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CA数字证书互认通用
●跨省远程异地评标
●联合发布重大项目信息
●人才互派交流

●重大课题联合攻关
●探索建立公共资源交易领域
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
机制

中国西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共享联盟将在多方面展开业务协作和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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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中国西部国际采购商大会暨第四届中国西部公共采购大会举行

中国西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共享联盟成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赖芳杰 杨金祝 雷远东摄影报道

作为第十八届西博会主体活动之
一，9月17日，第十三届中国西部国际采
购商大会暨第四届中国西部公共采购大
会在成都举行。大会以“智慧交易 协同
共享”为主题，西部12个省级以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机构、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的负责同志，相关行政
管理部门、企业家代表，四川21个市（州）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140个县级分中心
的负责同志，以及相关知名专家、学者、
媒体代表等共计300余人参加。

大会上，西部12省、区、市及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共同成立“中国西部公
共资源交易平台共享联盟”，提出在推
动CA数字证书互认通用、跨省远程异
地评标、联合发布重大项目信息等方
面展开业务协作和资源共享。

四川探索
推动交易行为更加规范

编印近80万字的工作规范

主论坛上，四川省政府政务服务
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党委书记、
主任吕芙蓉分享了四川推进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的探索
与实践。她说，四川继创新提出“公共
资源交易流程化管理”模式后，再次创
造性提出在全省开展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示范交易中
心”创建活动，推动交易行为更加规
范，组织编印近80万字的《四川省公共
资源进场交易工作规范》。

“四川着力推进互联网+交易，推

进数字证书省内互认。”吕芙蓉说，全
省三类14种数字证书已经全部兼容互
认，有效解决市场主体的烦恼。加快
信息化手段在交易服务领域的运用，
各地基本实现工程招投标、政府集中
采购、国有资产处置全流程便捷化交
易，远程异地评标、在线不见面开标得
到快速推广。18个市级平台，62个县
级分平台今年已经实施不见面开标
4700多场，交易额近800亿元。20个
市级平台实施远程异地评标近1200
次，交易额120多亿元。成都、广安、眉
山、阿坝、乐山、宜宾等地，积极探索专
家人脸识别、手机扫码登录、签章量子
技术加密、特征码记录等技术手段在

平台的运用，提升交易的效率。
据吕芙蓉介绍，2020年底，全省

首批62个“示范交易中心”成功出炉，
今年初已启动第二批“示范交易中心”
创建活动；有效带动政府集中采购服
务的标准化试点，示范创建案例入选
国家发改委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
享改革典型经验。全省三级平台公共
资源交易实现“一表申请、一网运行、
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开展全省公共
资源交易“五减”服务，构筑重大项目进
场交易“绿色通道”，累计精简内部工作
环节22个、减少业务办理时间25天。
共签订川渝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合作协
议13个、合作事项8个，推进成德眉资

公共资源交易同城化发展，实行项目跨
平台交易、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

成立联盟
在六方面进行

业务协作和资源共享

大会上，响应四川号召，内蒙古自
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
省等12个省级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代表共同举行了

“中国西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共享联
盟”启动仪式，宣告“中国西部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共享联盟”正式成立。

据介绍，联盟将在推动CA数字证
书互认通用、跨省远程异地评标、联合
发布重大项目信息、人才互派交流、重
大课题联合攻关、探索建立公共资源交
易领域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
机制等方面开展业务协作和资源共享，
共建统一开放公共资源交易大市场，打
造一流交易服务环境，为治蜀兴川、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新时代西部
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吕芙蓉表示，本届大会的成功举
办，将助推公共采购国际化程度进一
步提高，特别是中国西部公共资源交
易平台共享联盟的成立，为中国西部
公共采购行业搭建了交流学习、务实
沟通的平台，将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
背景下，为持续推动中国西部加强区
域合作、优化营商环境，实现要素资源
高效流转、优化配置，构建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
准市场体系，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起到积极作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金祝

从日常购物到智慧交通、从商品
交易到城市治理，近年来，以互联网、
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
代表的数字经济正在改变我们的生
活。

在第十八届西博会期间，“数字经
济”再次成为与会嘉宾关注的焦点。9
月17日下午，2021中国西部国际数字
经济应用合作论坛在成都举行，数字
经济领域知名专家及企业代表等齐聚
一堂，共同探讨如何深化融合应用，推
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建设。

“通过西博会的平台，搭建起数字
经济国际合作交流与应用的对话平台，
有助成渝地区数字经济产业协调发展，
促进我省构建‘5+1’现代产业体系，建
设数字经济发展高地。”四川省大数据
产业联合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关键词：产业发展
我国数字经济

总体规模达39.2万亿

“目前，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
共识，一些国际和区域性的组织高度
重视数字经济相关的议题。”论坛现

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史德年在演讲一开始就阐明了数字经
济的重要性。

中国也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
展。2016年-2021年，我国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并取得
了明显的成效。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
数字经济规模与占比呈现“双39”态
势，数字经济总体规模达到39.2万亿
元，占GDP的比重从2002年的10%提
升到了38.6%。“从整体来看，2020年
数字经济成为推动国际经济持续稳定
增长的关键动力，在夺取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史德年说。

不过，各地所处数字经济发展阶
段存在差异。从总量来看，2020年有
13个省份数字经济规模超过1万亿元，
包括广东、江苏、四川等地；从GDP占
比来看，北京、上海领先，分别达到
55.9%和55.1%；从增速来看，贵州、重
庆、福建数字经济增速位列前三，2020
年增速超过15%。

展望未来，数字经济该如何发
力？史德年认为，关键在于5G技术。

“5G‘国家智能高速公路’为庞大

数据量和信息量的传递提供了高速传
输信道，补齐了制约人工智能、云计
算、工业互联网等在信息传输、连接规
模、通信质量上的短板。”史德年说，
5G是推动各类产业发展的加速引擎，
将催生更多新兴需求和服务，带来巨
大的经济效益。他认为，5G将拓展数
字经济发展新领域、新空间，比如ICT
新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方面的融
合发展，推动数字经济生产的组织方
式、资源配置效率、管理服务模式深刻
变革。

关键词：成渝联动
加快培育特色产业集群
共建数字双城经济圈

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成渝地区地域相
连、产业相近，两地如何在数字经济领
域实现合作共赢？

在重庆邮电大学网络协同经济研
究中心主任樊自甫看来，成渝地区数
字经济发展基础良好，在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治理领域互补性
强，在打造数字双城圈经济圈方面具
备良好的基础。

当前，两地数字经济的规模不断
壮大。以四川为例，2020年，数字经
济规模超过1.6万亿元。

“但我们也要看到，两地的数字经
济规模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相比
还有一定差距。”樊自甫说，与此同时，
成渝地区对周边的城市辐射带动作用
也没有充分体现出来。

双方该如何协同合作？樊自甫认
为，成渝地区共建数字双城经济圈战
略路径需要协同打造数字产业聚集
区，围绕两地的优势产业，比如机床电
路、新型显示、智能终端等，加快培育
人工智能、网络安全、数字文创、区块
链等特色产业集群。

同时，强化新型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樊自甫说，特别要利用中新国
际数据通道的优势，协同打造南向
国际互联网数据出口大通道，促进
与东盟国家及地区数据跨境安全有
序流动。

“此外，还可以联合举办智博会、
西博会等，搭建区域性的国际数据交
换中心，联合开展跨境数据安全流动
等首创性改革，争取国家个人信息和
重要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试点等。”樊自
甫说。

成渝地区如何共建数字双城经济圈？
打造数字产业聚集区，加快培育特色产业集群

9月17日，中国西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共享联盟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