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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在中亚国家的发展:
基于产业环境的分析

肖　 斌

　 　 【内容提要】 　 当前ꎬ数字经济已成为中亚国家重点发展的领域ꎬ但各

国发展差距很大ꎮ 通过分析产业环境可知ꎬ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

是中亚发展数字经济整体水平较好的国家ꎻ乌兹别克斯坦次之ꎬ但发展速

度很快ꎻ塔吉克斯坦还处在初始阶段ꎻ土库曼斯坦则刚刚起步ꎮ 与大多数

发展中国家一样ꎬ中亚国家发展数字经济面临很多问题ꎬ其中ꎬ互联网使

用成本高、数字监管垄断、数字人才短缺和通用语言少等需要优先解决ꎮ
未来ꎬ只有在现有产业环境得到优化的前提下ꎬ中亚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才

有可能达到预期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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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国家发展数字经济热情高涨ꎬ各国纷纷出台了发展数字经济的国家

战略ꎬ这为“数字丝绸之路”打开了广阔的发展前景ꎮ 但是ꎬ受诸多条件限制ꎬ
中亚国家发展数字经济的条件并不同ꎬ形成统一的数字经济空间难度较大ꎮ
需要从多个角度来分析中亚国家发展数字经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ꎬ从而增进

对中亚国家数字经济的认识ꎮ 而本文将围绕产业环境来探讨中亚国家数字

经济的发展潜力ꎮ

一　 基本概念:数字经济下的中亚国家产业环境

数字经济作为术语最早出现于唐泰普斯科特(Ｄｏｎ Ｔａｐｓｃｏｔｔ) «数字经

济:网络智能时代的承诺和风险»一书中ꎮ 该书向读者展示了互联网如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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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我们现有的商业方式①ꎮ 此后ꎬ随着软硬件发展和网络接入成本不断降

低ꎬ互联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球发展ꎬ数字经济也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

展的新动力ꎮ 目前ꎬ全世界互联网用户有 ３６ 亿人ꎬ商业潜力有 ３ 万多亿美元

且不断增长ꎮ ２０１８ 年“亚马逊”占据美国网络销售份额的 ４９ １％ ꎻ“阿里巴

巴”拥有中国 ６０％的网络销售份额ꎻ“谷歌”则拿下了全球 ９０％的在线查询和

６０％的网络浏览市场ꎻ安卓系统在移动操作系统中的使用率全球第一ꎻ“腾
讯”的微信系统是中国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ꎮ 围绕数字应用ꎬ上述全球性科

技公司打造了多个数字平台ꎬ成为数字经济巨头ꎮ 以数字经济为核心建立的

市场是双向互动的ꎬ一方面为消费者提供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ꎬ另一方面为

企业找到客户ꎮ 数字经济的规模和价值也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而不断扩

大②ꎮ 在数字红利的驱动下ꎬ数字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重心ꎮ 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结束的 Ｇ２０ 大阪峰会上ꎬ与会的各国元首签署«Ｇ２０ 大阪领导人

宣言»ꎮ 该宣言强调ꎬ要共同努力解决全球经济挑战ꎬ促进全球经济增长ꎬ要
利用技术创新的力量ꎬ尤其是数字化ꎬ使所有人在其应用中获益ꎮ 宣言还支

持日本启动“大阪轨道”ꎬ以显示各国在促进数字经济ꎬ尤其是数据流动和电

子商务国际规则制定方面的努力③ꎮ
在全球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背景下ꎬ中亚国家④非常重视发展数字经

济ꎮ 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第十四次元首理事会比什凯克峰会

上ꎬ各国元首积极推动相互间的数字经济合作ꎮ 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宣

言»指出ꎬ创新和数字经济是实现中长期经济增长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因素ꎬ愿协商成员国创新政策ꎬ促进创新系统元素形成合力ꎮ 成员国愿基于

已批准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数字化和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合作的构

想»ꎬ携手落实创新计划和项目ꎬ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科学技术和创新领

域高效合作ꎬ共同进行科学研究ꎬ推动科研中心进行学术交流、组织专业竞

赛ꎬ寻找新的经济社会增长点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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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亚国家发展数字经济的热情很高ꎬ但是起点各不相同ꎮ 因此ꎬ需
要通过比较分析法去探讨各国发展数字经济的现状ꎬ归纳现存问题ꎬ分析发

