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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宽带中国”战略不仅是国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部署，也是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良好契机。本

文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宽带中国”试
点对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宽带中国”试点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正

向促进作用，但政策效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异质性。就地区差异而言，“宽带中国”显著促进了中

东部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而对西部地区企业影响并不显著，就行业差异而言，“宽带中国”对

高新技术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非高新技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用微乎其微。因此，

我国应进一步扩大“宽带中国”试点范围，将西部地区和非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战略重点，推动政策精准

落实，全面充分激活企业数字化转型活力，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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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roadband China” strateg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deployment of national network inf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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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construction, but also a good opportunity for enterprises to achieve Digital transforma-
tio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A-share listed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from 2010 to 
2021,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the “Broadband China” pilot on the digital trans-
form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by using time-varying DID model, and concludes that the “Broad-
band China” pilo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but 
the policy effect is heterogeneous. In terms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Broadband China” significant-
ly promote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regions, bu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enterpris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In terms of industry differences, 
“Broadband China”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high-tech en-
terprises, while the effect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non-high-tech enterprises is minimal.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further expand the scope of the “Broadband China” pilot, take 
the western region and non-high-tech enterprises as strategic priorities, promote the precise im-
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fully activate the vitality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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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有机结合，十

九届五中全会中明确提出“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将企业数字化转型提

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受到了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三年疫情是经济发展的寒

冬时期，而在此期间部分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企业却出现了“逆势增长”。企业是微观经济运作的重要主

体，数字化转型将信息技术集成到企业各个业务领域和管理层级中，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企业经营模式

和业务交付方式，帮助企业提高业务敏捷性，实现企业经营的降本增效。但是，当前我国企业的数字化

转型比率并不高。根据埃森哲发布的《2022 年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2022 年转型成效显著的中国

企业仅 17%。由于缺乏前沿技术支撑和必要的硬件配置，企业内部的创新型数字化转型难以持续(陈和等，

2022)  [1]，我国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质与量上仍存在着较大的改善和提升空间。 
网络基础建设是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路径。作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重要部分，网络基础

设施建设顺应了数字化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趋势。为推动信息网络发展，全面普及移动互联网应用，工

信部同发改委分别于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公布了 3 个批次共 120 个“宽带中国”试点城市(城市群)。
“宽带中国”战略致力于加强我国全覆盖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抓住数字化时代的经济发展契机，积极

推动我国产业的升级转型。战略实施近 10 年以来，我国网络基础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随着“宽带中

国”等网络基础设施政策的实施，中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对试点城市企业的信息技术传递

和数字网络建设具有深远影响。但现有研究较少有从企业微观层面探究网络基础设施的影响，如何定量

分析网络基础设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影响作用？这是值得探究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以“宽带中

国”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以 2010~2021 年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探

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影响，并对其异质性进行拓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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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的概念较为广泛，学界和实务界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与传统信息建设相比，

数字化更强调数字技术的融合与创新。国外学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已有多年。Fitzgerald 等(2013)  [2]
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市场竞争的关键，其有助于企业提升客户满意度，优化企业经营。Zhigang 
Sun 等(2013)  [3]研究分析了美国报业数字化转型，认为数字化转型帮助报业实现商业模式迭代，通过创

建不同种类的数字化产品而带来新的收入来源。Singh 等(2017)  [4]通过六个 CDO 案例分析认为企业数字

化转型应从总体布局，采用积极的措施应对数字化时代的机遇与挑战。Liang Li 等(2018)  [5]通过对阿里

巴巴数字平台上的 7 家中小企业向跨境电子商务数字化转型的定性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是在数字化基础

上的企业经营与管理的全方位转变。国内学者刘树明(2018)  [6]通过长春车辆公司的案例分析认为企业数

字化转型应循序渐进，利用数字信息建立符合企业实际经营发展的模型。江冠燃等(2019)  [7]研究认为影

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因素主要包括数字技术、高层领导和价值主张，数字化提高了企业的业务效率，帮

