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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通过分析贸易结构、设施建设、数字人才和数据安全等方面的现存问题，提出了优化服务贸

易结构、强化数字基建、培育数字英才和构建数据安全堡垒四大策略。研究发现重塑服贸格局、加强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人才培养体系和健全数据安全治理机制是推动陕西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以期为陕西省乃至西部地区服务贸易转型升级提供新思路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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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rade structure，facility construction，

digital talent，and data security，and proposes four strategies：optimizing the service trade

structure，strengthen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cultivating digital talents，and building a data

security fortres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reshaping the pattern of service trade，strengthen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improving the digital talent training system，and enhancing

data security governance mechanisms are key to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ervice trade

in Shaanxi Province. The aim is to provide new idea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service trade in Shaanxi Province and even the wester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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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服务贸易正经历深刻变革。

作为西部重要省份，陕西在推动服务贸易转型升级中面临独

特机遇与挑战。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陕西省优化服务贸易

结构、提升国际竞争力提供了新动能。然而，传统服务业占

比过高、数字基础设施不足、高端人才匮乏等问题制约了其

发展。文章旨在探讨数字经济背景下陕西省服务贸易转型升

级的路径，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

建议。

一、数字经济助推下陕西省服务贸易转型升级存在的问

题

（一）贸易结构失衡

陕西省服务贸易结构存在失衡现象，传统服务贸易占比

过高而新兴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滞后。目前旅游、运输等为陕

西省主导服务项目，占比超过 70%，而软件、信息服务、知

识产权等高附加值数字服务贸易占比不足 10%，远低于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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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水平。这种结构性失衡导致陕西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不

强，难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需求。同时，

陕西服务贸易进口过度依赖技术密集型服务，自主创新能力

不足，对外依存度较高，不利于产业链安全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优化服务贸易结构，提升数字服务贸易比重，是陕西省

服务贸易转型升级的当务之急。

（二）设施建设不完善

陕西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需求，制

约了其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5G网络覆盖率不足，尤其在农

村和偏远地区存在明显短板，制约了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

新兴服务贸易模式的推广。此外大数据中心建设规模较小，

存储和计算能力不足，难以支撑海量数据的处理和分析需求。

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较为滞后，难以实现制造业服务化转型。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相对落后，缺乏高效的跨境物流体

系和支付结算系统，影响了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展。数字基

础设施的不足严重制约了陕西省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转型和国

际竞争力提升，亟需加大投入力度。

（三）缺乏数字服务贸易复合型人才

陕西省数字服务贸易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难以满足产

业数字化转型升级需求。高端数字人才尤其稀缺，在人工智

能、大数据分析、区块链等前沿技术领域的顶尖人才匮乏，

制约了数字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的创新发展。数字技能型

人才培养体系不完善，高校相关专业设置与企业需求脱节，

毕业生实践能力不足。对于企业，服务贸易相关数字技能培

训体系不健全，部分员工难以快速适应岗位数字化转型需求。

政府人才引进政策吸引力不足，对高端人才的薪酬待遇和发

展空间缺乏竞争力，导致人才外流现象严重。数字人才短缺

已成为制约陕西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亟需建立健

全数字人才培养、引进和使用的长效机制。

（四）存在数据安全漏洞

陕西省服务贸易数据安全保障体系有待完善，面临严峻

挑战。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制度较不健全，对重要数据和敏感

信息的识别、保护能力不足。现存跨境数据流动管理机制难

以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数据安全形势。此外，企业数据

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足，特别是中小企业普遍存在信息系

统管理不严，易受网络攻击或遭遇数据泄露。在政府层面，

部门间数据共享机制不畅，存在数据孤岛现象，降低了监管

效能。陕西省缺乏针对服务贸易特点的数据安全法律法规，

难以有效应对新技术新业态带来的安全挑战。数据安全问题

已成为制约陕西省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的障碍，亟需构建全

方位、多层次的数据安全保障体系。

二、数字经济助推下陕西省服务贸易转型升级的路径

（一）优化服务贸易结构

陕西省应着力推动服务贸易结构优化升级，构建以数字

贸易为引领的新型服务贸易体系。大力发展软件和信息服务、

数字内容、云计算等新兴数字服务贸易，提高其在服务出口

中的占比，逐步形成以数字服务为主导、传统服务为支撑的

服务贸易新格局。鼓励传统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旅游、

运输、教育等领域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提升服务的附加值

和国际竞争力
[1]
。政府应支持企业开发基于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前沿技术的创新服务产品，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

