制度。研究制定《北京市数据分级分类指南（试

行）》和《两区试点企业数据安全能力评估测试办法（试行）》等制

度文件，引导构建基于数据的安全管理体系，全面提升数据安全保

护水平。数据安全监管方面，依托专业技术力量，结合年度重大网

络安全保障任务及网络安全责任制检查，通过远程、现场等方式，

针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重要业务系统开展网络安全检查，立足

于发现和消除数据安全隐患，提升数据安全防护水平。

四是加强金融服务支撑。拓宽科创企业融资渠道，扩大信贷融

资规模。不断提升科创企业贷款投放额，2020 年全年，我市银行对

科创企业贷款投放呈现“量增面扩”，辖内中资银行累计向北京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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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产业发放贷款5580.6亿元，同比增长20%；惠及企业16487

户，同比增长27%。持续推进“畅融工程”银企对接活动，截至目

前，已累计举办143场，对接企业5300余家次，参加人数超过13700

人次。引导在京金融机构加快完善科创服务，鼓励引导商业银行支

持中小企业以知识产权等动产和权利进行担保融资，2020年累计发

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17.40亿元，同比增长67.63%；累计发放贷款

户数288户，同比增长47.69%；贷款平均利率为4.60%。

五是推动工业互联网建设。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启动试

运营；顺义区、海淀区、朝阳区、石景山区联合成功入选工业互联

网领域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3家北京龙头企业的工业互

联网平台入选工信部十大跨行业跨领域平台，服务企业近200万家。

建设跨行业、跨领域综合性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由东方国信牵头

建设的北京市工业互联网平台，汇聚赛迪、中信云网等软硬件企业

的专业优势，结合中航华通、首钢股份、冠捷科技等生产企业，建

设涵盖设计、仿真、生产、管理和服务的工业全生命周期的工业互

联网平台。支持协同布局以京津冀工业互联网为重点的应用场景，

赋能津冀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六是搭建数字经济交流平台。推动成立北京信息化和工业化

融合服务联盟、北京工业互联网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联盟、北京

信息消费共同体、中国工业技术软件化产业联盟、中国工业电子

商务创新发展联盟等社会组织。积极策划组织 2021 全球数字经

济大会，持续释放数字消费内需潜力，引导数字消费产业发展，

培育消费新生态。

二、下一步主要工作

一是持续构建多元化数字经济创新体系。以推进《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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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为抓手，加强对全市数字经济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导。动

态建立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政策、任务等工作清单。充分发挥市场

主体作用，由数字经济领域的领军企业牵头，整合优质行业资源，

搭建战略性、全局性、专业性的工作推进平台，参与全市数字经济

建设。探索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政府力

量和市场资源协同发力，推动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重

组、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并重。

二是进一步完善数据安全体系建设。将以加强检查督导、提高

技术防范为抓手，紧跟全球互联网技术、应用、政策热点，对5G、

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及应用带来的网络安全风险

提前预判、及早研究、统筹布局，切实保障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和重

要数据安全。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做好《北京市数字经济促进

条例》的立项论证、审议等后续工作。强化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

维与政府政务工作的深度融合，深入建设数字政府。以数字化技术

推进政务服务领域全方位、系统性、重塑性变革，加快政府业务重

组、流程再造，提高服务效能。加强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

数据管理，全面提升数字领导力。

三是支持优质科创企业做大做强。进一步推动政策落实，坚持

先行先试改革，扎实落实好纾困惠企政策，打造与高质量发展相适

应的优质营商环境。进一步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拓宽科创

企业融资渠道，引导银行信贷、创业投资、私募基金等支持科技服

务业发展，支持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推动科创企业上市及健康

发展。探索开展数据资产质押融资、数据资产保险、数据资产担保、

数据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服务。

四是提升融合发展新基础能力。推进工业级网络操作系统、工



5

业APP平台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加快培育发展一批工业互联网平

台及细分行业平台，争取互联网新赛道上的发展先机。实施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行动，提出以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基建为契机，推动

形成5G网络、新型算力、新型数据中心、车联网等相对集聚、协同

联动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体系。

五是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经济交流平台。筹备举办首届全

球数字经济大会，打造集“论赛会”三维一体的国际交流平台，通

过一个开幕式和主论坛，数字经济体验周、全球数字经济创新大赛

和“数字首邑之夜”企业家座谈会三大特色活动及 20余场平行论坛

和成果发布会，扩大北京数字经济影响力。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2021年 7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