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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汪 涛

智能世界正在加速到来，以 AI，5G/5G-A，绿色

能源等为代表的数智技术变革，带来人类历史上

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历史上每一次工业革命，都

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促进了社会生产

效率改善，推动世界跨越式向前发展。

今天，数智化革命正驱动着生产方式从自动化走

向智能化，从物理世界走向数实融合，带来数字

经济的蓬勃发展。未来 5 年全球经济的 70% 将

由数智技术驱动 1，数字经济年增长率将达 9.2%，

远超传统经济 2。

为了抓住数智化革命带来的巨大机遇，全球 170+

国家都发布了国家数智化战略，但各国在战略执

行上面临共性挑战：如何衡量数字基础设施投资

带来的经济回报？如何规划 ICT 建设的最优路径

和节奏？如何衡量 ICT 产业生态的准备度？

为此，华为自 2014 年开始研究并发布全球联接

指数（GCI），评估各国联接基础设施发展的成熟

度，量化联接对数字经济的影响和价值。GCI 已

经累计被 60+ 国家政府，120+ 第三方所引用，

获得广泛认可。

随着数字化进程对数字经济的影响不断加深，我

们将全球联接指数（GCI）升级到全球数字化指数

（GDI）。GDI 是一个综合反映国家 ICT 产业发展成

熟度的度量工具，在原有 GCI 指标的基础上，扩

充了对算力、存力、云、绿色能源等数字基础设

施的综合评估，量化各国 ICT 产业发展对经济的

1  世界经济论坛
2  安永 & 华为《智能经济》；牛津经济研究院 & 华为《数字溢出：衡量数字经济的真实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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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和价值，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决策建议。

过去三年，我们与业界 1200 多名学者、客户和

伙伴深入交流，组织了 1000 多场研讨，集业界

专家和华为的智慧，联合 IDC 输出《全球数字化

指数（GDI）2024》报告。在研究中我们发现，

ICT 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例如，国家

在数字化转型投资 1 美元，能够带来 8.3 美元的

数字经济产值。但由于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各

国获益程度不一。领跑者国家的 GDI 得分每提

升 1 分，其带来经济增速是起步者国家的 5 倍。

除此之外，GDI 还分析了四大使能要素（泛在联

接，数字底座，绿色能源，政策与生态）的需求

和供给关系，可以帮助各国识别优势和差距，给

出具体行动建议。

未来，随着数智化的规模应用，GDI 还将进一步

演进到全球数智化指数（GDII），持续为全球数字

经济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华为倡导各国共同建设

国家数智化评估体系，持续完善国家数智基础设

施，积极探索各行各业应用创新，共享数字经济

发展红利。

华为常务董事

ICT 基础设施管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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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wford Del Prete

当今世界，科技迅速发展，数字化工具广泛普及，

正在重塑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一背景下，

我们亟需了解和评估全球范围内的数字化进程。

《全球数字化指数（GDI）2024》报告有力地展示

了这一数字化进程，并深入分析了数字化平台、

技术和基础设施如何促进国家、行业和社会的互

联互通。

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在推动经济发展、改

善生活质量和提升全球竞争力等方面，数字化所

发挥的作用不容置疑。报告以全面、清晰的视角，

以及评估指标的方式量化了各地区、国家的数字

化进程，并深入探究了影响数字化进程的关键因

素和障碍。

本报告聚焦泛在联接、数字底座、绿色能源、政

策与生态四个关键维度。它们不仅仅是抽象的概

念，更是数字化转型取得成功，实现普惠、稳健、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泛在联接是起点，有力地保障了全世界范围内的

通信和数据交换。我们需要推动建设覆盖更广、

能力更强的联接基础设施，这是我们弥合数字鸿

沟、不让任何人在数字经济中掉队的关键。

数字底座指通过部署人工智能、物联网、边缘计

算等先进技术来提升效率，推动创新，增强适用

性。这些数字基础设施为打造智能城市、数字化

企业和创新解决方案，建设更智能、更灵活的全

球系统铺平了道路。

绿色能源正日益成为数字化转型的基石。随着数

字技术深入普及，必须以可持续的方式满足其能

源需求。绿色能源不仅对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

意义，并且还能在助力数字化转型的同时推动实

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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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的政策与生态起到粘合剂的作用。完善的监

管框架和协作的生态系统能够在促进创新的同时

保障公众利益，对加速数字化发展、确保数字化

成果人人所享至关重要。

本报告的发布恰逢其时，揭示了后疫情时代全球

最新的数字化动态。新冠疫情加速了数字化进程，

但也同时反映出数字化领先国家和仍在努力实现

基本连接、提高数字素养的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

距。本报告为上述差距提供洞察，分享了领先国

家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取得的突破，以及可以帮助

其他国家迎头赶上的数字化战略。

在此，诚邀各位读者在阅读本报告时，思考数字

化转型给全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以及建设泛在

联接、数字底座、数字能源以及有利的政策与生

态的重要意义。本报告基于统计分析提出了几大

关键发现，对于构建更互联、更高效和更平等的

世界具有借鉴意义。不论您是政策制定者、商业

领袖还是学界专家，本报告的信息和洞察都可为

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助您在数字化时代解决难

题，为全球数字生态系统做出积极贡献。

全球数字化指数（GDI）是影响全球数字化战略

和政策的宝贵资源。谨希望本报告可以持续推动

创新与协作，助力构建可持续的数字未来。

IDC 全球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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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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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人工智能、5G/5G-A、云、绿色能源

等技术革命的快速发展，人类已经进入第四次工

业革命，世界各国正在加速从传统经济向数字经

济转型。同时，各国也面临着战略执行上的共性

挑战：如何衡量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经济回

报？如何规划 ICT 建设的最优路径和节奏？如何

衡量 ICT 产业生态的准备度？

全球数字化指数（以下简称：GDI）创建的目的

是量化各个国家数字化进程，帮助国家解决数字

战略执行的关键挑战，实现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GDI 通过洞察未来世界的特

征来构建相应的模型。本书列举了面向 2030 年

的关键趋势，得出未来的智能世界将主要基于四

大使能要素：泛在联接，数字底座，绿色能源，

以及政策与生态。基于四大使能要素，叠加供给

和需求方法论，从而构建了 GDI 量化数字化进程

的模型。

2024 年，GDI 选择了 77 个国家进行了评估和

打分。这 77 个国家覆盖了全球 93% 的 GDP 和

80% 的世界人口，能够反映全球数智化发展的

普遍规律。基于第三方权威数据，GDI 根据对

77 个国家在数字化发展成熟的表现，分成三个

类型：领跑者，加速者和起步者。并对每一类型

的国家如何加速数字化发展给出了具体的行动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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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I 通过大量的数据相关性分析，有一些关键发现，为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我们认为，GDI 能够帮助各国了解在数智化进程所处的位置，找到各自存在的差距和挑战，帮助各国制

定下一步发展规划，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机会，实现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ICT 产业发展成熟度与人均 GDP 增长密切相关，但各国由于产业发展水平

的差异，获益程度不一。领跑者国家的 GDI 得分每提升 1 分，其带来经济

增速是起步者国家的 5.4 倍。1
适度超前的 ICT 建设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当前，全球积极投入数字化转

型，研究表明，国家在数字化转型投资 1 美元，能够带来 8.3 美元的数字经

济产值。2
各国 ICT 产业发展不均，泛在联接是弥补数字鸿沟的关键手段，固定宽带与

移动宽带协同发展能最大化释放数字经济潜力。数字底座与泛在联接能够相

互促进，对经济发展带来乘数效应。3
各国需要积极发展绿色能源产业，促进可持续的数字经济增长，并为人工智

能的规模应用提前做好准备。4
国家中长期 ICT 规划、积极的产业政策、适度超前的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是