展前景ꎮ 在此基础上引入产业环境作为可比项ꎬ比较分析中亚国家数字经济

发展状况ꎮ
产业环境的概念来自管理学ꎬ在企业战略管理的外部环境中ꎬ分为总体

环境、产业环境和竞争者环境ꎮ 产业环境又可称为行业环境ꎬ是指引起企业

经营和管理行为发生变化的环境因素①ꎮ 因此ꎬ在企业战略管理中ꎬ产业环

境实际上是中观层次的概念ꎮ 数字经济兴起后ꎬ相关研究者把产业环境的

概念延伸到数字经济中ꎮ 根据数字经济之父泰普斯科特的研究ꎬ数字经济

企业模式由互联网、电子商社、产业环境三个层次组成ꎬ其中互联网是产业

环境的基本功能单位ꎻ电子商社是产业环境中利益共享、共同主导市场的

企业集合ꎻ产业环境是商业运作的整体背景ꎮ 一个产业环境有数个电子商

社组成ꎬ它们中的每一个都力图主导和控制整个环境②ꎮ 泰普斯科特关于

产业环境的定义更多关注于企业层面ꎬ并围绕企业形成了技术层次环境、用
户层次环境、电商层次(或互联网中间商层次)环境、科技金融层次环境ꎮ 不

过ꎬ泰普斯科特有关数字经济的产业环境概念更适合于解释数字经济发展较

为成熟的国家ꎮ
数字经济在创新经济模式的同时也会改变社会政治ꎬ尤其对政府治理国

家带来更高的挑战ꎮ 例如ꎬ在大数据时代ꎬ伴随数字应用出现保护个人隐私、
主权国家信息安全、控制网络社区中负面信息等问题ꎮ 因此ꎬ原有产业环境

概念已不足以解释数字经济下的产业发展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政府对数字经济

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ꎬ特别是在中亚国家ꎬ政府加强了对数据处理的管理ꎮ
因此ꎬ讨论中亚国家数字经济产业环境需要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来分析ꎬ
硬件包括数字基础设施ꎬ软件包括国家政策和市场ꎮ

基于上述认识ꎬ产业环境在本文指国家在发展数字经济时的基础设施环

境、政策环境和营商环境ꎮ 本文的基本假定是:如果数字经济所处产业环境

良好ꎬ那么中亚国家数字经济就能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ꎬ实现预期发展目标

的可能性也大ꎮ 数字经济发展的机会多且实现预期发展目标则意味着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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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或缩小)与数字经济先进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ꎬ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收获

数字红利ꎮ
为此ꎬ本文所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中亚国家发展数字经济的产业环境是

怎样的? 在当前的产业环境下中亚国家发展数字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如何认识中亚国家发展数字经济的前景?

研究中亚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具有较大的现实

意义ꎮ 中亚国家是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ꎬ也是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的重

要一环ꎬ其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增添新的发展动力ꎮ
此外ꎬ中国拥有发展数字经济的经验和技术ꎬ是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发展、在
中亚地区建立数字互联互通格局的重要力量ꎮ

二　 中亚国家发展数字经济的产业环境

中亚国家地处亚洲内陆ꎬ地理条件复杂ꎬ远离东亚、西欧和北美三大经

济中心ꎮ 受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和不确定性增加影响ꎬ中亚国家主要贸易伙

伴经济增长放缓ꎬ这对中亚国家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ꎮ 为了增强

经济韧性、保持经济增长ꎬ中亚国家不断调整发展战略ꎬ其中就包括发展数

字经济ꎮ 但是ꎬ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ꎬ发展数字经济的产业环境也

有较大差别ꎮ
(一)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环境

从 ２００２ 年起中亚国家开始注重发展数字经济ꎬ逐步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并取得一定成效ꎮ 根据表 １ 可看出ꎬ中亚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都有不同程度

的发展ꎬ哈萨克斯坦的发展水平最高ꎬ其次是乌兹别克斯坦ꎬ而土库曼斯坦的

发展水平最低ꎮ 然而ꎬ在全球数字经济互动中ꎬ中亚国家属于单向互动ꎬ即都

是数字经济消费国ꎬ其中哈萨克斯坦消费能力最强ꎮ 若从进口的占比来看ꎬ
尽管塔吉克斯坦经济实力较弱ꎬ但是塔政府非常重视数字经济建设ꎬ该国是

较早开通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和远程医疗的中亚国家ꎮ 对于发展数字经济ꎬ
塔吉克斯坦媒体解释道ꎬ数字经济能够对家庭提供很多便利、降低家庭支出ꎮ
例如ꎬ通过数字支付系统可以使塔吉克斯坦家庭在接收侨汇时降低 ３０％ 的

费用①ꎮ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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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中亚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环境

项目
知识产权
费用收入
(亿美元)

通信、计算
机等占服务
进口额比重

(％ )

通信、计算
机等占服务
出口额比重

(％ )

互联网个人
用户占人口
比重(％ )

安全的互联
网服务器分
布(台 /万人)

安全的互联
网服务器数
量(万台)

年份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哈萨克
斯坦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９ ５７ ６ １２ ２ １ ７８ — ７６ ４ — １２ ３２ １３ ７４ ２ ２２２ ２ ５１１

吉尔吉斯
斯坦

０ ００８ ０ ０１２ １５ ２ — １８ ８ — ３８ １ — １ ０３ １ ７０ ０ ０６４ ０ １０８

塔吉克
斯坦

— — １７ ９ １３ ４ ２１ ５ １９ ８ ２１ ９ — ０ ２０ ０ ２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５

土库曼
斯坦

— — — — １４ ２ １０ ８ ２１ ２ — ０ ０５ ０ ０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乌兹别
克斯坦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３ ６ ８ ６ ２ ５２ ３ — ５２ ３ — ２ ０２ ２ ７９ ０ ６５４ ０ ９１９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ｙ

然而ꎬ与数字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相比ꎬ中亚国家数字经济还处于较低

的发展水平ꎮ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国家数字基础设施最好的国家ꎬ但与中国和

日本相比整体水平不高ꎮ 在可比项中ꎬ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和日本差距最大的

是在知识产权使用费、通信和计算机等占服务出口额的比重、安全的互联网

服务器数量上ꎮ 这充分说明哈萨克斯坦在信息技术专利、信息产品制造和互

联网交易中使用加密技术的服务器方面与中国、日本差距巨大ꎮ

表 ２ 哈萨克斯坦数字基础设施与中国、日本比较

可比项
知识产权
费用收入
(亿美元)

通信、计算
机等占服务
进口额比重

(％ )

通信、计算
机等占服务
出口额比重

(％ )

互联网个人
用户占人口
比重(％ )