服务品牌。积极培育跨境电商、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新业

态新模式，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此外陕西省应优化服

务进口结构，重点引进先进技术、高端人才和管理经验，提

升产业链水平；建立健全数字服务标准体系，推动陕西省服

务标准与国际接轨，提高服务贸易国际化水平。陕西省应着

重培育一批有竞争力的数字服务企业，鼓励其参与国际市场

竞争。通过多元化、高质量的服务贸易结构，增强陕西省在

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实现服务贸易的转型升级和

可持续发展。探索建立数字服务贸易统计监测体系，准确把

握产业发展动态，为结构优化提供数据支撑。

（二）强化数字基建

陕西省应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投入，优化资源配置，为服

务贸易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支撑。全面推进 5G 网络建设，实

现城乡全覆盖，为远程医疗、智慧旅游等新兴服务提供高速

稳定的网络环境。此外加快大数据中心布局，建设若干个具

有区域影响力的超大型数据中心，提升数据存储和处理能力，

满足数字服务贸易发展需求。陕西省应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

建设，打造面向制造业服务化的公共服务平台，促进生产性

服务贸易发展。完善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建设集保税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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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物流、支付结算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降低跨境交易

成本。此外还应着重加强数字服务贸易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为企业提供市场信息、政策咨询、知识产权保护等高效一站

式服务。在金融服务层面，应积极推动区块链等新技术在跨

境支付、供应链金融等领域的应用。陕西省应支持建立健全

数字服务出口基地，集聚优质资源，形成产业集群效应；探

索建立数字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机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

低企业运营成本
[2]
。通过系统性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

资源配置效率，为陕西省服务贸易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

增强国际竞争力。

（三）培养数字英才

陕西省应构建全方位的数字人才培养体系，为服务贸易

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支持。政府应加强推动高校与企业合作，

共建数字服务贸易相关专业，培养符合产业需求的复合型人

才。设立数字服务贸易创新创业基金，支持高校学生和科研

人员创新创业，培育新生力量。企业应建立健全在职人员数

字技能培训体系，推动传统服务业从业人员转型升级，适应

数字化发展需求。此外陕西省应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

领域引进一批顶尖专家，带动本地人才队伍建设；吸引高端

人才以项目合作、也可以短期聘用等方式参与陕西省服务贸

易发展，实现人才资源的高效利用。政府应细化人才评价和

激励机制，建立以创新能力和实际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构建数字人才生态系统，打造宜居宜业

环境，提高人才吸引力和留存率。高校与企业应大力推动数

字人才国际交流，鼓励本地人才赴海外学习交流，提升国际

化视野和能力
[3]
。此外，陕西省应建立数字人才数据库，实

现供需精准匹配，提高人才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多层次、多

维度的数字人才培育体系，为陕西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提

供持续的人才支撑，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四）构建数据安全堡垒

陕西省应构建全面的数据安全治理体系，为服务贸易数

字化转型保驾护航。首先，应建立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制度，

明确重要数据和敏感信息的界定标准，实施差异化保护措施。

完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机制，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促进

数据有序流动，支持数字服务贸易发展。企业应加强数据安

全建设，推广数据安全最佳实践，提高企业的防护水平。政

府部门间应建立高效数据共享机制，打破数据孤岛，提升监

管效能和公共服务水平；健全数据安全法律法规体系，针对

服务贸易特点制定专门规定，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服务贸易企业应完善其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定期开展风

险评估，及时发现和化解潜在威胁。此外推动数据安全技术

创新，支持企业研发先进的数据加密、隐私计算等技术，提

升整体防护能力也是至关重要。通过建立数据安全应急响应

机制，提高突发事件处置能力，为陕西省服务贸易数字化转

型营造安全可靠的环境，增强产业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三、结束语

数字经济时代，服务贸易转型升级是大势所趋。陕西省

应把握机遇，直面问题，通过优化服贸结构、强化数字基建、

培育数字英才和构建数子安全堡垒等多维度举措，全面推动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未来，陕西省应进一步深化数字技术

与传统服务业融合，加快培育数字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构建开放包容的数字生态系统。同时，应加强区域合作，积

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贸易

高地，为推动西部地区乃至全国服务贸易转型升级贡献陕西

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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