各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催化剂。5
各国 STEM 毕业生比例接近 25%，但 ICT 从业人员转化率差异大，领跑国

家转化率 95%，加速国家约 50%，而起步国家仅 15%。6



GDI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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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国对数字技术的使用正在加速。2023 年，全球 ICT 市场总投资规模接近 4.9 万亿美

元。例如，OECD 国家的 ICT 产业增速强劲，平均增长率为 7.6%，远超其他产业的增速。中国 ICT 产业

总规模 2023 年达到 5399 亿美金，占全球总规模的 11%。在中东和非洲地区，ICT 产业规模也在快速增

长，2023 年同比增长 11.4%1。

全球数字化指数（GDI）的方法论，从探索 2030 年智能世界对 ICT 产业的需求入手，叠加经济发展的供

需模型，从而能够衡量各国 ICT 产业发展的成熟度，帮助各国规划 ICT 建设的最优路径。

GDI 概览

2030 年智能世界对 ICT 产业的需求

联接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在泛在万兆联接网

络的支撑下，万物感知、万物互联成为现实，信

息孤岛将被逐步消除，为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带

来平等发展机会。预计到 2030 年全球联接的设备

数将达 2000 亿，万兆家庭宽带渗透率达 25%2。

泛在万兆社会加速到来

空间计算作为一种新型计算模式，将数字世界与

物理深度融合，人类将在“泛现实”的环境里享

有平等的智能体验。预测到 2030 年全球 AR/VR

用户将达 10 亿，三级时延圈达 20/5/1 毫秒 2。

空间计算推动虚拟现实规模发展

1  IDC、OECD
2  华为《智能世界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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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规模化应用，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

如一个 1760 亿参数的大模型，训练一次耗电 43.3

万度，足以为一个普通家庭供电 41 年。未来随

着大模型越来越复杂，需要大量的绿色可持续的

能源供给，支撑人工智能的可持续发展。预计到

2030 年，80% 数字基础设施将由绿色能源供电，

可再生能源占全球发电总量比例预计将达 65%2。

绿色可持续增长成为主旋律

数智技术的发展和融合创新，带来对全球 ICT 人

才需求的急剧增长。预测到 2030 年，全球数字

领域相关就业岗位将增长 25% 左右，超过 9000

万个 3。尤其是对下一代通信网络、生成式 AI、

大模型应用、云计算、虚拟运营与协同、下一代

安全等高端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

对 ICT 人才的需求持续增加

泛在联接带来指数级增长的海量数据，为智能世

界提供源源不断的生产资源。通过强大的智能计

算，把海量数据转化为行业知识，帮助各行各

业实现数字化转型，从而带来生产效率的极大提

升。预测到 2030 年，全球每年产生的数据总量

达 1YB，全球通用计算总量将达 3.3ZFLOPS，AI

计算总量将达 864ZFLOPS@FP162。

数据从生产“资源”变成创新“智源”

随着机器视觉、自然语言理解、认知和推理、机

器人学等学科的突破，具身智能得以广泛应用，

在工业生产、仓储物流、建筑能源等领域实现无

人化场景，极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劳动成本，

增强工作安全性。预测到 2030 年，每万名制造

业员工将与 1000 个工业机器人共同工作 2。

具身智能广泛应用

3  来源：世界经济论坛



11 ｜全球数字化指数 2024

数字化四大使能要素

从 2030 年智能世界对 ICT 产业的需求分析，我们发现了影响国家数字化进程的四大使能要素，分别是：

泛在联接、数字底座、绿色能源、政策与生态。

未来趋势

泛在万兆社会加速到来

空间计算推动虚拟现实规模发展

数据从生产“资源”变成创新“智源”

具身智能广泛应用

绿色可持续增长成为主旋律

对ICT人才的需求持续增加

泛在联接
Ubiquitous Connectivity

数字底座
Digital Foundation

绿色能源
Green Energy

政策与生态
Policy & Ecosystem

数字化转型四大使能要素

数字化四大使能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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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能源是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

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等，以其清洁、环保、可再生的特性，正

逐渐成为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重要选择。全球范围内可再生能源的产量

持续增长，占全球发电总量的比例也在逐年上升。可再生能源不仅成为

最具竞争力的能源选择之一，也为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政策与生态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土壤

积极的 ICT 政策法规，创新的氛围、充足的人才储备和可持续的产业生

态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需要政府从组织、资金、政策、监管等

维度提供系统的支持，培育推进数字化进程的土壤。

数字底座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数据作为新生产要素，需要构建系统的数字底座，来完成对数据的存储、

处理和计算。以数据中心、先进算力与存力、云计算、算力网络为代表

的数字底座，成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泛在联接是数字经济普惠发展的根基

享有稳定、连续的网络联接，是人们的基本需求和权利。以 5G/5G-A、

光纤接入、物联网等多种技术的融合创新，构建了立体超宽的泛在联接

网络，帮助更多的人与全世界的互联互通，获取平等、广阔的发展机

会，成为数字经济普惠发展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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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数字经济增长的ICT供需模型

数字经济必须伴随充足的 ICT 供给与需求才能得

到有效发展。ICT 产业发展需要满足“有的用、有

人用、用得起、用得好”才能帮助各行各业实现

数字化转型，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推

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供给方面来看，生产活动的增加和 ICT 技术的

进步是推动业务创新、提升生产效率、创造市场

需求、引领消费升级，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从

需求方面来看，需求的增加可以刺激生产活动扩

张和基础设施建设，拉动投资、带动就业和价值

创造，进一步促进供给的完善。

创造需求、引领消费

拉动投资、带动就业

供给 需求

发
展

增
长



源源不断的 ICT 供给：夯实数字经济根基

充足的 ICT 供给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各种元素必须齐备才能实现充足的 ICT 供给，例如有线和无线覆

盖、算力、存力、云服务、绿色能源等。供给深受政府投资、企业投资、电信服务提供商投资、云服务提

供商投资以及物联网基础设施平台投资的影响。投资不是影响供给的唯一因素，其他指标如无线覆盖率、

光纤到户率以及这些指标的质量同样可以用来评价和量化对供给的影响。

2023 年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概览 4

全球数据中心投资全球 ICT 投资 全球电信投资和

电信服务支出

全球可再生能源

电力投资

0.17
万亿美元

3.12
万亿美元

4.89
万亿美元

2.94
万亿美元

GDI 概览｜ 14

4  IDC, IRENA, I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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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增长的 ICT 需求：引领数字经济发展

即使供给充足，如果得不到应用也无法产生价值，数字经济的发展应该力求达到供需的平衡，因此务必

对 ICT 的需求进行及时测量和分析，根据需求的动态变化来决定供给的投入。移动宽带和固定宽带用户

数的持续增长，反映了数字经济对高质量网络联接的迫切需求。企业业务创新、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的

需求，驱动了业务上云需求的增长。数据中心的大规模建设，呼吁可再生能源的建设和规划。这些关键

需求的满足和升级，成为促进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

2023 年全球数字需求概览 5

全球移动宽带联接数 全球数据产生量 全球可再生能源利用率 全球智能手机数

79.39
亿联接

12,548
Exabyte

30% 57.68
亿部

5  IDC, GSMA, IRENA



GDI 概览｜ 16

全球数字化指数（GDI）模型框架

全球数字化指数（GDI）在全球联接指数（GCI）基础上进一步升级，覆盖了从联接到算力、存储、绿色

能源等数字基础设施，帮助评估各国的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产业发展进度和人才生态准备度。

我们在设计全球数字化指数（GDI）时，综合考虑了 2030 年智能世界的四大使能要素，并叠加数字经济发

展的供需理论，构建了全球数字化指数（GDI）模型框架，帮助各国既能从产业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动态平

