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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科技创新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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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科技创新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的理论逻辑，构建科技创新水平与共同富裕水平指标体

系，采用熵值法测度四川省科技创新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分析四川省

科技创新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度情况。研究结果表明，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四川省科技创新与共同富
裕处于低水平耦合协调阶段，且呈下降趋势，省内发展差距较大，整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结合实

证研究，从积极推进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机制、夯实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基础及推进教育数字化

和教育均等化方面提出通过科技创新推进四川省实现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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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１］。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

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２］。对

于如何推进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２１年
１２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首先要通过
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

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同时要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的引领性、扩散

性和渗透性等特征优势，着力点首先应该放在

继续做大“蛋糕”、做好“蛋糕”上［３］。虽然在短

期内科技进步并不能有效缩小地区差距，但从

长期来看，随着科学技术的推广，后发地区的发

展模式将会发生转变，即实现从资源投入驱动

的增长模式向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支撑的增长

模式的转变，从而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

次分配中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进而推进

共同富裕。

目前，学界对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和

科技创新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展开了多角度研

究。侯冠宇等［４］、刘荣增等［５］利用ＱＣＡ实证分
析了我国３０个省份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
响；郑秋红［６］从财富创造、合理分布和合理分配

角度分析了科技创新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

辑；马名杰［７］分析了科技创新对就业、收入分配

等产生的双向影响；陈曦［８］认为科技创新与共

同富裕可以实现同频共振，但需把握好科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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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红利”，弥合好科技创新的“鸿沟”。在我

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过程中，如何将科技创新

与共同富裕有效结合，其实现机制尚需进一步

研究。鉴于此，本文拟从科技创新与共同富裕

耦合协调的理论逻辑出发，构建科技创新水平

和共同富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在使用熵值法

分别测度四川省科技创新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

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分析四川

省科技创新与共同富裕的耦合协调度情况，以

期为四川省科技创新推进四川共同富裕的进程

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理论逻辑

　　共同富裕离不开经济发展与政策工具的调

控治理。本文从经济发展角度出发，将科技创

新与共同富裕二者的关系联系起来，阐述科技

创新通过价值共创、价值共享、价值共益路径推

进共同富裕的过程［９］，具体见图１。

１．科技创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动力源泉

科技创新通过改善市场经济结构、贯彻新

发展理念，为经济发展赋予新的活力，引领经济

发展。科技创新是社会创造财富的原始动力，

对于创新主体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１０］。当

下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式逐渐多元化，主体也更

加多样化，科技创新通过价值共创、价值共享、

价值共益路径推动经济发展，进而加快推进共

同富裕。首先，价值共创是科技创新的源泉。

科技创新的价值创造过程要求创新主体发挥协

同互通作用，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效率，构建开放

合作、交叉融合的创新网络，形成价值共创新局

面。其次，价值共享是科技创新的动力。与传

统创新方式不同，科技创新能发挥创新主体优

势，实现资源、数据、成果共享，从而催生新的科

技手段，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再

次，价值共益是科技创新的必然选择。科技创新

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资源，推动共同富裕进程。

２．共同富裕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加速器

共同富裕不仅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推手，科技创

新助推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共同富裕提供较

好的经济基础和安定的社会环境。共同富裕的

实现必然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幸福感提

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经济整体的发展

能力。现阶段共同富裕发展的程度也反向推动

科技创新持续性的实现。企业等发展主体实现

要素充分流动与要素共享、地区之间贫富差距

缩小、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会进一步推动科技

创新的进步；反之，则会降低产业结构升级的效

率，难以维持经济发展关系的平衡。

　　二、研究设计

　　１．研究方法

（１）熵值法

本文利用熵值法测量四川省科技创新水平

和共同富裕水平。熵值法基于共同富裕指标体

系中一级和二级指标数据变异程度来反映信息

量，以此测量四川省共同富裕水平较为合理和

客观。收集和整理四川省科技创新与共同富裕

图１　科技创新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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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进行加权计

算得出一级指标值，进而测算四川省科技创新

和共同富裕水平。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①为消除指标的数量级和量纲不一致性，

首先对四川省科技创新和共同富裕水平测度体

系中各二级指标做标准化处理，计算方法如下：

正向指标：ｘ′ｉｊ＝
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负向指标：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其中，ｘｉｊ表示第ｉ个观测对象的第ｊ项指标