安全的互联
网服务器分
布(台 /万人)

安全的互联
网服务器数
量(万台)

年份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哈萨克
斯坦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９ ５７ ６ １２ ２ １ ８ — ７６ ４ — １２ ３２ １３ ７４ ２ ２２ ２ ５１

中国 ４８ ０ ５５ ６ ２２ ３ ２３ ４ ６０ ５ ６０ ７ ５４ ３ — ２ ０９ ４ ４７ ２８ ９９ ６２ ２１

日本 ４１７ ２ ４５５ ２ ６３ ０ ２１ ８ ５６ ５ ３２ ０ ９０ ９ — ５９ ８０ １１６ ７１ ７５ ８２ １４７ ６７

资料来源:同表 １ꎮ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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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ꎬ由于统计的原因ꎬ在考察期内没有研发人员数据ꎬ但是回溯 ２０１６
年数据可以发现ꎬ哈萨克斯坦人口中研发人员的占比也与中国、日本有较大

差距ꎮ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ꎬ２０１６ 年每万人中的研发人员数量是:哈萨克斯坦

６ ８７６ 人ꎬ中国 １２ ０５６ 人ꎬ日本 ５２ ０９ 人①ꎮ 据此可看出ꎬ中亚国家数字基础

设施发展不均衡ꎬ总体水平较低ꎮ
(二)发展数字经济的政策环境

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ꎬ中亚国家结合本国实际出台了具体的实施计划、
组建(或整合)了相应机构ꎬ并将数字经济纳入国家发展战略ꎮ

哈萨克斯坦早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批准了«信息化的哈萨克斯坦———２０２０ 国

家纲要»ꎬ确定了发展信息社会的 ４ 个关键领域②ꎮ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

展ꎬ哈政府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重点ꎬ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批准了«数字化的哈萨

克斯坦国家纲要»ꎬ目标是在关键经济部门发展和使用数字技术ꎻ增加信息通

信基础设施ꎬ普及互联网宽带和 ４Ｇ 移动通信ꎬ并向 ５Ｇ 发展ꎻ提高在线公共服

务的质量和数量ꎬ减少腐败ꎬ使政府机构工作更加高效ꎻ通过积极协助发展电子

商务ꎬ为企业主创造新的机会和有利条件ꎻ提高人口的数字应用能力ꎬ推动国内

ＩＴ 业发展ꎬ提高哈萨克斯坦的教育和医疗质量ꎮ 实施该纲要的 ５ 个主要工作方

向是:经济领域的数字化(工业和电力工业数字化ꎬ运输和物流数字化ꎬ农业数

字化ꎬ发展电子商务ꎬ发展金融技术和非现金支付)ꎻ向数字国家过渡(通过数字

技术使公民能够更快捷地接受公共服务ꎬ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数字互动将帮助企

业主在线获得所有必要的服务ꎬ国家机构内部活动的数字化ꎬ建设“智慧城

市”)ꎻ建设“数字丝绸之路”(扩大网络覆盖范围和信息通信基础设施ꎬ保障信

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安全)ꎻ人力资本开发(提高中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数字教育

水平ꎬ提高人口的数字应用能力)ꎻ建立创新型生态系统(支持创新发展网络ꎬ促
进技术创业ꎬ发展创业文化和研发ꎬ吸引风险融资ꎬ形成创新需求)③ꎮ

吉尔吉斯斯坦于 ２０１７ 年制定以建设“智慧国家”为目标的数字化转型规

划“Ｔａｚａ Ｋｏｏｍ”④ꎬ并纳入 ２０１８ ~ ２０４０ 年国家发展战略⑤ꎮ 早在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⑤

世界银行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ｇｉｔａ / ｋｚ ｋｚ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２０２０ꎬｈｔｔｐ: / / ｅｇｏｖ ｋｚ / ｃｍｓ / ｅ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ｇｐ＿ ｉｎｆ ＿ｋａｚ＿２０２０ꎻ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Ｋａｚａｋｓｈｔａ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ｋｚ ｋｚ /
“Ｔａｚａ Ｋｏｏｍ”在吉尔吉斯语中意为透明的、信任的社会ꎮ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ｔ ｇｏｖ ｋｇ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ｃｋｆｉｎｄｅｒ /

ｆｉｌｅ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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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就通过了第一个数字化国家发展战略ꎬ计划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０ 年将

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增至 ５％ ꎮ 因为资金和技术等问

题ꎬ吉尔吉斯斯坦数字化发展没有达到预期目标ꎮ 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国家发

展战略中ꎬ数字化的优先目标是支持公共行政改革、提高行政能力ꎮ 这一阶

段ꎬ吉数字化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ꎬ尤其在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人力资源培

训等方面成绩显著ꎮ 为了加速发展数字化ꎬ吉尔吉斯斯坦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成

立了政府总理领导下的国家信息技术和通信委员会ꎬ计划在 ７ 大领域实施 ２１
项措施ꎮ 不过ꎬ因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滞后ꎬ数字化产业的发展进程非常缓慢ꎮ
在总结前期经验后ꎬ吉尔吉斯斯坦的“Ｔａｚａ Ｋｏｏｍ”规划规定在 ２０４０ 年前实现

以下 ７ 个目标:建立基于绿色技术和清洁能源的世界级数字基础设施(宽带

电信网络、数据处理中心、云技术、数字平台)ꎻ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政策、立法、研究机构)ꎻ提高公众接触数字的机会和发展数字经济的能力ꎻ
支持吉尔吉斯斯坦人成为具有必备知识的数字公民ꎻ创建开放的数字社会ꎻ
使吉尔吉斯斯坦成为安全在线生活和工作的场所ꎻ将吉尔吉斯斯坦打造为