衡来发展数字经济，也能识别具体的产业发展的优势与不足，为国家数字化战略的制定和执行提供参考。

全球数字化指数（GDI）模型框架

泛在联接
Ubiquitous Connectivity

数字底座
Digital Foundation

绿色能源
Green Energy

政策与生态
Policy & Ecosystem

四
大
使
能
要
素

供给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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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I 从泛在联接、数字底座、绿色能源、政策与生态维度梳理了 42 个指标，评估全球 77 个国家数字化

进程，覆盖全球 93% 的 GDP 和 80% 的人口，能够反映全球数字化发展的普遍规律。

GDI 指标列表

使能要素 供给 需求

泛在联接 消费者光纤覆盖

企业光纤覆盖

国际互联网带宽

4G & 5G 覆盖

移动宽带体验

固定宽带体验

企业千兆园区渗透率

IPv6 部署率

固定宽带用户数

移动宽带用户数

物联网联接数

移动宽带可支付性

固定宽带可支付性

移动数据流量

万兆企业出口带宽部署率

数字底座 数据中心投资

先进存储投资

业务连续性与容灾覆盖率

算力投资

云服务投资

企业云化率

数据生成量

电子政务水平

行业数字化转型支出

绿色能源 可再生能源电力投资

绿色出行率

充电便利性

可再生能源发电利用率

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经济性

政策与生态 ICT 投资

频谱政策

数字化转型政策

绿色能源政策

ICT 法律法规

ICT 专利数

互联网参与度

电子商务交易量

智能手机渗透率

人均在线视频观看时长

初创企业数量

STEM 毕业生比例

ICT 从业人员数量



国家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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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年度的研究中，我们调研了 77 个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投资与应用的情况。基于各国的 ICT 发展程度

与经济水平的分析，将 77 个国家分为三个类别：起步者、加速者与领跑者。

国家排名

领跑者 起步者

GDI得分排名 国家

69.28 中国

61.416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61.317 加拿大

60.518 比利时

68.19 爱尔兰

78.81 美国

76.12 新加坡

71.46 瑞士

74.53 瑞典

71.85 丹麦

73.04 芬兰

69.77 荷兰

66.811 英国

58.820 日本

64.913 挪威

67.610 澳大利亚

65.612 新西兰

60.518 韩国

58.021 卢森堡

63.414 德国

62.215 法国

57.322 奥地利

加速者

排名 GDI得分国家

38.652 乌拉圭

39.949 哥伦比亚

41.447 土耳其

38.751 秘鲁

42.245 塞尔维亚

41.746 阿曼

39.650 墨西哥

40.348 印度

GDI得分排名 国家

43.044 科威特

44.741 巴林

49.032 罗马尼亚

44.840 巴西

43.443 南非

47.237 泰国

36 47.8波兰

49.131 捷克共和国

54.325 西班牙

49.928 希腊

48.135 斯洛文尼亚

49.530 智利

46.539 保加利亚

50.227 意大利

43.742 斯洛伐克

48.933 匈牙利

26 54.1爱沙尼亚

48.734 立陶宛

49.928 马来西亚

46.738 克罗地亚

54.423 葡萄牙

54.423 沙特阿拉伯

GDI得分排名 国家

33.258 哈萨克斯坦

36.554 阿根廷

36.753 越南

34.956 菲律宾

32.760 埃及

33.159 印度尼西亚

35.455 哥斯达黎加

34.357 摩洛哥

32.760 乌兹别克斯坦

32.662 突尼斯

28.469 阿尔及利亚

27.571 加纳

32.065 肯尼亚

32.463 厄瓜多尔

27.571 博茨瓦纳

27.175 纳米比亚

25.377 坦桑尼亚

27.473 乌干达

27.374 尼日利亚

28.568 巴基斯坦

26.576 孟加拉国

32.264 约旦

28.370 玻利维亚

30.967 多米尼加共和国

31.666 阿塞拜疆

GDI 国家排名

备注：GDI 基于 42 个指标对各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成熟度进行综合排名，数据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电信联盟

（ITU）、GSMA、世界经济论坛（WEF）、世界银行（World Bank）、联合国、Ookla、IRENA、IDC 等权威组织的公开数据，详细的评估

模型与计算公式，可见 GDI 方法论与指标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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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者

起步者在 ICT 基础设施建设的早期，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为主，有 25 个国家处在这个群组。这

些国家在移动宽带覆盖、光纤接入的普及度上还存在差距，需要全面提升联接水平，让更多的人有机会

融入数字经济。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群组的国家潜力巨大，它们拥有较好的自然资源禀赋，可以

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和前瞻性的规划，兼顾数字化与低碳化并轨发展。

加速者

加速者获益于基础联接的普及，进入数字化发展的快车道，以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为主，有 30 个国家

处在这个群组。这些国家更重视扩大泛在联接的范围，已经认知到可靠和广泛的联接将能带来数字服务

的有效运行。部分国家推出积极的产业政策，让更多的人、家庭、企业提升信息交流的效率，从联接中

获取价值。可靠的联接也是数据中心、云、存储发展的前提，具备联接基础能力的加速者国家，可以乘

势追赶，投资数字底座，部署云和数据存储能力，促进支柱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和经济增长。

领跑者

领跑者具备较为领先的数字化水平，以中高收入的国家为主，有 22 个国家处于这个群组。这些国家更重

视提升泛在联接的体验，开始投入下一代网络技术，并积极推动对云、数据中心、先进算力和存力的部

署，利用 ICT 产业发展的优势驱动了行业数字化发展，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发挥了示范作用，为其他国

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也是领跑者国家需要重点考虑的要素，通信网络、先进算

力的建设与绿色能源的发展紧密关联，领跑者国家需统筹规划绿色能源建设，确保可持续的数字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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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国家分析

新加坡位于 GDI 领跑者的前列，这得益于政府对

数字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全面的培训计划、强

有力的研发支持、与时俱进的 ICT 产业政策和立

法、充足的产业人才储备以及宽松的创新环境。

报告显示，新加坡的 GDI 联接得分是全球平均

的 1.6 倍，数据中心投资、算力和存储规模领先

全球平均水平 2 倍以上。目前，98% 的家庭拥

有宽带接入，其中大多数家庭的宽带接入速度为

1 Gbps1。政府的目标是在五年内实现端到端 10 

Gbps 联接 1。

2019 年新加坡公布了其首个国家人工智能战略，

描绘了利用人工智能实现经济转型的计划。随后

发布了第二个国家人工智能战略（NAIS 2.0），即

人工智能向善，旨在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中心 2。同

时，新加坡政府还计划制定绿色数据中心路标，

以配合该国的净零排放目标。预计未来 10 年，新

数据中心的投资将达到 75 亿美元至 90 亿美元 1。

新加坡

作为“沙特 2030 愿景”的一部分，沙特政府持

续加大 ICT 的总体投资规模 3，成为 GDI 加速者

的头部国家。近年来沙特政府启动了若干关键举

措，如构建万兆社会，在 2023 年商用发布该地

区的 5G-A 网络 3，其 GDI 联接的得分远超全球平

均得分。此外，政府还计划投资建设 1.3GW 的大

规模数据中心 4，旨在将该国打造成区域数字枢

纽。同时，政府还大力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预

计到 2030 年人工智能产业对沙特的经济贡献将

达到 1350 亿美元 1。

沙特

1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ITA)
2  Smart Nation Singapore
3  Riyadh Daily
4  Capacity Media, MCIT



国家排名｜ 22

泰国政府积极推进国家数字化转型，在加速发展

双千兆的同时，还与 AIS、DTAC 和 True 等主要

电信公司合作，加快 5G 网络在城市和农村地区

的部署。GDI 研究发现，泰国的固定和移动宽带

速率已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

“泰国 4.0”顶层规划不仅推进了东部经济走廊

特区（EEC）的建设，还推动了 5G、云、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投资。其中国家宽带网络