助企业更好地发现客户需求，增强客户关系。王丙楠等(2022)  [8]基于 2011~2020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对机构持股缓解企业财务困境具有调节效应。黄大禹等(2022)  [9]
基于上市企业 2007~2020 年年报资料，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优化信息流转和市场预期，改

善企业融资约束与融资成本困境，提升企业创新动能。 

2.2.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网络基础设施是指实现端点间信息传输的网络通信体系，包括支持计算机网络运行的物理性结构和

通信方面的软硬件设施。 
早在 20 世纪就有国外学者开始研究网络与经济增长。1956 年，美国经济学家 Robert Merton Solow

认为社会知识的积累而引发的创新活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1991 年，Paul M. Romer 在《收益递

增经济增长》中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表明知识和技术研发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10]。2002 年，Stiroh 
K J (2002)  [11]通过对网络基础设施对地区发展的影响发现网络技术的应用促进国家经济增长。2009 年，

P Koutroumpis  [12]利用宏观经济生产函数对 22 个 OECD 国家 2002~2007 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发现

宽带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宽带渗透率超过 30%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 
国内学者朱锐勋等(2001 年)  [13]在西部大开发背景下讨论了我国西部地区信息网络建设的后发优势，

认为应将信息产业作为西部开发的基础产业，提高西部地区整体网络应用水平。刘传明等(2020)  [14]利用

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并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

过促进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及缓解资源错配等途径能够显著促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罗良文等

(2021)  [15]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

展理念最终影响经济增长质量，通信基础设施的作用主要是提高本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对周边地区经济

增长质量影响有限。邢小明等(2021)  [16]采用多期双重差分研究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居民消费

水平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创业活跃度效应推动了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且影响作用存在区域差异性。刘

雅君等(2022)  [17]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角度，实证发现“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对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具

有显著推动作用。 

2.3. 文献评述 

结合以上研究发现，现有文献多以宏观视角阐述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字经济和企业发展之间的

互动，沉淀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有学者关注到了数字技术的发展是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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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行了相关的案例分析，但并未结合国内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分析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路径

及机制。同时现有文献大多数集中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宏观经济作用效果的研究，但对企业微观层面

影响的实证分析不多。本文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以“宽带中国”战略这一准自然实验检验网络基

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微观层面影响，并深入探究了“宽带中国”战略政策效果的异质性，通

过实证扩充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经验证据。 
本文的研究价值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借助“宽带中国”战略这一自然实验，从微观角度入手，

将此项政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相结合，实证得出了“宽带中国”战略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并

对该结论做出了解释。第二：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验证了“宽带中国”战略对公司数字化转型的影

响，扩充了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与企业数字化转型领域的研究。第三：从区域和行业视角检验了此项

政策的异质性，并从理论上解释其作用的机制。 

3. 研究假设与设计 

3.1. 研究假设 

信息化时代的快速发展促使企业由传统的商业模式向数字化经营转变。三年疫情造成了实体经济的

发展寒冬，却使得数字经济大放异彩。与传统经营模式相比，数字化程度的更高的企业能够更加快速和

高效的获取信息，通过大量的数据了解市场的发展动态，并对市场变化和潜在风险做出及时调整 [18]。网

络基础设施建设拓宽了企业获取外部数据与知识的渠道，通过更高效的信息交互方式满足企业经营和管

理所需，减少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资金消耗，从而帮助企业实现降本增效 [19]。同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改变传统的知识传递方式，极大程度上缩短了新知识新技术的传播时间消耗，在此基础上，企业员工拥

有更多的渠道和机会获取海量的新兴知识，在实现个人专业技能提升的同时充实了企业的人才积累 [20]。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 1：控制其他因素不变，“宽带中国”战略能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可能因个体而异。就地区而言，与西部地区相比，中东