“丝绸之路”上数字商业和创新的枢纽①ꎮ
塔吉克斯坦在 ２０１６ 年推出的«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２０３０ 年前国家发展战

略»中提出ꎬ未来 １５ 年国家在电信领域的发展目标是:制定廉价、安全性高的

互联网接入政策ꎬ提高通信质量并广泛应用于公共服务和确保善治ꎻ扩大通

信服务的覆盖范围ꎻ加强国内通信市场的竞争能力ꎬ通过发展国家电信传输

能力把通信服务扩大到其他中亚国家ꎻ为发展区域和跨境光纤(ＦＯＣＬ)创造

有利环境ꎻ发展跨境电信基础设施ꎬ确保各类运输基础设施和电网使用ꎻ为发

展信息通信技术园区创造有利环境ꎮ 目前ꎬ塔吉克斯坦有 ２０ 多家互联网供

应商ꎬ９３％ 的城市人口能够享受移动通信服务②ꎬ有“Ｔｃｅｌｌ”、“Ｂａｂｉｌｏｎ Ｍｏ￣
ｂｉｌｅ”、“ＭｅｇａＦｏｎ”、“Ｔａｃｏｍ / Ｂｅｅｌｉｎｅ”和“ＴＫ Ｍｏｂｉｌｅ”五大通信运营商ꎮ

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签署了题为«土
库曼斯坦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５ 年数字经济发展构想»的法令ꎬ目的是促进商业和投

资、引进先进的政府管理方式、创造新的工作机会ꎮ 该构想计划分三个阶段

实施③ꎮ 第一阶段(２０１９ 年)的工作任务是:在国家层面建立主管机构ꎬ由各

—４４—

①
②

③

Ｔａｚａ Ｋｏｏｍꎬｈｔｔｐ: / / ｔａｚａｋｏｏｍ ｋｇ / ｓｉｔｅ / ｃｏｎｃｅｐｔ / ２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ａｊｉｋｉｓｔ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ｕｐ ｔｏ ２０３０ꎬ

ｈｔｔｐ: / / ｎａｆａｋａ ｔｊ / ｉｍａｇｅｓ / ｚａｋｏｎｉ / ｎｅｗ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ｙａ＿２０３０＿ｅｎ ｐｄ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ｏｒ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５ Ｉｓ Ａｐｐｒｏｖｅｄ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ｕｒｋｍｅｎｉｓｔａｎ ｇｏｖ ｔｍ / ＿ｅｎｇ / ? ｉｄ ＝ １１７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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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委、部门和其他组织负责人组成跨部门委员会ꎬ制定数字经济发展路线图ꎻ
建设监测经济实体的技术基础ꎬ为数字化做准备ꎻ完善必要的基础性政策支

持ꎬ包括立法、拟采取的制度性措施ꎬ提高人员技能ꎬ提高预算资金支持数额ꎻ
公布购买技术设备的招标方案ꎬ确定投资量ꎬ启动实验项目ꎬ分析所有部门数

字化的可能性ꎮ 第二阶段(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３ 年)的工作任务是:提供更广泛和全

面的数字通信系统ꎬ开发数字服务窗口ꎬ引入数字报告ꎮ 第三阶段(２０２４ ~
２０２５ 年)的工作任务是:在国民经济部门实施数字化项目ꎬ并将其纳入国际

数字经济体系ꎮ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 日签署法令«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发展数字经济的措施»ꎮ 根据该法令ꎬ乌将在经济领域实现数字化ꎬ包括采

矿、智能合约①、咨询、证券、贸易、仓储、物流、保险、融资、区块链技术ꎬ以及

各种形式的投资和企业活动②ꎮ 为了加强组织管理ꎬ乌兹别克斯坦建立了创

新发展部ꎬ专门管理和协调数字经济发展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ꎬ乌兹别克斯

坦出台第 ５５９８ 号法令ꎬ规定在公共行政部门引入电子政务和信息系统③ꎮ 此

外ꎬ乌兹别克斯坦还计划建立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技术市场和园区ꎬ吸引国外

投资ꎻ加强电信基础设施建设ꎬ发展通信技术和网络ꎬ引入现代电信业务ꎻ在
经济领域引入电子服务ꎬ发展电子商务和软件市场ꎻ加快国内互联网建设ꎬ为
数字媒体提供组织、设施、技术和资金支持ꎻ为城市和地区基础设施建立智能

管理系统ꎬ特别是家庭和社区的服务、物流、安全和“智慧城市”ꎮ
(三)发展数字经济的营商环境

除土库曼斯坦没有数据外ꎬ根据世界银行的营商指数ꎬ哈萨克斯坦是中

亚国家中排名最高的(排第 ２８ 位)ꎬ其后依次为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和塔吉克斯坦④ꎮ 但是ꎬ仅通过上述数据很难对中亚国家发展数字经济的营

商环境形成更为具体的认识ꎮ 为了借助更多的数据对中亚国家营商环境进

行交叉比较ꎬ此处引入转型指数作为分析指标ꎮ 转型指数(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是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对全球 １２９ 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发展状态

