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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月报 

根据商务部服务外包统一平台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1--5 月份大连市服务外包合同签约额（包含在岸）405832.99

万美元，同比增长 238.15 %；执行额 102670.76 万美元，同比

增长 2.1%。 

从国际市场看，我市 1--5 月接包合同执行额前三的是日

本（25394万美元）、欧盟（21283万美元）、荷兰（19051万

美元）。1--5 月承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外包合同签约

金额 90601.17 万美元，同比增长 1073.29%；执行金额 9853.39

万美元，同比下降 32.93%。1--5 月 RCEP 国家接包合同签约

145607.7 万美元，同比增长 159.84%；接包执行 36063.52 万

美元，同比下降 19.46%。 

从企业性质看，我市 1--5 月外资企业、内资企业和港澳

台商承接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分别为 161801.34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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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30.10万美元、20637.23万美元；执行额分别为 54971.35

万美元、12148.44万美元、9494.06万美元。 

从业务结构看，我市企业 1--5 月承接离岸信息技术外包

(ITO)、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执行

额分别为 56072.78万美元（同比下降 16.29%）、18842.96

万美元（同比下降 25.10%）、1698.11万美元（同比下降 37.52%）。 

 

二、行业资讯 

 中国到 2025 年将建成 20 个左右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 

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印发《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建设

方案》的通知，提出到 2025 年，在全国范围内遴选 20 个左右

的城市（地区）完成建设工作，经评估认定为示范区，打造若

干知识产权保护高地。 

示范区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整体

部署、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法治化水平、强化知识产权全链

条保护、深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区域内知

识产权领域国际合作交流和维护知识产权领域国家安全。 

通知提出，示范区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在示范区内知识产

权保护工作整体部署科学合理，知识产权保护生态良好，法治

化水平较高，全链条保护运行顺畅，体制机制改革成效明显，

公共服务效能不断提升，社会满意度达到并保持较高水平，知

识产权领域国际合作和竞争能力进一步提升，国家安全利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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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效维护，知识产权制度促进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国家知识产权局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示范区的申报、遴选、

管理和验收评审等工作，择优选定若干城市（地区）开展示范

区建设，建设期为 2 年。建设期满通过验收评审的，认定为示

范区，示范有效期为 3 年。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超 45 万亿元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产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

已数年稳居世界第二。统计测算数据显示，从 2012 年至 2021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 11 万亿元增长到超 45 万亿元，数字

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 21.6%提升至 39.8%。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速，数字产业化深入推进。截至今年

5 月底，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

所有地级市全面建成光网城市，千兆用户数突破 5000 万，5G

基站数达到 170 万个，5G 移动电话用户数超过 4.2 亿户。2021

年，全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15.7%，

增速创下近 10 年新高;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

服务企业的业务收入保持了 17.7%和 16.9%的高增速。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加速融入工业、能源、医疗、

交通、教育、农业等行业。截至今年 6 月底，工业互联网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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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覆盖 45 个国民经济大类，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外网覆盖 300

多个城市。2021 年，我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首次超过 10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2.0%;移动支付业务 1512.28 亿笔，同比增长

22.73%。 

据了解，“十四五”时期，相关部门将加强数字经济关键

技术攻关，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来源：人民日报） 

 

 2021 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显著增长 

近期，由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编制的《全国数

字经济发展指数（2021）》报告称，从整体来看，2021 年中国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显著增长，数字产业拉动作用明显，但这并

不意味着其他领域作用有限，当前，产业数字化仍然是数字经

济发展的主战场。报告测算结果显示，截至 2021 年 12 月，我

国数字经济持续稳步提升，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为 130.9，

环比增长 2.4%，同比增长 15.3%。 

其中，一级指标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指

数分别为 55.8、62.6 和 12.5，分别同比增长 28.3%、3.8%和

23.8%。2021 年，5G 和千兆宽带建设呈现爆发式增长，5G 基

站数和千兆宽带用户数分别同比增长 98.5%、440%，对整体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拉动提升作用明显。 

报告分析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发现，截至 2021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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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分别为

167.8、115.3、102.5 和 103.0，数字经济发展指数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的 1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75%为东部地区省

市，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仍然存在。 

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排名前五的省市是广东、北京、江苏、

浙江、上海，重庆和四川是仅有的两个排名跻身前十的中西部

地区省市，安徽、陕西、山西、辽宁、湖南、江西等中西部和

东北部地区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排名跻身前二十。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三、最新政策/研究报告 

 国家网信办公布《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 

7 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网

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出台《办法》旨在落实网络安全法、数

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规范数据出境活动，保护

个人信息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数据跨境

安全、自由流动，切实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 

《办法》规定了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范围、条件和程序，

为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工作提供了具体指引。 

《办法》明确，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安全评估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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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办法。提出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坚持事前评估和持续监督相

结合、风险自评估与安全评估相结合等原则。 

《办法》规定了应当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情形，包括

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和

处理 100 万人以上个人信息的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个人信

息、自上年 1 月 1 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 10 万人个人信息或者

1 万人敏感个人信息的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个人信息以及

国家网信部门规定的其他需要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情形。

《办法》还明确了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程序、监督管理制度、法

律责任以及合规整改要求等。 

（作者：中国经济网）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 

6 月底，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就主动顺应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趋