（NBN）的推进，加快了高速互联网的在全国范围

内的广泛部署。此外，泰国政府还制定了《国家

人工智能战略和行动计划（2022–2027 年）》的

计划并加强实施，同时启动了人工智能发展议程，

构建国家 AI 服务平台和泰语大模型 5。

泰国

肯尼亚在 ICT 领域取得了较大进展，带动了数字

经济的快速增长。近年来政府陆续发布了信通技

术部战略计划（2020-2024 年）、《国家 ICT 总体

规划》等 6，并在 2024-2025 财年预算拨款 1.25

亿美元，用于推进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 7。如加大

移动网络覆盖、建立全国光纤网络和政府服务数

字化等，为该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

使该国的电子商务蓬勃发展。

肯尼亚

5  Telecom Review
6  ICT Authority
7  Connecting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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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发现



GDI 2024 关键发现

2024 年 GDI 研究发现，ICT 产业发展与数字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ICT 产业发展成熟度高的国

家，拥有数字经济发展的优势。同时，各国 ICT 产业发展并不均衡，泛在联接是主要矛盾。适度超前的

数字基础设施投资、积极的产业政策与充足的人才储备是解决数字鸿沟的关键举措。

关键发现一：ICT 产业发展成熟度与人均 GDP 增长密切相关，但各国
由于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获益程度不一。领跑者国家的 GDI 得分每
提升 1 分，其带来经济增速是起步者国家的 5.4 倍。

GDI 分析了 ICT 产业发展成熟度与实现数字经济增长的关联性。通过 GDI 与 GDP 的相关性分析表明，

GDI 分值越高的国家，ICT 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更大。研究还进一步将三类国家的 GDI 分值变化与

GDP 增长关系，进行了具体分析，并发现：领跑者 GDI 分值每提升 1 分，潜在提升人均 GDP 945 美金，

是加速者国家的 2.1 倍，是起步者国家的 5.4 倍。

关键发现｜ 24

GDI 分值与人均名义 GDP 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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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跑者国家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促进数字基础设

施投资、鼓励技术创新、培养 ICT 人才和生态，

实现了泛在联接和数字底座的综合领先效应，从

广泛的数字应用、各行业自动化生产等场景中创

造价值，促进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天

津港实现数字化改造，融合 5G、云、AI 与绿色

能源技术，打造了“智慧零碳”码头，帮助减少

集装箱作业倒运环节 50%，降低能耗 17%，较

同规模传统集装箱码头人员减少 60% ；实现绿

电功能 100% 自给自足，大幅提升了港口的经济

效应。

加速者的 GDI 分值受益于泛在联接和数字底座的

投入，利用 5G、光纤联接、数据中心、先进存力

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帮助实现数据的传输和实

时计算，带动行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促进了数字

经济的快速增长。墨西哥数据中心投资预计会显

著增加，在现有的 15 个数据中心基础上，预计

到 2029 年会增加 73 个。数据中心行业相应的投

资会带动墨西哥 GDP 的增长，预计到 2029 年还

将带来直接和间接就业岗位 68,198 个 1。

部分起步者建设了基础的联接网络，发展了数字

支付、电子商务等数字业务，让更多的人融入数

字经济，并有效提升中小企业的生产效率，推动

经济增长。据世界银行分析，新兴经济体的宽带

覆盖率每增加 10%，可带来 GDP 增长 1.38%。

如肯尼亚通过不断扩大的 4G 覆盖范围，支撑移

动货币平台的广泛使用，为数百万肯尼亚人提供

了获得银行服务的机会。

1  Mexico Business News



关键发现二：适度超前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当
前，全球积极投入数字化转型，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投资每增加 1
美元， 带动数字经济产值超过 8 美元。

自 2010 年以来，随着 ICT 产业的蓬勃发展，各国政府逐步认知到数字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性，并逐步增

加了数字基础设施投资的强度，适度超前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GDI 研究了 77 个国家自 2010 以来的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复合增长率与 GDP 复合增长率的变化，从对比分

析来看，尽管各国产业发展的成熟度不一，但各国政府都认知到数字基础设施投资的价值，全球数字基

础设施逐年攀升，全面领先于 GDP 增速。

在 2010 年至 2020 年间，全球 ICT 投资复合增长率达 4.3%，领先 GDP 复合增长率 1.5%。2020 年，全

球受疫情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缓，但全球各国坚持投资数字基础设施，保持了持续增长，复合增

长率达 6.7%。更好地应对了突发性事件，推动经济走出低谷。进入后疫情时代，各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的步伐明显加快，全球经济快速复苏（GDP 复合增长率达 4.3%），并构建了面向未来的经济韧性。例

如，德国在疫情期间加大了对 ICT 领域的投资和支持，推动高速宽带网络的普及和升级，为远程办公、

在线教育、数字医疗等提供更好的网络基础；德国政府鼓励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通过提供资金支持、

税收优惠等政策，促进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商业模式，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在疫情期间保持了较

好的发展态势，对经济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

GDP 增速 VS ICT 投资增速

1

1.2

1.4

1.6

1.8

2

2.2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GDP

ICT

2010年~2020年：

ICT投资复合增长率：4.3%
GDP复合增长率：2.8%

2020年~2023年
ICT投资复合增长率：6.7%

GDP复合增长率：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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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投入，将全面帮助提升企业运作效率、创造新的服务形态、新商业模式，激发

对数字化应用的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GDI 将各国的行业数字化支出与数字经济的产值进行相关性分析并发现，数字化转型支出每新增 1 美元，

带动 8.3 美元的数字经济产值。未来，随着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的加速，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将加速。

数字化转型支出 2 ：数字化转型支出统计的是企业利用数字化能力创新新业务解决方案，提高运营效率和组织绩效产

生的支出。

数字经济产值：数字经济规模占比 3 乘以名义 GDP

数字化转型支出 1 美元撬动数字经济产值增加 8.3 美元

$8.3
$1

2  IDC《全球数字化转型支出指南方法论，2024》
3  牛津经济研究院 & 华为《数字溢出：衡量数字经济的真实影响力》



关键发现三：各国 ICT 产业发展不均，泛在联接是弥补数字鸿沟的
关键手段。数字底座与泛在联接能够相互促进，对经济发展带来乘数
效应。

研究表明，国家间的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差距还在持续扩大。过去 5 年，领跑者、加速者、起步者

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比为 18:3:1（2019-2023 年平均增长金额分别是 72 亿美金、11 亿美金、4 亿美

金）。从联接角度看，5G 人口覆盖率增速比为 5:2:1（2019 年 -2023 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 5.5%、2.5%、

1.3%）。同时，计算、存储和数据中心的投资进一步拉开领跑者与加速者的差距，过去 3 年，领跑者的

数据中心投资金额增长 14.6 亿美金，是加速者的 13 倍。

三类国家（2019-2023）年投资增速对比

ICT基础设施投资增速（2019-2023）

起步者 加速者 领跑者

2019年

2023年

$ 7.2Bn

$ 1.1Bn

$ 0.4Bn

关键发现｜ 28



29 ｜全球数字化指数 2024

为了寻找解决数字鸿沟的有效路径，GDI 分析了三类国家在技术使能要素上的表现（如图），泛在联接

是造成三类国家差距的主要矛盾。从泛在联接的分值来看，领跑者比加速者、起步者分别领先 15 分和

35 分之多；同时，领跑者与加速者在数字底座的分差也达 30 分之多，而加速者与起步者在数字底座上

差异较小。

三类国家在 GDI 三大使能要素上的分值对比

泛在联接 数字底座 绿色能源

起步者 加速者 领跑者

20

1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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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各国在数字基础设施投资策略上应具体分析，找出根因，规划最优的投资组合：