—５４—

①

②

③

④

智能合约指通过数字语言形成的电子合约在数字交易中自动履行买卖双方的权

利和义务ꎮ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Ａｐｐｒｏｖｅ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ｚｄａｉｌｙ ｕｚ / ｅｎ / ｐｏｓｔ / ４４６８５
Ｏｎ ｔｈｅ " Ｒｏｕｎｄ Ｔａｂｌｅ" －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ꎬｈｔｔｐ: / / ｄｂａ ｕｚ / ｅｎ /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０４ / ｄｉｇｉｔａｌ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２０１９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ｏ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ｒｇ /



欧亚经济 /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的评估ꎬ该报告每两年发布一次ꎬ被国际社会普遍采用ꎬ是考察发展中国家状

况的权威指数①ꎮ 鉴于转型指数具有较高的效度和信度ꎬ本文选择转型指数

中有关政治制度、经济发展质量和治理绩效的 ３ 大类 ９ 项指标ꎬ分析中亚国

家发展数字经济的营商环境ꎮ

表 ３ ２０１８ 年中亚国家转型指数

国别

转型指数综合排名

政治制度

经济发展
质量

治理绩效

法治水平

政治制度稳定性

政治与社会融合度

货币和价格稳定性

经济绩效

经济可持续性

资源效率

共识度

国际合作

哈萨克
斯坦

吉尔吉
斯斯坦

塔吉克
斯坦

土库曼
斯坦

乌兹别
克斯坦

８８ ５５ １１５ １１９ １０８

３ ０ ５ ３ ２ ０ ２ ３ ２ ３

２ ０ ６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３ ０ ５ ０ ２ ７ ２ ０ ２ ３

６ ６ ７ ５ ４ ５ ３ ５ ４ ５

５ ０ ６ ０ ４ ０ ５ ０ ６ ０

５ ０ ３ ５ ３ ０ ３ ５ ５ ０

４ ７ ４ ４ ３ ３ ２ ０ ２ ７

４ ０ ５ ４ ２ ０ ２ ２ ２ ６

６ ７ ６ ３ ４ ７ ４ ０ ３ ３

资料来源: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ꎬ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８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ｔｉ －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ｒｇ / ｅｎ / ｓｅｒｖｉｃｅ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ｄｉｄ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ｉｎｄｅｘ － ｂｔｉ － ２０１８ /

在政治制度方面ꎬ数字经济是现代国家经济活动的一种形式ꎬ它必然活

动在特定的政治制度之下ꎬ良性的政治制度能够使经济活动获得更多的动

力ꎮ 生成良性政治制度的必要条件很多ꎬ其中法治水平、政治制度稳定性、政
治与社会融合度比较关键ꎮ 根据表 ３ 可以看出ꎬ吉尔吉斯斯坦的政治制度在

中亚国家中表现较好ꎬ特别是政治制度稳定性较高ꎬ其余中亚国家政治制度

稳定性较差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哈萨克斯坦政治制度稳定性低的主要原因是总

统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巨大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托卡耶夫成为哈独立后的第二

任总统ꎬ但是纳扎尔巴耶夫对哈萨克斯坦政治依然拥有独特的影响力ꎮ 既要

考虑纳扎尔巴耶夫时期既定政策的延续性ꎬ又要把自己的治国理念植入国家

政治发展中ꎬ这对托卡耶夫将是一个考验ꎮ
在经济方面ꎬ国内生产总值通常是衡量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ꎬ但是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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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产总值不能衡量经济发展质量ꎬ而经济发展质量高低对发展数字经济

非常重要ꎮ 经济发展质量高有利于发展数字经济ꎮ 为此ꎬ本文选定货币和价

格稳定性、经济绩效、经济可持续性作为比较分析指标ꎮ 根据表 ３ꎬ哈萨克斯

坦是中亚国家中经济发展质量最高的国家ꎬ其次是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

斯坦ꎮ 尽管哈萨克斯坦坚戈汇率不稳定、食品价格上涨ꎬ但稳定的能源产品

出口能换取大量国家建设所需的外汇ꎮ 在吉尔吉斯斯坦ꎬ库姆托金矿是国家

重要的外汇来源ꎬ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０％ ꎮ 金矿开采对当地生态环境的

负面影响一直是吉国内关注的问题ꎬ但因对国家经济发展有较大的贡献ꎬ吉
很难放弃金矿开采ꎮ 此外ꎬ由于中亚地区气候变暖ꎬ很多牧场退化ꎬ对吉畜牧

业发展影响较大ꎮ 因此ꎬ尽管吉尔吉斯斯坦货币和价格稳定性、经济绩效等

指标略好于哈萨克斯坦ꎬ但经济可持续性低于哈乌两国ꎮ 在乌兹别克斯坦ꎬ
米尔季约耶夫的改革给国家经济注入了活力ꎬ经济绩效指数持续向好ꎬ并有

赶超吉尔吉斯斯坦的趋势ꎮ
治理绩效体现了各种组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个人在参与推动国家发

展过程中的效率ꎮ 治理绩效高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ꎬ治理绩效低则不利于数

字经济发展ꎮ 表 ３ 数据显示ꎬ中亚国家中吉尔吉斯斯坦的治理绩效指数最

高ꎬ特别在规范问题上能够达成普遍共识ꎬ争论较少ꎬ如民主国家建设和支持

市场经济方面ꎬ吉尔吉斯斯坦共识度很高ꎮ 在国际合作方面ꎬ吉尔吉斯斯坦

是中亚国家中最早加入 ＷＴＯ 的国家ꎬ并积极加入欧亚经济联盟ꎬ支持中国

“一带一路”建设ꎮ 哈萨克斯坦的治理绩效指数低于吉尔吉斯斯坦ꎬ特别是共

识度更低ꎬ但哈萨克斯坦的国际合作水平优于其他中亚国家ꎮ 哈萨克斯坦不

仅加入了欧亚经济联盟、推动中哈产能合作ꎬ而且是 ＷＴＯ 成员国ꎮ 为了促进

国际合作ꎬ哈萨克斯坦不断优化签证制度ꎬ吸引更多的游客和商业投资ꎬ并举

办各类国际会议和博览会ꎮ
通过综合比较可以发现ꎬ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ꎬ受政治制度、经济发展质