部地区经济体量更大，基础设施更为完善，更易吸引外国投资，因此，“宽带中国”战略对中东部地区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能具有更强的激励作用。就行业而言，与非高新技术行业相比，高新技术行业的发

展对数字化技术的依赖程度更高，对外部知识和技术有着更高的需求，因此，“宽带中国”战略对高新

技术行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能具有更强的激励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说 2：相比于西部地区，“宽带中国”战略更有助于促进中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 
假说 3：相比于非高新技术行业，“宽带中国”战略更有助于促进高新技术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3.2. 模型构建 

由于“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城市确立的时间不同，本文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研究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借鉴邱洋冬 [21]、孟庆伟 [22]的研究思路，构建如下多时点双重差分的双向固

定效应模型，探究“宽带中国”战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净效应： 

it it it i t itlndigital did Xα β γ µ θ ε= + + + + +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lndigitalit为公司 i 在第 t 年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参考学者吴非等(2021)  [23]的研究，

从“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和“数字技术应用”五个维

度的细分指标在上市公司年报出现中总词频，并做对数处理，来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核心解释变量 did 为“宽带中国”时点政策的虚拟变量，如果企业所在地区在第 t 期列入“宽带中国”

试点城市名单，则 t 期及之后政策变量 did 赋值为 1，否则为 0，其系数估计值则为 DID 的平均处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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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研究精度，借鉴胡洁等 [24]的研究思路，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一系列可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程

度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企业年龄(age)、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资产负债率(lever)、独立董

事比例(indep)、股权集中度(top)和董事会规模(board)。上述主要变量定义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efinitions of major variables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符号 定义 

被解释变量 企业数字化转型 lndigital 基于文本分析和词频统计 
对数化处理 

核心解释变量 “宽带中国”战略 did ln (企业资产总计) 

控制变量 

董事会规模 board ln (董事人数) 

企业年龄 age ln (当年 − 企业上市年份 + 1) 

营业收入增长率 growth (当期营业收入 − 上期营业收入)/上期营

业收入 

资产负债率 lever 企业负债总计/企业资产总计 

独立董事比例 indep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人数 

股权集中度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3.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我国 2010~2021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据中部分缺失值采用插值法补充，

并对 ST、*ST 和期间退市的样本以及上市年限不满三年的样本进行剔除。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还

对所涉及的微观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1%的 Winsorize 缩尾处理。其中，企业财务数据和公司治理数据均

来自 CSMAR 数据库，企业数字化转型数据则通过对上市公司年报进行文本分析和词频统计得到，相关

上市公司年报来自深交所和上交所官方网站。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2。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lndigita 33,462 2.822 67.127 0 6.909 

did 33,462 0.518 0.499 0 1 

board 33,462 2.203 0.248 1.609 2.890 

age 33,462 2.091 1.010 −0.693 3.332 

growth 33,462 1.437 1.260 −7.464 36.171 

lever 33,462 0.431 0.231 −1.237 4.454 

indep 33,462 0.379 0.064 0.250 0.600 

top1 33,462 34.129 15.152 −9.330 120.780 

4. 实证结果与分析 

4.1. 基准回归 

首先利用双向固定模型，检验“宽带中国”战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净效应。表 3 报告了基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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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其中，列(1)~(2)为控制企业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在加入控制变量后，“宽带中国”

战略变量 did 的系数估计值均在 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在排除遗漏变量的影响后，该政策能够

正向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证明了假说 1。本文以列(2)的估计结果为基准展开讨论，从回归结果可知，

“宽带中国”试点系数估计为 0.0309，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由此说明在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相比控制组企业而言，“宽带中国”战略使试点城市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提高了 3.09%。列(3)~(4)
为控制行业、省份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在加入控制变量后，“宽带中国”战略系数估计值在 1%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基于此，“宽带中国”战略对试