起步者国家需要首先解决基础联接问题。研究表明，固定宽带与移动宽带协同发展能最大化释放数字经

济潜力，固定宽带体验（下载速率大于 150Mbps）与移动宽带体验（下载速率大于 80Mbps）均表现较

好的国家，人均电子商务交易量更高，更能有效释放数字经济潜力。

联接网络建设与电子商务发展的关系（77 国）

移动宽带平均下载速率（Mbps） 人均电子商务交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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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印度尼西亚国家光纤发展计划“帕拉帕环项目”完工，总计铺设了 1.2 万公里光纤电缆，为 57

个城市和地区的近 600 万民众提供互联网连接。随后印度尼西亚发布“帕拉帕环一体化项目”，计划继续

铺设 1.1 万公里光纤网络，预计覆盖 1640 万人口。印尼已建设了 10 万多个 4G 基站，覆盖超过 94% 的

城市和乡村，印尼整体互联网渗透率达 79.5%4。固定宽带与移动宽带的协同发展，帮助印度尼西亚成为

东南亚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2023 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820 亿美元，催生了超过 15 家独角兽公司，预

计到 2030 年印尼数字经济规模将超过 2100 亿美元 5。

加速者则需要同时关注泛在联接和数字底座的建设。部分加速者国家开始建设专用移动网络和数据中心，

以提升行业生产效率，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例如希腊在比雷埃夫斯集装箱码头建设了专用移动网络，该

网络支持 4G/LTE 和 NB-IoT 技术，为码头数字应用提供实时数据传输和传感器部署，确保了海运业务的

全面数字化效率提升 6。

对于领跑者而言，泛在联接与数字底座均得分较高。研究表明，当泛在联接与数字底座均超过 50 分时，能

够更好地相互促进，对数字经济发展产生乘数效应。对于仅在泛在联接表现较高的国家，因为数字底座的

投资不足，缺乏处理大量数据和数字应用所需的算力和存力，导致无法进一步有效提升生产力和创新水平。

泛在联接与数字底座的协同与人均 GDP 的关系（77 国）

数字底座分值 人均GDP（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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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民日报》(2024 年 04 月 19 日 16 版，雅加达 4 月 18 日电 )
5  商务部驻东盟使团经济商务处（源引自安塔拉通讯社），Bain Analysis
6  Porttechnolog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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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发现四：各国需要积极引入绿色能源技术，促进可持续的数字经
济增长，并为人工智能的规模应用提前做好准备。

ICT 产业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能力。如数字技术应用于气候变化的预测，有效帮助人类抵御自然灾

害带来的风险。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伴随着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快速上升等问题，如数据中心能耗

巨大，不仅导致大量的碳排放，还为能源供应带来巨大的压力。为此，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同时兼顾规

模化与低碳化，以获得高质量的可持续增长。

GDI 研究显示，在绿色能源、泛在联接和数字底座得分都较高的国家，每公斤碳排放对应的 GDP 产值更

高。根据全球电子可持续发展倡议组织（GeSI）发布的《SMARTer2030》报告显示，未来十年融合绿色

能源的数字化技术能够通过赋能各行各业贡献全球碳排放减少量的 20%。

数字化技术与低碳化发展的关系分析（77 个国家）

泛在联接与数字底座平均分值 GDP produced per every Kg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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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还发现，GDI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人工智能准备指数（AI Preparedness Index）存在高度

相关性，GDI 分值高的国家，人工智能准备度更为充分。因为 GDI 的三大使能要素，泛在联接、数字底

座、绿色能源也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和普及的基础。高速低时延的网络联接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提，

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能的基础。先进的算力与存力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

大量数据的分析、学习、推理必须依托强大的算力来快速完成任务，各行业对人工智能的实时性和高效

性的要求越来越高，进一步增加了对先进算力和存力的需求。同时，人工智能发展将导致数据中心等基

础设施的能源消耗急剧增加，如果使用传统非绿色能源会带来大量的碳排放和环境问题，因此，需要绿

色且廉价的能源的保障。对于有人工智能战略的国家，适度超前投资三大技术使能要素，将助力加速迈

进智能世界。

GDI 与人工智能准备度的相关性分析（77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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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发现五：积极的产业政策和有序的规划是各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土壤

各国政府逐步意识到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在未来社会、经济、科技发展以及国家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与

公路等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相比，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投资回报往往更高，《数字溢出》7 研究显示，

投资数字基础设施长期回报是其他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的 6.7 倍。部分优先享受到数字基础设施带来的红

利的国家，纷纷出台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制定中长期的 ICT 发展规划，适度超前投资 ICT 产业，

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健康的土壤。

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在不同阶段推出符合国情的数字战略和产业政策。90 年代发布“数字底座 IT2000—

智慧岛计划”着力建设国家宽带，为公众提供 24 小时在线服务。2000 年推出“信息通信 21 世纪计划”，

建设信息通信产业集群与枢纽，创造民众和企业使用数字底座环境。2006 年制定“智慧国 2015 计划”，

全面升级联接基础设施并建设云计算生态，将新加坡建设成为信息驱动的智能化国家。2015 年发布“智

慧国 2025 计划”，建设覆盖整个国家的数据联接，服务公民的个性化数据需求。GDI 研究发现，由于政

府的积极推动，新加坡从 2000 年的起步者发展到今天领跑者的第二位，数字经济得以蓬勃发展。

从新加坡的实践中，我们也看到，数字经济的发展是渐进式的，政府对 ICT 产业的投入与发展要兼顾长

远性与可执行性，根据产业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优化投资组合，获取效果最大化。

7  牛津经济研究院 & 华为《数字溢出：衡量数字经济的真实影响力》

新加坡的数字化转型之路

(来源：Desk Research, IDC Analysis)

2011年：电子政务2015总体规划
2015年：数据即服务试点；政府开
                放数据网站 (data.gov.sg) 
                     上线 

2017年：“AI新加坡计划”
2019年：新加坡国家人工智能战略、
                可信数据共享框架
2021年：新加坡贸易数据共享平台 
              (SGTraDex)、新加坡国家
                人工智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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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云计算标准和安全指南
2012年：新加坡政府云 (G-Cloud) 计划
2013年：多层云安全标准
2014年：中小企业云转型进阶计划
2016年：云技能培训、政府技术局 (GovTech) 成立
2017年：中小企业数字化 (SME Go Digital) 计划

IT及电脑技能培训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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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国计划 
(Smart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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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GDP趋势（1996-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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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发现六：各国 STEM 毕业生比例接近，但 ICT 从业人员转化率差
异大

STEM 学生是 ICT 人才的主要来源，研究发现，三类国家都重视对于 ICT 人才的培养，STEM 毕业的比例

均接近 25%。但由于各国 ICT 产业发展不均，ICT 就业岗位供给存在差异，导致 ICT 从业人员的转化率

差异较大。95% 的 STEM 毕业生在领跑者国家能顺利从事 ICT 及相关领域的工作，加速者国家有 50% 的

STEM 毕业生能够找到 ICT 及相关就业机会，而起步者国家这个比例仅有 15%。

分析背后的原因发现，领跑者 ICT 产业相对发达，能为 STEM 毕业生提供更多 ICT 从业机会，另一方面，

领跑者比加速者、起步者有更加完善的 ICT 人才识别、引进、认证、匹配机制及配套政策，再加上发达

的 ICT 产业生态，领跑者能够有效地将 STEM 毕业生转化为 ICT 从业人员，从而支撑其数字经济的持续

增长。

起步者和加速都面临不同程度的人才流失，若要实现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必须加大 ICT 产业的投资，

提供更多 ICT 就业机会，同时完善 ICT 人才政策，提高 STEM 毕业生向 ICT 从业人员的转化率。

三类国家的 ICT 人才发展与就业机会的分析

来源：Desk Research, ID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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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建议