量和治理绩效等因素影响ꎬ吉尔吉斯斯坦的营商环境是中亚国家最好的ꎬ其
次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ꎮ

三　 中亚国家发展数字经济存在的问题

目前ꎬ中亚国家发展数字经济的基本情况是ꎬ哈萨克斯坦的数字经济建

设情况最好ꎬ但还处于过渡阶段ꎬ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处于初始建设阶段ꎬ土库曼斯坦处于起步阶段ꎮ 虽然发展水平不同ꎬ但随着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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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发展ꎬ各国也面临一些共性问题ꎬ除了技术层面上包括网络安全、
技术研发中信息的透明度和分散性、数据存储和交换能力、量子计算的大规

模应用等问题ꎬ还面临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其他问题ꎮ
(一)互联网使用成本居高不下

随着中亚国家对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投入增加ꎬ互联网用户规模不断扩

大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ꎬ世界各国和亚洲地区互联网用户在总人口中的平均

占比是 ５６ ２％和 ５１ ７％ ꎮ 在中亚国家ꎬ哈萨克斯坦的互联网用户占总人口

的 ７６ ４％ ꎬ乌兹别克斯坦为 ５２ ３％ ꎬ吉尔吉斯斯坦为 ４０ １％ ꎬ塔吉克斯坦为

３２ ４％ ꎬ土库曼斯坦为 ２１ ２％ ①ꎮ 发展数字经济的成本与互联网用户呈正相

关关系ꎬ互联网用户越多ꎬ发展数字经济的条件就越有利ꎮ 中亚国家中只有

哈萨克斯坦达到并超过世界平均水平ꎬ乌兹别克斯坦超过亚洲平均水平ꎬ其
他国家还有较大差距ꎮ 受中亚国家互联网基础设施不足和老化、供电不稳定

影响ꎬ互联网用户不得不面对连接中断、速度较慢的问题ꎬ而 ９４％的农村和边

远地区用户只能通过移动电话访问互联网ꎬ无法享受宽带的便利②ꎮ
受地理和气候因素影响ꎬ中亚国家铺设光纤成本非常高ꎮ 加上阿富汗安

全局势不稳定和伊朗受西方国家制裁ꎬ中亚国家接入国际互联网高度依赖俄

罗斯ꎮ 目前ꎬ中亚国家骨干网络是从俄罗斯到哈萨克斯坦ꎬ再进入乌兹别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ꎮ 光纤铺设成本加上过境费使得中亚国家

互联网使用成本居高不下ꎮ 哈萨克斯坦宽带的月服务费为 １０ ５ ~ １３ 美元ꎬ
吉尔吉斯斯坦为 １７ ~ １８ 美元ꎬ塔吉克斯坦 １ＧＢ 流量的平均成本为 ３ １ ~ ３ ７
美元ꎬ土库曼斯坦 １ＧＢ 流量的平均成本为 １９ ８１ 美元③ꎮ 乌兹别克斯坦互联

网普及率在上升ꎬ但是对访问流量有额度限制ꎬ超过配额连接速度就大幅下

降ꎮ 互联网使用成本高ꎬ限制了用户数量增长ꎬ不能形成互联网所要求的规

模效应ꎬ也很难推动个人及小型企业进行电子商务活动ꎮ
(二)数字监管松紧平衡问题

数字经济健康发展需要解决监管问题ꎬ监管严格容易遏制数字经济发

展ꎬ监管太宽松则容易出现有害数字信息并造成企业或个人经济损失ꎮ 在监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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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问题上ꎬ中亚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行政、立法和垄断数字信息处理的

措施ꎮ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国家信息通信技术行业的领头羊ꎮ 根据«信息化的哈

萨克斯坦———２０２０ 国家纲要»ꎬ到 ２０２０ 年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将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 ５％ ꎮ 在数字监管方面ꎬ哈通过立法监管数据并授予国家安全部门特权ꎮ
根据哈萨克斯坦法律ꎬ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不经事先批准中断互联ꎬ事后需

