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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宏观经济形势、投资情况、
产能利用等热点问题，国新办 17日
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相
关负责人进行了回应。 数字化浪潮加速演进，人口大国将如何拥抱

机遇？

1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 9部门发布

《加快数字人才培育支撑数字经济发展行动方案

（2024—2026年）》，旨在发挥数字人才支撑数字

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为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中国正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

一。AI数字人 24小时直播带货，远程大数据寻医

问诊，数字博物馆引人入胜……数字化技术已越

来越深入我们的生活。

截至 2022 年末，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

50.2万亿元，占 GDP比重 41.5%。层出不穷的新

技术、新模式、新业态背后，关键靠人才支撑。

此次方案明确提出，用 3年左右时间，扎实开

展数字人才育、引、留、用等专项行动，提升数字人

才自主创新能力，激发数字人才创新创业活力。

如何增加数字人才有效供给、形成集聚效应？

方案部署了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数字

技能提升行动等 6个重点项目。这些项目将从产

业、企业、高校等层面入手，规划未来数字人才的

“成长地图”和培育体系，持续优化人才要素结构和

发展环境，夯实数字经济“加速跑”的人才“底座”。

要让机器人“听得懂”“干得对”，离不开机器

人工程技术人员；自动化生产线布局建设，必须靠

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把庞大厂矿变成“虚拟工

厂”，需要数字孪生工程师……

据测算，我国数字化人才缺口在 2500万至 3000
万左右，而且还在不断扩大。特别是人工智能、智能

制造、半导体、大数据等相关领域人才需求量激增。

猎聘大数据显示，今年新春开工首周，AIGC
领域人才需求激增，新发布职位数量同比增长

612.5%。在不少招聘平台，图像算法工程师和架

构师薪资排名领先，数字人才成为职场“香饽饽”。

也正因为如此，方案将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

放在六个重点项目首位，提出重点围绕大数据、人

工智能、智能制造、集成电路、数据安全等数字领

域新职业，制定颁布国家职业标准，构建科学规范

培训体系，开辟数字人才自主培养新赛道。按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计划，每年将培养培训数字

技术技能人员 8万人左右。

培养数字人才，教育是基础，也是重头。

方案提出，将加强高等院校数字领域相关学

科专业建设，加大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力度，并充分

发挥职业院校作用，推进职业教育专业升级和数

字化改造。

事实上，机器人工程、智能制造工程、无人驾

驶航空器系统工程、材料智能技术、智能视觉工程

等一批新专业已经成为高校的新选择，不仅得到

学生的青睐，更在就业市场上得到广泛认可。

新一代数字技术日新月异。方兴未艾的数字

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从强化数字经济的顶层设计，到成立国家数据

局提高数字经济治理水平，再到强化数字人才培育与

支撑……不远的将来，数字人才将竞相涌现，数字经

济将更具活力。③6 据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详解经济热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 严赋憬 陈炜伟

金贤东介绍，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总体

恢复良好。展望全年，在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政

策带动下，各地方各领域不断创新消费场景、优

化消费环境，支撑消费增长的积极因素在增多，

消费有望保持平稳升级、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

金贤东说，下一步将重点抓三方面工作：稳

就业促增收，切实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组织开展

促进青年就业三年行动，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

机制，推动居民工资收入合理平稳增长；扩需求

优供给，持续打造消费新增长点，配合有关部门

积极做好消费品以旧换新等工作；重权益守底

线，着力营造放心消费环境，配合相关部门持续

完善消费者投诉和维权机制，加快形成放心消费

制度闭环。③6 新华社北京4月 17日电

消费有望保持平稳升级、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

袁达介绍，今年一季度，民营经济发展实现

良好开局，重点领域指标走势向好，工业生产增

速加快，民间投资潜力持续释放，一季度民间投

资增长 0.5%，民营企业外贸增速明显快于整体

水平，一季度以人民币计价的民营企业进出口增

长 10.7%，比整体进出口增速快 5.7个百分点，所

占比重达 54.3%。

袁达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期组织召开了

全国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会议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部署 2024年
重点工作。下一步将强化法治保障，加快推进民

营经济促进法立法进程；切实解决企业问题，建好

用好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平台，形成收集、办理、

反馈、跟踪问效的工作合力和落实闭环；持续营造

良好氛围，落实好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定期组织

召开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现场会。

加快推进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进程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3.6%。国家发展改革委政

策研究室主任金贤东回应称，从历史数据看，中

国产能利用率的季度波动比较大，一季度产能利

用率相对低一些，四季度相对高一些，这与春节

假期等因素相关。初步分析，今后几个季度产能

利用率有望逐步回升。

金贤东指出，产能问题要从经济规律出

发，客观、辩证看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需

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普遍的，适度的产大

于需有利于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有些方面

把产能问题与国际贸易挂钩，认为出口商品多

了就是产能过剩了，这是站不住脚的。”金贤东

说，中国每年大量进口芯片、飞机、大豆、原油

等商品，也不能说明这些商品的出口国都产能

过剩。不同国家在各自强项产业的产能大一

些，在其他产业的产能小一些，是由各国的比

较优势决定的。

产能利用率有望逐步回升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刘苏社表示，今年以

来，国家发展改革委抓紧推动各项投资工作，积极

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加快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计

划，截至目前已下达超 2000亿元，占全年比重超

30%，将进一步加强计划执行，认真抓好项目建设

和监管，持续提高中央预算内投资使用效益。

此外，刘苏社介绍已完成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项目初步筛选。他说，按照专项债券工作职责分

工，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地方报来项目的投向领

域、前期工作等进行把关，完成了今年专项债券

项目的初步筛选工作，目前已推送给财政部并反

馈给各地方，财政部正在对项目融资收益平衡等

进行审核，各地也在提前做好项目准备工作。总

的看，这批初步筛选通过的项目数量充足、资金

需求较大，为全年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打下了坚实

的项目基础。

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已下达超三成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袁达表示，今年以

来中国经济延续了回升向好态势，实现了平稳起

步、良好开局，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稳中有升，经济

结构调整稳中有进，企业效益、就业收入、市场预

期平稳改善。“三驾马车”拉动更加协调，内需主

动力作用持续显现，一季度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为 85.5%；净出口拉动作用增强，外需贡献

率从上季的-3.1%转为 14.5%。

展望二季度，袁达说关键是抓落实，突出做

好三件事：更高效率推动落实既定政策和重点任

务，加快推进实施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

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等重大部署；更大力度推

进解决主要矛盾和问题，综合运用扩大需求、优

化供给、深化改革、调节储备等措施，促进物价运

行在合理水平；更高质量做好重大政策谋划和预

研储备，根据国内外环境变化和形势发展需要，

做好重大政策的预研谋划。

一季度经济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中国数字人才
培育行动启航
新华社记者 姜琳 黄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