GDI 通过大量的数据研究与分析发现，在经济的

不确定性发展以及激烈竞争的时代，综合发展

ICT 产业能够帮助各国政府把握机会，加速数字

经济发展。各国政策制定者要对数字基础设施投

资和部署进行中长期规划，制定明确的发展战略

和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

• 加大 ICT 基础设施建设并适度超前：政府要像

对待交通、电力一样对待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投入和政策引导。适度超前的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能够带动经济的发展，对于联接基础较

弱的国家，应优先发展联接，弥合数字鸿沟；

对于联接基础较好的国家，则需要部署下一代

网络基础设施，并加大对数字底座的投入，最

大化释放数字生产力。

• 加速行业数字化转型：新型 ICT 技术正在创造

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使得行业数字化转型步

入崭新的发展阶段。而行业数字化是个循序渐

进的过程，如何选择转型道路、如何分层分级

建设智能化 ICT 基础设施。需要政府给予充分

的支持，重视数字底座的推广、普及和应用，

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共享，帮助行业提升转

型的效率。

• 重视数字人才储备：面向未来，完善的 ICT 法

规和充足的科技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将打通数

字经济发展的“高速公路”。政府和企业要尽

快培养或吸引所需人才，全面提升公民的数字

素养，营造宽松的创新氛围，抓住第四次工业

革命的历史性机遇。

三类不同的国家由于产业发展成熟度的差异，应

该具体分析差距和根因，切实提出具有针对性的

行动建议，找到最优的产业投资组合，实现经济

价值最大化。



行动建议｜ 38

重点领域 行动建议

加大 ICT 基础设施建设

聚焦联接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可靠性保障，即持续加大联接的供给

• 投资发展可靠的宽带网络，以确保广泛的互联网接入，特别是在

农村和服务不足的地区。

• 扩大和增强移动网络覆盖和容量，重点升级到 4G和规划 5G部署。

• 确保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特别是 ICT 基础设施的电力供应，以

避免连接和服务中断。

• 制定和实施灾后恢复和业务连续性计划，以确保 ICT 基础设施在

面对自然灾害和其他紧急情况时的复原能力。

加速行业数字化转型

从关键行业开始，提供普惠的数字服务，如电子商务、数字银行等，

让更多人融入到数字经济

• 鼓励政府和私营部门合作，在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互惠资源、专

业知识和投资。

• 通过数字技术使能关键行业如政府、金融等，通过数字政府、电

子银行等业务，提升国民的满意度。

• 通过普遍覆盖，使能数字教育、远程医疗等，解决国计民生的关

键挑战。

重视数字人才储备

普及 ICT 教育，提升全民数字技能

• 为所有年龄组制定和实施全面的数字扫盲计划，以培养民众有效

使用数字工具和服务的能力。

• 将 ICT 教育纳入国家课程，让学生从小掌握必要的数字技能。

对于起步者的行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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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领域 行动建议

加大 ICT 基础设施建设

全面升级数字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质量，即提供高质量的数字基础

设施供给

• ICT 基础设施的重点从“用的上”转向“用的好”。

• 5G、云计算、先进存力等技术投资是重点，让泛在联接与数字底

座同时发力。

• 发展高能效和可持续的数据中心以应对需求的快速增长。

• 发展新型电力基础设施，提高能源效率和可靠性。

加速行业数字化转型

深化千行万业的数字化应用，持续创造新生产力模式

• 鼓励千行万业大规模应用上云，采用数字技术提高效率并增强客

户体验。

• 鼓励企业构建数据感知能力，挖掘数据价值，提升决策效率。

• 重视数据保护和隐私安全，规范数据治理。

重视数字人才储备

培养有 ICT 技能和创新的专业人才

• 投入专业的 ICT 培训与服务，全面提高公民的数字技能，培养更

多的 ICT 专业人才。

• 通过个税优惠政策、人才补贴等措施，吸引并留住具有新兴技术

专长的顶尖人才。

对于加速者的行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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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领域 行动建议

加大 ICT 基础设施建设

围绕新商业场景，持续投资下一代 ICT 基础设施，保持数字经济发

展的优势

• 面向全业务场景，提供无处不在的高质量联接，如 5G-A、全光

网络、算力网络等，为数字跃升做好准备。

• 发展绿色、集约化的数据中心满足对云服务、大数据分析和 AI

工作负载日益增长的需求。

• 投资人工智能技术及生态，以支持各行各业对人工智能的应用

探索。

• 大力投资可再生能源，发展新型电力基础设施，满足日益增长的

算力对于电力的需求。

加速行业数字化转型

建设统一数据底座，加速行业从数字化走向智能化

• 打破“数据孤岛”，建设统一的数据底座。

• 围绕数据的安全和成本，打造大容量的先进存储。

• 建设智能化平台，将人工智能集成到核心业务流程中，实现“小

问题”自动决策、自动执行，“大问题”推送分析、辅助决策。

重视数字人才储备

培养面向未来的创新人才

• 保持高水平的研发投入，以推动持续创新。

• 创建并参与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包括与初创企业、学术界和其他

行业参与者的伙伴关系。

• 提供持续的培训和发展计划，使员工具备新兴技术方面的技能。

• 制定吸引和留住顶尖人才的战略。

对于领跑者的行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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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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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

全球数字化指数（简称：GDI）是在全球联接指数（简

称：GCI）基础之上升级而来，由华为与 IDC 联合

研究。研究范围覆盖全球 77 个国家，占全球 93%

的 GDP和 80%的世界人口。研究团队与业界学者、

客户、伙伴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参考了来自联合国、

GSMA、咨询公司的数据、方法，洞察报告，构建

了技术要素与经济要素纵横交织的独特方法论模型。

GDI 报告由华为与 IDC 联合撰写，方法论知识产权

归双方所有。GDI 的数据由 IDC 统一收集，整理，

并根据数据的表现进行打分，排名，IDC 对数据的

真实性、科学性进行解释。

2024 GDI 方法论

全球数字化指数（GDI）全面评估了各国 ICT 产业

发展进程，分析了各国在 ICT 供给与需求方面的进

展，以及其发展数字经济、推进行业数字化转型和

发展 ICT 人才的能力。GDI 围绕泛在联接以及能够创

造经济价值的先进技术和应用，对各国开展数字化

转型的准备度和能力进行了研究。GDI 是在 2015 至

2020 年发布的全球联接指数（GCI）的基础上升级

而来，纳入了当前和近期的技术趋势，以便更好地

评估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对数字经济的影响。

研究框架

GDI 梳理了 42 个指标，评估了全球 77 个国家的数字

化进程，并分析了 ICT 产业发展成熟度对经济增长、

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2023年，这些国家覆盖

全球 93% 的 GDP和 80% 的世人口。在开发 GDI时，

我们查阅了公开报告、现有文献和指数、技术趋势，

并收集了 IDC 技术分析师的专业意见。我们总结了

面向 2030 年的关键趋势，并识别出及其背后的驱动

技术。我们将这些技术归为四大使能支柱，统称为

泛在联接、数字底座、绿色能源、政策与生态（CDEP），

并基于此开发了 GDI。

四大使能要素

• 泛在联接是基础，有力地保障全世界范围内的通

信和数据交换。我们需要建设覆盖更广、能力更

强的联接基础设施，这是我们弥合数字鸿沟、不

让任何人在数字经济中掉队的关键。

• 数字底座指通过部署人工智能、物联网、边缘计

算等先进技术来提升效率，推动创新，增强适用

性。这些数字基础设施为打造智慧城市、数字化

企业和创新解决方案，建设更智能、更灵活的全

球系统铺平了道路。

• 绿色能源正日益成为数字化转型的基石。随着数

字技术的普及，必须以可持续的方式满足其能源

需求。绿色能源不仅对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

义，并且还能在助力数字化转型的同时推动实现

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 有利的政策与生态起到粘合剂的作用。完善的监

管框架和合作生态系统能够在促进创新的同时保

障公众利益，对加速数字化发展、确保数字化成

果人人所享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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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和需求是影响数字经济的两大基本支柱。供给