通知检察官办公室及信息和通信部ꎻ哈萨克斯坦建立了信息和通信部下属的

通信、信息和大众媒体监管委员会ꎬ负责制定相关政策和法律ꎻ建立隶属于国

家技术服务中心(ＳＴＳ)的通信网络集中管理系统(ＳＣＭ)ꎬ要求所有网络运营

商必须连接到该系统ꎬ目的是监测跨境网络信息流量ꎻ通过主权财富基金控

制哈萨克斯坦电信公司(Ｋａｚａｋｈｔｅｌｅｃｏｍꎬ占 ５１％ 股份)来加强监管ꎬ哈萨克斯

坦电信公司不仅是哈信息通信技术市场的领导者ꎬ也是该地区最大的运

营商ꎮ
与其他中亚国家相比ꎬ吉尔吉斯斯坦通信行业市场化程度较高ꎮ 为了解

决数字监管问题ꎬ吉成立了国家信息技术和通信委员会ꎬ采取控制数字技术、
复制邻国发展模式的原则ꎬ通过非市场手段垄断国家数字经济发展ꎮ 增加国

有控股公司吉尔吉斯斯坦电信公司(Ｋｙｒｇｙｚｔｅｌｅｋｏｍ)市场占有率(市场份额为

７０％ 、用户份额为 ９５％ )ꎬ收购私营移动电信公司“Ｍｅｇａｃｏｎ” (市场份额为

３５％ ꎬ２０１０ 年被收购)ꎻ在纳伦州建立国家投资的中亚地区数据处理中心ꎮ
塔吉克斯坦率先在政府层面实现了数字化ꎬ包括电子签证、电子财务系

统、海关系统等ꎬ塔计划建立国家数字交换中心以解决数字监管问题ꎮ
在乌兹别克斯坦ꎬ乌兹别克电信公司(Ｕｚｔｅｌｅｃｏｍ)是国有电信和互联网服

务供应商ꎬ在撒马尔罕、布哈拉等 ４ 个地区经营着 ６７ 个无线热点①ꎻ另外有两

家私营电信公司在政府指定的地区提供服务ꎮ 政府通过乌兹别克电信公司

监管境内用户与国际互联网的数据交换ꎬ并制定法律禁止私营公司绕过该公

司提供互联网服务ꎮ 乌信息技术和通信发展部是国内互联网的主管机构ꎬ集
决策、监管和供应为一身ꎬ下属的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开发中心负责管理“ＵＺ”
域名分配ꎬ另有 １４ 家私营互联网服务供应商被授权在“ＵＺ”域名下提供注册

服务ꎮ
可见ꎬ中亚国家在数字监管上普遍依靠国家垄断ꎮ 国家垄断在数字监管

中的确能发挥积极作用ꎬ但也可能造成监管过严问题ꎬ若监管政策不透明ꎬ则

—９４—
① 指在公共场所提供无线局域网接入互联网服务的地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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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数字经济的成效大打折扣ꎮ 因此ꎬ国家和企业共同监管模式可能更有利

于中亚国家数字经济发展ꎮ
(三)数字技术人才和互联网语言问题

尽管中亚国家非常重视数字经济人才培养ꎬ但是人才短缺可能是短期内

难以解决的问题①ꎮ 例如ꎬ哈萨克斯坦计划通过发展数字经济到 ２０２２ 年创造

３０ 万个就业岗位ꎮ 为了实现哈萨克斯坦信息化发展目标ꎬ２０１８ 年政府在教

育方面投入 １ ８７２ 万美元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ꎬ哈萨克斯坦 ９９％ 的学校已接入互

联网ꎬ６２％的人能够使用高速互联网ꎬ４７％ 的人能够使用 ＷＩ － ＦＩꎬ１５ 万名教

师和 １５０ 万名家长接受了数字基础知识培训ꎮ 但是根据经合组织 ２０１８ 年的

统计报告ꎬ由于需求量大ꎬ哈萨克斯坦有 ４５％ 的学校缺乏数字技术教师②ꎮ
由于直接数据短缺ꎬ本文很难对其他中亚国家的数字技术人才情况作出结

论ꎮ 世界银行对各国的科技期刊文章统计数据可以从侧面反映中亚国家的

科技水平(见表 ４)ꎮ
从表 ４ 可以看出ꎬ中亚国家中哈萨克斯坦科研能力最强ꎬ其次是乌兹别

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ꎬ最低的是土库曼斯坦ꎮ 与中国和日本这些数字经济

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差距非常明显ꎮ 当然ꎬ由于哈萨克斯坦以外的其他国家

还处于初始建设阶段ꎬ虽技术人才不足ꎬ但尚能满足当前需要ꎮ 从中亚国家

发展数字经济的目标来看ꎬ数字技术人才短缺是长期问题ꎮ

表 ４ 中亚国家与中国、日本科技期刊文章发表数量比较 (单位:万篇)

国别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哈萨克斯坦 ０ ０４７ ８ ０ １０１ ４ ０ １９６ ５ ０ １２５ ９ ０ １５６ ３

吉尔吉斯斯坦 ０ ００４ ９ ０ ００６ ３ ０ ００５ ５ ０ ００５ ９ ０ ０１０ ０

塔吉克斯坦 ０ ００４ ７ ０ ００６ ２ ０ ００３ ７ ０ ００５ ４ ０ ００４ ７

土库曼斯坦 ０ ００１ ３ ０ ０００ 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 ０００ ６ ０ ０００ ３

乌兹别克斯坦 ０ ０３２ ５ ０ ０３５ ３ ０ ０３３ ２ ０ ０２８ ７ ０ ０３５ ７

中国 ３３ ２０８ ２ ３６ ２９７ ２ ３９ ３９６ ２ ４１ １２６ ８ ４２ ６１６ ５

日本 １０ ９４２ ４ １０ ９２５ ７ １０ ６１５ ４ ９ ９８１ ２ ９ ６５３ ６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ｔａｂ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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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数字经济ꎬ中亚国家还需要在互联网语言方面引入英语或其他外

