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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积累：“数字丝绸之路”建设

一、背景概述

自 2017 年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被首次提出以来，“数字丝

绸之路”在服务共建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促进科技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丰硕

成果。截至 2022 年底，中国已与 17 个国家签署“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 23 个国家建立

“丝路电商”双边合作机制，发起了一系列重要倡议，致力于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

的网络空间。

2023 年 11 月 17 日，习近平主席应邀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题为《坚

守初心 团结合作 携手共促亚太高质量增长》的重要讲话，指出“要加速数字化转型，缩小数字鸿沟，

加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支持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

技术应用，不断塑造亚太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领先的数字技术投资大国、数字

应用创新大国、数字产品开发大国，有意愿也有能力为构建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新模式贡献中国智慧、提

供中国方案。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成为驱动国家经济增长的核心关键力量。中国在政务管理和社会

治理领域持续快速推广数字技术，从中小学到大学，从小企业到大公司，从智能房屋到智慧城市，从智

能制造到区域数字化项目，数字经济正在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各级各地政府和广大企业积极

参与数字化建设，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合力，数字经济结构继续优化升级，数字经济贡献水平显著提升。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信息显示，2019 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 35.8 万亿元，占 GDP 比

重达到 36.2%。按照可比口径计算，2019 年中国数字经济名义增长 15.6%。与 2005 年 2.6 万亿元的增加

值规模相比，15 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增长 12.7 倍，年均增速 20.6%，同期，中国 GDP 增长

4.3 倍，年度增速 12.6%。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严重受阻。然而，以数字化驱动为特征的新一轮全球化却保持高速增长，正在

重塑全球化格局。数字化驱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表现在跨境数据流动与数字贸易大幅增长。数据流动

支撑了商品、服务、资本、物流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数字

贸易超越传统贸易成为国际贸易新引擎。

2.论证意义：

交流互通缩小“数字鸿沟”

由于受到地理、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制约，不同地区和群体之间数字技术的使用和获取能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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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差异，形成信息不对称和数字落差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数字鸿沟”。而“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

有助于推动各个国家和地区在信息基础设施、数字科技应用、贸易发展、文化交流等领域的全方位交流

合作，有效缩小“数字鸿沟”。

推进开放形成命运共同体

中国大力发展数字技术，在硬件基础建设和数字技术应用获得显著成效，已成为数据资源和数字经

济大国。中国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不断促进区域市场开放力度，优化区域产业布局，并与沿线

各国和地区形成利益共同体，进而形成命运共同体。许多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共建国家和地区的数字经济

领域的转型与发展，数字足迹正在“一带一路”迅速扩展，形成了数字经济的输出，提高了外贸出口的

技术成色。目前，在共建国家和地区已有一大批数字项目落地，领域涉及信息基础设施、数字供应链、

智能制造、智慧工程、智慧城市、跨境电商和数字文娱等，为推动共建国家和地区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多层次展现大国风貌

数字信息传播速度快，技术更新快，可以依托丰富的传播内容、创新传播方式，利用文本、声音、

视频以及图像等形成的“多模态”话语，为“数字丝绸之路”传播提供新的视域和途径。充分利用现代

流行文化载体，诸如流行音乐、游戏、动漫、网络小说等，将诸多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中国式现代化故

事元素融入其中，通过圈层传播、弹幕传播、二次创作传播的创新方式等方面，塑造我国的负责任大国

形象和担当，多层次多角度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中国方案。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2023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题为《坚守初

心 团结合作 携手共促亚太高质量增长》的重要讲话，指出“要加速数字化转型，缩小数字鸿沟，

加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支持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计算

等新技术应用，不断塑造亚太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意义-原因分析-过渡-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在数字化时代，加速数字化转型、加快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开放合

作共赢的必然趋势。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这一讲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步——意义：

其一，数字化转型可以推动创新和技术进步。支持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技术

的应用，将为各领域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激发企业和个人的创新活力，推动我国数字科技的不断进

步……

其二，数字化转型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企业竞争力提升。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企业可以提高生

产效率、降低成本，实现更精准的市场营销和客户服务，从而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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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加速数字化转型还有助于缩小数字鸿沟。通过加速数字化转型，可以让更多人受益于数字技

术，促进数字经济的普及和均衡发展……

第三步——原因分析：

首先，数字贸易正成为推动全球贸易复苏及贸易规则重塑的关键力量……

其次，全球“数字鸿沟”问题依然突出，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连最基本的互联网、电信、

数字基础设施尚不健全，与全球形成“数字隔离”，变成全球数字化大潮中的“数字孤岛”……

再次，大国围绕数字规则竞争与博弈日趋激烈，数字治理博弈也容易成为大国博弈中的一种工具和

手段……

第四步——过渡：

为了加快建设好“数字丝绸之路”，实现数字化转型，我们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发力：

第五步——对策：

第一，进一步强化《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行动倡议》《“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

议》《中国—东盟关于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倡议》等一系列国际合作倡议的作用，让更多国家

参与到“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中，在更大范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二，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

和支持力度，夯实“数字丝绸之路”未来实现更深层次互联互通的基础……

第三，进一步加强对数字人才的培养，扩大国际培训合作范围，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享中国

经验，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逐步提升沿线国家民众的数字素养……

第六步——总结结尾：

加速“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是亚太地区实现高质量增长的重要途径。我相信通过以上的努力，我国

与周边国家可以共同塑造亚太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推动亚太地区在数字化时代实现更加繁荣和可持续

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