点城市(城市群)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benchmark model 
表 3.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VARIABLES lndigital lndigital lndigital lndigital 

did 
0.0304** 0.0309** 0.133*** 0.133*** 

(0.0153) (0.0153) (0.0155) (0.0154) 

board  
0.132*** 

 
0.214*** 

(0.0206) (0.0229) 

age  
0.129*** 

 
−0.0542*** 

(0.0114) (0.00668) 

growth  
−0.00420 

 
−0.0204*** 

(0.00332) (0.00432) 

lever  
−0.0942*** 

 
0.223*** 

(0.0278) (0.0261) 

indep  
−0.271*** 

 
0.385*** 

(0.0731) (0.0841) 

top1  
0.00118** 

 
0.00152*** 

(0.000585) (0.000366) 

Constant 
2.799*** 2.345*** 2.753*** 2.130*** 

(0.00860) (0.0650) (0.00952) (0.0692) 

行业 NO NO YES YES 

省份 NO NO YES YES 

年份 YES YES YES YES 

企业 YES YES NO NO 

Observations 33,153 33,153 33,462 33,462 

R-squared 0.792 0.793 0.466 0.470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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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宽带中国”战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的前提是，在该项政策实施之前，

研究样本中的所有企业均不存在时间趋势差异，基于此，需要采用平行趋势检验对本文多时点双重差分

模型加以检验。参考学者李青原 [25]的做法，根据企业所在城市确立为“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城市的时间，

将样本区间划分为：确立为试点城市的前 4 年、……、确立为试点城市的前 1 年、确立为试点城市的当

年、确立为试点城市的后 1 年、……、确立为试点城市的后 4 年，从而构建 9 个指标变量，分别为：d_4、……、

d_1、d0、d1、……、d4，当企业处于子样本区间为 1，否则为 0。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 1，在政策实

施前四年均不显著，表明在“宽带中国”战略实施之前，样本中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企业在数字化转

型水平上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一结果表明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实验组与控制组中企业数字化

转型程度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平行趋势检验通过。政策实施当期(d0)不显著表明政策实施效果存在时滞性。

而“宽带中国”战略试点 1 年后，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开始出现正向显著差异，政策实施效果开始出现。 
 

 
Figure 1. Parallel trend test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4.3.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城市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差，即政策实施所选择的试点城市并非完全随

机，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为克服上述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 PSM 的方法对样本实验组与控制

组进行匹配，最大程度保证其样本特征的一致。在控制协变量的基础上，建立是否选为“宽带中国”试

点城市的 Logit 模型，采用核匹配的方式对原始样本进行得分匹配再进行基础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与

基准回归模型(2)结果相比，采用核密度匹配的 PSM-DID 模型(5)的样本估计系数没有明显变化，且仍在

5%显著性水平下保持显著的正向作用。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PSM-DID 
表 4. PSM-DID 回归结果 

VARIABLES 
模型(2) 模型(5) 

lndigital lndigital 

did 
0.0309** 0.0309** 

(0.0153) (0.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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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board 
0.132*** 0.132*** 

(0.0206) (0.0206) 

age 
0.129*** 0.129*** 

(0.0114) (0.0114) 

growth 
−0.00420 −0.00426 

(0.00332) (0.00335) 

lever 
−0.0942*** −0.0920*** 

(0.0278) (0.0282) 

indep 
−0.271*** −0.271*** 

(0.0731) (0.0731) 

top1 
0.00118** 0.00118** 

(0.000585) (0.000585) 

Constant 
2.345*** 2.345*** 

(0.0650) (0.0650) 

年份 YES YES 

企业 YES YES 

Observations 33,153 33,150 

R-squared 0.793 0.793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5. 异质性分析 

前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宽带中国”战略对试点城市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

是在不同行业或区域背景下，政策实施效果是否存在差异仍值得进一步探讨。 

5.1. 城区区位异质性 

根据城市所属自然区域，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中东部和西部城市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见表 5 中模型(6)
与模型(7)的回归结果。“宽带中国”战略在 10%显著性水平上对中东部地区试点城市的企业数字化转型