国语ꎮ 当前ꎬ中亚国家互联网内容大都以俄语为主ꎬ包括视频、社交网络、新
闻等ꎬ较少使用英语、中文和其他语言ꎮ 据统计ꎬ在国际互联网用户中ꎬ使用

英语的占 ２５ ２％ ꎬ汉语占 １９ ３％ ꎬ西班牙语占 ７ ９％ ꎬ阿拉伯语占 ５ ２％ ꎬ葡萄

牙语占 ３ ９％ ꎬ印度尼西亚语和马来西亚语共占 ３ ９％ ꎬ法语占 ３ ３％ ꎬ日语占

２ ７％ ꎬ俄语占 ２ ５％ ꎬ德语占 ２ １％ ꎬ其他语种占 ２３ ７％ ①ꎮ 很显然ꎬ语言限制

了国外用户与中亚国家之间互动的频率ꎬ这对发展数字经济非常不利ꎮ 哈萨

克斯坦 ２０１７ 年出台的文字改革(把哈萨克文字从西里尔字母转向拉丁字

母)ꎬ可能会对互联网语言问题的解决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ꎮ

四　 中亚国家发展数字经济的前景

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中亚国家的国策ꎬ未来数字经济将会取得重大发

展ꎬ努尔苏丹、阿拉木图、比什凯克、杜尚别、阿什哈巴德、塔什干等中亚城市

都会成为发展数字经济的中心城市ꎬ中亚国家将享受到数字红利ꎬ各国之间

也会因数字经济加强相互联系ꎬ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ꎮ 也正是因为看好这一

发展前景ꎬ世界银行在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批准了“数字 ＣＡＳＡ － 吉尔吉斯斯坦”项
目ꎬ授信投资金额为 ２ ５００ 万美元ꎬ周期为 ３８ 年ꎬ宽限期为 ６ 年ꎮ 该项目将使

更多的人能够负担得起互联网的服务费用ꎬ吸引更多的私人资本在这个领域

投资ꎬ提高中亚和南亚地区政府提供数字服务的能力ꎬ创造区域一体化的数

字基础设施和有利环境②ꎮ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ꎬ中国与沿线国家加强建设“数字丝绸之路”ꎬ与 １６

个国家签署了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合作协议ꎬ与 ７ 个国家共同发起了数字经济

合作倡议ꎬ与 ５０ 多个国家开展远程医疗合作ꎬ与 ４０ 多个国家开发移动支付ꎬ建
成了３０ 条跨境陆缆和１０ 多条国际海缆③ꎮ 作为民营企业和中国信息通信技术

行业的巨擘ꎬ中国“华为”参与了乌兹别克斯坦“智慧城市”、“平安城市”的数字

基础设施项目建设ꎬ并讨论向乌兹别克斯坦国有电信公司提供 ５Ｇ 技术的可能

性ꎮ 针对中亚国家偏远地区移动通信覆盖难、投资成本高等问题“华为”开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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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ｕｒａｌｓｔａｒ”方案ꎮ 在塔吉克斯坦ꎬ“华为”参与的“智能交通”(ＩＴＳ)项目已经落

地ꎬ首都杜尚别运行该系统后严重交通事故减少了 ５０％①ꎮ
在看到发展数字经济前景光明的同时ꎬ中亚国家需要不断优化和提升现

有的产业环境ꎬ这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必要条件ꎮ
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ꎮ 除哈萨克斯坦外ꎬ中亚国家都

需要加快建设数字经济基础设施ꎬ推动中小型企业的数字化进程ꎬ使数字产

品成为公众消费得起的商品ꎻ需要提高政府数字信息采集能力和开放水平ꎬ
实现政府、社会、企业之间的数字资源共享ꎻ优化数字监管环境ꎬ防止经营者

形成垄断ꎻ在防止风险外溢的前提下ꎬ提高数字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ꎬ为
数字企业、金融科技企业提供更多的金融产品ꎮ

提高产业数字化水平ꎮ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国家中产业数字化发展最好

的国家ꎬ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已开始数字化建设并取得了良好效果ꎮ ２０１８
年ꎬ哈萨克斯坦产业数字化带来了 ５ ７８ 亿美元收入ꎮ 但是ꎬ从整个中亚国家

来看ꎬ因缺少更多的就业机会ꎬ产业数字化进程依然缓慢ꎮ 发展大数据处理

和存储中心、“智慧农业”、“智慧采矿业”、物联网、３Ｄ 打印技术、远程医疗服

务等ꎬ都是中亚国家发展产业数字化的潜在领域ꎮ
缩小数字鸿沟ꎬ平衡数字资源ꎮ 中亚国家须重视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ꎬ降低数字跨境传输成本ꎮ 基于吉尔吉斯斯坦水电、火电、风电和太阳能资

源都非常丰富且地处中亚中心ꎬ各国应支持吉建立中亚地区数字处理和交换

中心ꎬ把数字传输业务向南延伸到印度ꎬ向西延伸到欧洲ꎬ向东延伸到东亚ꎮ 通

过东西南北通畅的数据传输能力平衡城乡数字资源ꎬ推动整个区域数字经济发

展ꎮ 增加数字化内容中的其他通用语言占比ꎬ促进国际交往与合作ꎮ
改变政府治理理念ꎬ提高政府效能ꎮ 在政府治理方面ꎬ吉尔吉斯斯坦情

况较好ꎬ其他几国都需要改善ꎮ 要完善国家法治、增强政府开放和服务的意

识、提高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包容度、鼓励公民参与ꎮ 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财

政补贴、税收优惠ꎬ加大政策支持ꎮ 注重数字人才的培养ꎬ普及数字知识ꎬ改
进签证和移民政策以吸引更多的人才ꎮ

综上ꎬ因产业环境与发展数字经济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ꎬ中亚国家发展

数字经济的道路非常艰难ꎬ只有在满足上述必要条件的基础上ꎬ才有可能获

得较大的发展ꎬ数字经济才有可能成为中亚国家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ꎮ
(责任编辑:徐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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