侧贯穿整个 ICT 发展和数字化转型链条，为需求侧

的技术应用构建相应能力。供需协同有利于推动创

新、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因此供给和需求对于推动

数字化转型和实现和经济效益至关重要。

基于四大使能要素的供需关系，GDI 对各国开展了

纵向和横向评估，深入分析了各国的相对优势、劣势、

机遇和挑战，并为各国战略性投资决策提供了指导，

对于各国进行数字化转型并获得更大经济收益具有

重要意义。此外，GDI 通过可再生能源利用和拥有

成本等指标评估了各国的可持续增长，揭示了最佳

发展路径，并分享了领先技术在特定领域的成功应

用。GDI丰富的数据集为组织和个人提供了一份蓝图，

助其分析 ICT 产业发展与数字经济优势相关的广泛

因素。不仅如此，GDI 的综合指数排名还清晰地反

映了全球数字化的现状，并为未来 10 年的 ICT 技术

发展和演进确立了领先指标。

GDI 指标列表

使能要素 供给 需求

泛在联接 消费者光纤覆盖

企业光纤覆盖

国际互联网带宽

4G & 5G 覆盖

移动宽带体验

固定宽带体验

企业千兆园区渗透率

IPv6 部署率

固定宽带用户数

移动宽带用户数

物联网联接数

移动宽带可支付性

固定宽带可支付性

移动数据流量

万兆企业出口带宽部署率

数字底座 数据中心投资

先进存储投资

业务连续性与容灾覆盖率

算力投资

云服务投资

企业云化率

数据生成量

电子政务水平

行业数字化转型支出

绿色能源 可再生能源电力投资

绿色出行率

充电便利性

可再生能源发电利用率

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经济性

政策与生态 ICT 投资

频谱政策

数字化转型政策

绿色能源政策

ICT 法律法规

ICT 专利数

互联网参与度

电子商务交易量

智能手机渗透率

人均在线视频观看时长

初创企业数量

STEM 毕业生比例

ICT 从业人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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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各指标的得分进行汇总，并得

出一国在泛在联接、数字底座、绿色能源和政策与

生态四大使能支柱方面的得分。

每个使能支柱的权重基于因子分析来确定。在进行

因子分析时，我们通过对各使能支柱进行最优加权

线性组合得出一个索引变量，即因子得分，并根据

其因子负荷量为各使能支柱分配相应的权重，以此

来反映该使能支柱与 GDI 的关系。经过计算，泛在

联接、数字底座、绿色能源和政策与生态在 GDI 中

的比重分别为 30%、30%、10% 和 30%。

最后，我们基于四大使能支柱的得分计算出各国的

GDI 得分，

GDI 得分 =

其中：

i：代表四大使能支柱

ni：代表各使能支柱的指标数量

j：代表各使能支柱的指标

αi：指第各使能支柱的权重

关于GDI指标分类的定义和来源，详见“GDI定义”。

附加说明

在根据 GDP 对变量进行加权计算时，我们采用的

是根据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 GDP。由于这种

计算方式考虑了各国生活成本的差异，因此通常是

衡量一国购买力的最佳方式。具体而言，它通过衡

量一国在国民经济中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能力来衡量

该国的相对财富。GDI 参考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国际电信联盟（ITU）、GSMA、世界经

济论坛（WEF）、世界银行（World Bank）、联合国、

Ookla、IDC、华为等来源的最新数据。对于缺失的数

据，我们基于相似地理区域内的情况进行了估算。图

表中的数据，由于做了舍入调整，显示结果跟实际

计算结果可能存在差别。

指标评分与总分

各国指标评分采用 10分制（1分最低，10分最高）。

根据领先国家的市场渗透率预测、历史市场表现以

及专业分析师的预测，每个指标都有一个符合实际

的 2030 年目标值。通过对比各指标的实际值与目标

值，我们可以得出每个指标所对应的区间值。然后

我们会根据该区间值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换算，

从而得出该指标的得分。通常情况下，如果实际值

不到目标值的 10%，则指标得分为 1 分；如果实际

值在目标值的 11%到 20%之间，则指标得分为 2分，

以此类推。当指标得分超过 10 分时，代表该指标的

目标值已实现。具体详情，请见下表。

分值
(% 目标值 )

GDI
得分

1–10 % 1

11–20 % 2

21–30 % 3

31–40 % 4

41–50 % 5

51–60 % 6

61–70 % 7

71–80 % 8

81–90% 9

91–1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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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定义

泛在联接
消费者光纤覆盖

指将光纤直接连接到驻地的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光纤

或标准以太网联接，且无需依赖数字用户线（DSL）
或电缆调制解调器等其他技术。此类联接包括无源光

网络和点对点以太网联接，但不包括互联网专线。互

联网专线属于专用互联网接入，提供独享带宽且上下

行速率对称。

此场景下的网络支出由家庭或住宅用户支付。

计算口径：人均

企业光纤覆盖

指将光纤直接连接到驻地的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光

纤或标准以太网联接，且无需依赖数字用户线（DSL）
或电缆调制解调器等其他技术。此类联接包括无源光

网络和点对点以太网联接，但不包括互联网专线。互

联网专线属于专用互联网接入，提供独享带宽且上下

行速率对称。

此场景下的网络支出由企业或政府组织支付。

计算口径：GDP 占比

国际互联网带宽

国际互联网带宽指以每秒兆比特（Mbit/s）计算的国

际互联网带宽总量。已使用的国际互联网带宽是指

用于承载互联网流量的国际光纤网络和无线链路的

平均流量负载。该平均值基于统计年份 12 个月的数

据计算，并考虑了所有国际互联网链路的流量。互

联网用户人均国际互联网带宽（换算成 bit/s）= 国
际互联网带宽 / 互联网用户总数。

计算口径：互联网用户人均

4G & 5G 覆盖

指移动设备 5G 网络联接的占比（80%）和移动设备

4G 网络联接的占比（20%）的加权得分。

计算口径：4G 网络联接数和 5G 网络联接数在总联

接数中的占比

固定宽带体验

指各国平均上传和下载速度。这些指标基于数十亿

固定网络测试得出，用于了解和分析固定宽带速度。

计算口径：不涉及

移动宽带体验

指各国平均上传和下载速度。这些指标基于数十亿

移动网络测试得出，用于了解和分析移动宽带速度。

计算口径：不涉及

IPv6 部署率

指一国使用 IPv6 访问互联网的用户比例。

随着互联网协议第四版（IPv4）地址基本耗尽，互联

网协议第六版（IPv6）已取代 IPv4，成为下一代互联

网协议。IPv4 仅能提供 37 亿个唯一 IP 地址，但 IPv6
理论上可提供 340 万亿万亿万亿个地址。IPv6 地址

由 128 位组成，通常以十六进制数字序列显示，由

冒号字符（:）分隔。

IPv6地址样例：2001:0db8:85a3:0000:0000:8a2e:0370: 
7334

计算口径：不涉及

企业千兆园区渗透率

企业级接入设备是专为多接入点（AP）系统而设计

的 WLAN 接入设备，其功能丰富且支持升级。企业

级接入设备分为独立型（传统）和依赖型两类，可

部署在室内或室外。该指标衡量的是 Wi-Fi 6 设备出

货量占 WLAN 网络设备总出货量的比例。

计算口径：WLAN 网络设备总出货量

固定宽带用户数

通过有线（包括卫星）宽带互联网联接上网的用户

总数。

计算口径：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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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宽带用户数