势，充分释放数字化发展红利，全面开创数字政府建设新局面

作出部署。 

《指导意见》明确了数字政府建设的七方面重点任务。在

构建协同高效的政府数字化履职能力体系方面，通过全面推

进政府履职和政务运行数字化转型，强化经济运行大数据监测

分析，大力推行智慧监管，积极推动数字化治理模式创新，持

续优化利企便民数字化服务，强化生态环境动态感知和立体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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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加快推进数字机关建设，推进政务公开平台智能集约发展，

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全面提升政府履职效能。在构建数

字政府全方位安全保障体系方面，强化安全管理责任，落实安

全制度要求，提升安全保障能力，提高自主可控水平，筑牢数

字政府建设安全防线。在构建科学规范的数字政府建设制度规

则体系方面，以数字化改革助力政府职能转变，创新数字政府

建设管理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健全标准规范，开展试点

示范，保障数字政府建设和运行整体协同、智能高效、平稳有

序。在构建开放共享的数据资源体系方面，创新数据管理机制，

深化数据高效共享，促进数据有序开发利用，充分释放数据要

素价值。在构建智能集约的平台支撑体系方面，整合构建结构

合理、智能集约的平台支撑体系，强化政务云平台、网络平台

及重点共性应用支撑能力，全面夯实数字政府建设根基。在以

数字政府建设全面引领驱动数字化发展方面，通过持续增强数

字政府效能，更好激发数字经济活力，优化数字社会环境，营

造良好数字生态。在加强党对数字政府建设工作的领导方面，

加强党中央对数字政府建设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推进机

制，提升数字素养，强化考核评估，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

势转化为数字政府建设的强大动力和坚强保障，确保数字政府

建设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来源：中国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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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俊：认识数字贸易需避免几个误区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数字贸易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员李俊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服务贸易数字化、智能化、

网络化水平不断提升，数字贸易日益成为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

的热点和国际贸易竞争合作的焦点。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数

字贸易发展，《“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数字产

品、数字服务、数字技术和数据等四类数字贸易类型，积极谋

划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当前，人们对数字贸易的

理解与认识不一样，也难免出现分歧。总体来看，有以下几个

认识上的误区需要厘清。 

一是认为数字贸易的概念是统一的、固定不变的；二是将

数字贸易与跨境数据流动画等号；三是认为数字经济强则数字

贸易一定强；四是忽视传统产品和服务的重要性；五是忽视数

字贸易对驱动创新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具体内容详见大连数字贸易季刊第二期） 

（来源：经济日报） 

 

四、会员风采 

 中电文思海辉 

类  型：大连市数字贸易协会副会长单位 

网  址：https://www.pactera.com 

简  介：中电文思海辉是一家来自中国的全球 IT 服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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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了国内外近 35,000 余名专业人士，为全球客户提供专业

的数字化咨询、体验交互、技术实施与运营服务，并致力于成

为全球企业“最具价值的业务合作伙伴”。自 1995 年成立至今，

中电文思海辉凭借在高科技、金融、制造、电信、互联网、汽

车、医疗、旅游、交通等行业的深厚积累和丰富经验，与 157

家《财富》500 强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国际商业机器全球服务（大连）有限公司 

类  型：大连市数字贸易协会理事单位 

网  址：www.ibm.com 

简  介： IBM，1911 年创立于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信息技术

和业务解决方案公司。国际商业机器全球服务（大连）有限公

司成立于 2003 年，主要为亚洲特别是日韩以及中国客户提供

端到端服务，包括应用软件开发、现代化、实施和管理服务，

目前已发展成金融业服务战略中心之一。同时，作为 IBM 在

亚洲业务流程外包业务的战略中心，大连中心为全球客户提供

财务和会计、人力资源以及采购等业务流程外包业务。 

 

五、协会动态 

1、6 月 30 日下午，市商务局召开全市服务贸易和服务外

包工作会议，通报全市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基本情况，介绍服

务外包与服务贸易统计制度、服务贸易与文化贸易相关支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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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服务贸易国家级专业展会等有关工作。市商务局刘国志副

局长、对外服务贸易处全体人员及 12 个区市县、先导区商务

部门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数字贸易协会秘书长倪苏方参加

会议并发言。 

2、7 月 8 日下午，大连市数字贸易协会第二届第四次会

员大会在大连软件园 8 号楼多功能厅举行。会议听取了协会秘

书处 2021 年度工作总结及 2022 年度工作计划，信华信和必捷

必公司分别做了业务分享，会议还进行了示范基地、企业、园

区授牌和 2021 年度优秀企业表彰仪式。市商务局刘国志副局

长、数字贸易协会高炜会长出席会议并致辞。市商务局对外服

务贸易处全体人员、协会理事会和监事会领导及会员单位代表

近百人出席会议。 

 

 

 

 

 

知识小贴士 

DEPA：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是由新

加坡、智利、新西兰三国于 2020年 6月 12

日线上签署，旨在加强三国间数字贸易合作

并建立相关规范的数字贸易协定。该协定以

电子商务便利化、数据转移自由化、个人信

息安全化为主要内容，并就加强人工智能、

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规定，是全球

第一个关于数字经济的重要规则安排，为全

球数字经济制度安排提供了模板。2021 年

11月 1 日，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 DEP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