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对西部地区试点城市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并不显著。中东部地区经济发达，

技术产业园区林立，更为丰富和发达的产业体系先天对数字化技术有着更强烈的饥渴感，可以利用“宽

带中国”政策积极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当地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宽带中国”战略对中东部

地区试点城市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出更为持久和显著的政策效应。 

5.2. 企业科技水平异质性 

根据行业发展属性将企业划分为高新技术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并进行分组回归。表 5 中的模型

(8)和模型(9)展示了企业科技水平的异质性检验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宽带中国”政策在 1%显著性

水平上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对非高新技术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可

能是因为高新技术企业更注重企业创新产出，重视企业自身的技术禀赋积累，在“宽带中国”政策背景

下，更主动地吸收内化数字化技术，从而使得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溢出效应在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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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Heterogeneity test 
表 5. 异质性检验 

VARIABLES 

中东部 西部 非高新技术 高新技术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lndigital lndigital lndigital lndigital 

did 
0.0285* −0.0305 0.0156 0.0571*** 

(0.0167) (0.0437) (0.0242) (0.0195) 

board 
0.142*** 0.0285 0.0578* 0.124*** 

(0.0220) (0.0601) (0.0321) (0.0265) 

age 
0.128*** 0.127*** 0.176*** 0.111*** 

(0.0120) (0.0381) (0.0200) (0.0140) 

growth 
−0.00365 0.00300 −0.00540 0.00524 

(0.00356) (0.00937) (0.00421) (0.00566) 

lever 
−0.111*** 0.0137 −0.118*** −0.107*** 

(0.0298) (0.0791) (0.0435) (0.0387) 

indep 
−0.274*** −0.227 −0.192* −0.302*** 

(0.0773) (0.222) (0.115) (0.0921) 

top1 
0.000642 0.00422*** 0.00156* 0.00107 

(0.000630) (0.00160) (0.000938) (0.000798) 

Constant 
2.390*** 2.143*** 2.071*** 2.607*** 

(0.0690) (0.200) (0.109) (0.0803) 

Observations 29,293 3,852 13,976 18,934 

R-squared 0.797 0.760 0.747 0.828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数字化转型是当前时代的发展趋势，对企业的发展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数字技术和互联网

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帮助企业创新商业模式，以更低的成本获取外部知识和技术，通过大量

的数据优化解决企业管理中心数据孤岛和内部数据不关联的现象，综合提升企业发展能力。企业数字化

转型已成为企业夺取市场机会的重要手段。而以“宽带中国”为代表的国家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数

字化转型提供了发展契机。 
在此政策背景下，本文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宽带中国”战略对试点城市企业数

字化转型的影响，并得出以下结论：1) “宽带中国”战略对试点城市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显著的正向促

进作用，在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与控制组相比，“宽带中国”政策的实施平均对实验组企业数

字化转型程度提高了 3.09%。2) “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效果存在着异质性差

异。就地区而言，“宽带中国”对中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西部

地区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就行业而言，“宽带中国”能显著促进高新技术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而在

非高新技术企业的政策效果并不显著。基于前文的分析总结，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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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宽带中国”战略有助于试点城市企业数字化转型，因此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宽带中国”战

略，扩大“宽带中国”试点范围，从先行城市的发展路径汲取经验，推动“宽带中国”政策精准落实，

借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充分激活企业数字化转型活力，进而促进企业经营模式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其次，“宽带中国”战略对西部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效果还有待深化，在推动西部地区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发力当地产业升级，完善其他技术设施建设，实现宏观政策多维互动，全面

推动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和企业数字化转型。除此之外，在“宽带中国”政策执行过程中，还需要加

强对企业，尤其是以传统企业为代表的非高新技术企业的政策引导，关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个性

化问题，为企业提供精准辅导，帮助企业充分吸收“宽带中国”的效应，实现“弯道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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