总人口中使用移动宽带服务的用户总数。

计算口径：人均

物联网终端联接

物联网联接指智能终端设备通过 IP 地址等唯一标识

符远程接入公共蜂窝网络或专用 IP 网络 / 互联网、

xDSL、无线网络（低功率广域网络）、NFC 设备、微

波无线电或 DVB-S2X 卫星系统。例如，火车、卡车

和公共汽车等交通系统使用的传感器、IP 摄像头等

设备均可进行远程访问，并且每一个设备都可视为

物联网终端联接。

计算口径：人均

固定宽带可支付性

指固定宽带基础套餐月租费。不同套餐可能有不同

的流量包和最大下载速度。这一指标衡量的是每月

固定宽带费用占该国人均国民收入（GNI）的比重。

计算口径：GNI 占比

移动宽带可支付性

指手机用户每月最低消费 500 MB 流量后所需支付

的流量服务费。这一指标衡量的是每月移动宽带费

用占该国人均 GNI 的比重。

计算口径：GNI 占比

移动数据流量

指一段时间内每个月、每个联接通过移动网络传输的

总数据流量，以兆字节（MB）为单位。

计算口径：每个联接的移动数据流量

万兆企业出口带宽部署率

衡量一国的企业无线网络带宽，是企业数字化的重要

评估指标。IDC 根据以太网交换机的外形规格（固定

和模块化）和速度（100 Mb、1,000 Mb、2.5 GE、5 
GE、10 GE、25 GE、40 GE、50 GE、100 GE、200 
GE 和 400 GE）对这些交换机进行了分类。该指标

衡量的是万兆以太网交换机的出货量占全国以太网

交换机总出货量的比例。

计算口径：占以太网交换机总出货量的比例

数字底座
数据中心投资

指在本地环境和非本地环境下所有数据中心的 IT基础

设施总投资，包括服务器、存储系统、及其处理器、内

存、磁盘以及内置操作系统和软件等所有组件的投资。

计算口径：GDP 占比

先进存储投资

指对企业存储系统的投资。企业存储系统对于数字

数据的处理、管理和存储至关重要，涉及电源、冷

却系统、存储控制器等组件以及硬盘驱动器和闪存

等介质。该指标主要计算的是先进存储解决方案（如

全闪存系统和高性能 AI 存储）占总数据存储容量的

比例，反映了一国在数据管理方面支持先进生产力

的能力，计算单位是 TB。

计算口径：GDP 占比和总存储容量

业务连续与容灾（BCDR）覆盖率

提供数据迁移、保护和 / 或复制（又称在线备份或备

份即服务）功能的订阅式软件和云服务是数据复制

和保护软件的收入来源之一。该指标用于衡量在此

类功能上的投资占软件投资的比例。

计算口径：GDP 占比

算力投资

我们将服务器系统定义为通过网络访问和提供服务

的多用户计算设备。典型的服务器系统包含一个或

多个处理器、主板、内存、内部磁盘或闪存、内置

操作系统、电源装置和网络接口。一国的算力通过

该国在服务器系统市场的总投资来衡量。

计算口径：GDP 占比

云服务投资

指最终用户在公有云服务上的总支出，既包括基础

设施即服务（IaaS）、平台即服务（PaaS）、软件

即服务（SaaS）和系统基础设施软件即服务（SIaaS）
等服务方面的投资，也包括云环境下所有计算、存

储和软件应用资源的投资。该指标基于 GDP 计算得

出，直接反映了最终用户对云服务提供商提供的云

服务需求。

计算口径：GDP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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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云化率

该指标衡量了企业基础设施的上云速度，同时也反

应了企业基础设施的云化率（公有云和私有云）。

计算口径：不涉及

数据生成量

指的是预期可获取的丰富的可执行数据。此类数据

可供人工智能平台及分析工具使用，以提升用户体验

并帮助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公司提升投资回报率。为了

提升 AI 平台和分析工具的体验，还需考虑生成数据

的可扩展性。

计算口径：人均

电子政务

该指标直接取自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以评估联合

国各成员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情况。

计算口径：不涉及

行业数字化转型支出

为顺应市场发展、推动市场变革，企业需要进行数

字化转型，并利用数字化能力开发融合数字和物理

体验的创新解决方案，以此来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

和组织绩效。

计算口径：GDP 占比

绿色能源
可再生能源电力投资

该指标衡量的是一国可再生能源技术每千瓦 / 兆瓦的

总安装成本，包括人工成本、材料成本（沼气 / 生物

质的原料等物料采购费）、土地成本、电力线宽带

（BPL）成本和当地货币对美元的汇兑成本，但不包

括制造零部件的成本。

计算口径：GDP 占比

绿色出行率

绿色出行率可通过比较统计周期内全国路上电动汽

车数量和路上汽车总量来衡量。

计算口径：不涉及

充电便利性

一国的充电便利性可通过比较该国的充电点数量和

路上电动汽车数量来衡量。

计算口径：每个充电点平均覆盖的电动车数量

可再生能源发电利用率

可再生能源发电利用率 =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绝对

值 / 根据电气化率进行加权计算得出的全国总发电量

的绝对值

计算口径：不涉及

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经济性

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经济性可通过比较特定地区光伏

和风能每千瓦时的发电成本和该地区燃煤发电（或

石油、天然气发电）的成本来评估。

计算口径：不涉及

政策与生态
ICT 总投资

指每个国家传统 ICT 市场的总体规模，即最终用户在

IT 硬件（服务器、存储、个人电脑、设备、配件、网

络设备）、软件、IT 服务和电信服务上的支出总额。

一国传统 ICT 市场总规模在本国 GDP 中的占比衡量

了该国 ICT 市场的供应成熟度。

计算口径：GDP 占比

频谱政策

指根据各国给运营商分配的频谱总量（而非每个运

营商的平均频谱量）计算得出的综合得分。这里所

说的频谱包括低于 1 GHz、1–3 GHz、3–6 GHz 以
及毫米波频段频谱。

计算口径：不涉及

数字化转型政策

指国际电联第五代数字协同监管基准（ITU G5 
Benchmark）支柱四：数字经济政策议程的综合得分。

数字经济政策议程涵盖促进数字经济、创业和投资

的国家政策和干预措施。

计算口径：不涉及



附录｜ 48

绿色能源政策

该指标量化了电力政策和绿色政策，包括净零目标、可

再生能源目标、固定上网电价 / 上网电价溢价，以及

净电量结算 / 净电量计费。

计算口径：不涉及

ICT 法律法规

国际电联 ICT监管跟踪机制（ICT Regulatory Tracker）
追踪各国的 ICT 监管环境，有助于用户对比各国 ICT
法律和监管框架，了解其发展趋势。

计算口径：不涉及

ICT 专利数

发明人所在国 ICT 领域基于《专利合作条约》申请

的专利总数，由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

进行测量和追踪（stats.oecd.org）。

计算口径：人均

互联网参与度

指过去一年内，通过有线和 / 或移动网络至少访问一

次互联网的总人口数。

计算口径：人均

电子商务交易量

电子商务指买家通过互联网在线下单购买商品或服

务。该指标统计的是B2B侧和B2C侧（包括批量采购）

的电子商务交易总量。

计算口径：人均

智能手机渗透率

指智能手机联接数占总联接数的比例（不包括机器

对机器的联接，即 M2M）。智能手机是能够访问互

联网服务和计算功能的高级移动终端。

计算口径：占总联接数的比例

在线视频观看时长

指 16 岁及以上互联网用户每天观看广播和流媒体视

频的平均时长。

计算口径：不涉及

初创企业数量

指一国的初创公司数量。初创企业指应用创新技术

解决方案并有可能实现规模化发展的企业。

计算口径：每千人

STEM 毕业生比例

指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毕业生占

总毕业生的比例。

计算口径：不涉及

ICT 从业者数量

指各国 ICT 供应和管理从业者的数量，既包括 ICT 行
业硬件厂商、软件供应商、服务提供商和渠道商直

接雇佣的员工，也包括用户 ICT 部门雇佣的负责技

术解决方案管理、部署、支持和战略执行的 ICT人员。

计算口径：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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