原始数据，ｍａｘ（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分别表示 ｘｉｊ的最

大值和最小值（ｉ＝１，２，…，ｎ；ｊ＝１，２，…，ｍ），

ｘ′ｉｊ为第ｉ个观测对象的第ｊ项指标无量纲化处

理后的值。

②计算 ｘ′ｉｊ指标值的比重 ｈｉｊ，计算方法

如下：

ｈｉｊ＝ｘ′ｉｊ∑
ｎ

ｉ＝１
ｘ′ｉｊ　　０≤ｈｉｊ≤１

③计算第ｊ级指标的熵值，根据第ｊ级指标

的熵值计算第ｊ级指标的信息熵 ｍｉ，其中，ｋ＞

０，ｍｉ＞０，计算方法如下：

ｍｉ＝
１
ｌｎｎ∑

ｎ

ｉ＝１
ｈｉｊｌｎ（ｈｉｊ）

④计算信息熵冗余度ｆｉ，计算方式如下：

ｆｉ＝１－ｍｉ
⑤计算第ｊ级指标的熵权ｔｉ，ｔｉ为归一化的

权重系数，计算方法如下：

ｔｉ＝ｆｉ∑
ｎ

ｉ＝１

ｆｉ

⑥计算第 ｊ级指标的综合得分，计算方法

如下：

ｚｉ＝∑ｔｉ·ｈｉｊ
其中，ｚｉ为第ｉ个评价对象第ｊ项指标的综

合得分（ｉ＝１，２，…，３；ｊ＝１，２，…，３）。

（２）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

建立四川省科技创新与共同富裕水平的耦

合协调度模型，对二者之间的关联程度进行测

度，计算公式如下：

Ｄ＝ Ｃ×（αμ１＋βμ２槡 ）

其中，Ｄ为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为（０，１］；

α＝β＝０．５；Ｃ＝２×
μ１×μ槡 ２

μ１＋μ２
；μ１为科技创新

水平，μ２为共同富裕水平。

本文参考唐晓华等［１１］的研究，结合西部地

区科技创新与共同富裕的现实状况，对科技创

新与共同富裕水平耦合协调度进行类型和区间

划分，具体见表１。

表１　科技创新与共同富裕水平的

耦合协调度类型和区间划分

耦合协调度 类型

（０，０．２］ 严重失调

（０．２，０．３］ 中度失调

（０．３，０．４］ 轻度失调

（０．４，０．５］ 濒临失调

（０．５，０．６］ 勉强协调

（０．６，０．７］ 初级协调

（０．７，０．８］ 中级协调

（０．８，０．９］ 良好协调

（０．９，１．０］ 优质协调

２．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１）科技创新指标体系构建
对于科技创新水平的评价，本文借鉴周筱

扬等［１２］的做法，从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产

出三个方面构建科技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对四

川省科技创新水平进行测度。科技创新指标体

系具体见表２。
（２）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推进共同富裕，正确处

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带动所有人民向着共同

富裕稳步前进［１３］。这是构建西部地区共同富

裕指标体系的主要理论依据，促进共同富裕的

总思路，为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指明了方向。

本文借鉴吴桐等［１４］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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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的指标，从共享程度、高质量发展程度、区

域协调程度三个维度对四川省共同富裕指标体

系进行构建，具体见表３。

（３）数据来源

本文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四川科技统计年鉴》《四川统计年鉴》《四川省

科技基础信息手册》。其中，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人均公

园绿化面积、人均城市道路面积数据不全的，已

采用取相邻年份均值方法补齐。

表２　科技创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属性

创新投入

资金投入
Ｒ＆Ｄ经费投入强度 — 正向

科学技术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 ％ 正向

人力投入
每万人Ｒ＆Ｄ人员全时当量 人年／万人 正向

高技术（制造业）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 ％ 正向

创新产出

直接产出 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件／万人 正向

技术市场 每万人技术合同成交额 万元／万人 正向

成果产业化
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 正向

高技术产业利润总额 亿元 正向

创新环境
人力基础 本专科学校在校学生数 万人 正向

机构基础 高新技术企业数 家 正向

表３　共同富裕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解释
指标

属性

共享程度

基础设施

人均公园绿化面积 公顷／万人 正向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平方米／人 正向

每万人公路里程数 公里／万人 正向

住房保障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平方米 正向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平方米 正向

医疗水平
卫生机构人员数 执业医师数／万人 正向

每万人口卫生机构床位数 床位数／万人 正向

教育水平
本专科在校学生数 人 正向

教育支出占比 教育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正向

文化发展 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单位数 个 正向

公共服务
城市居民社会保障支出占比 城市居民低保资金／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负向

农村居民社会保障支出占比 农村居民低保资金／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负向

高质量

发展程度

动力变革

经济发展含新量 科学技术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正向

专利授权数 件 正向

Ｒ＆Ｄ人员数 万人 正向

产业升级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 正向

结构优化
高技术（制造业）产业占

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

高技术（制造业）产值／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正向

质量变革 经济发展含绿量 单位ＧＤＰ能耗／％ 负向

效率变革
人均ＧＤＰ 元 正向

全员劳动生产率 ＧＤＰ／总就业人数（元／人） 正向

对外开放 外贸开放度 进出口总额／ＧＤＰ（％） 正向

区域协调

程度

地区差异
地区人均ＧＤＰ倍差 人均ＧＤＰ最高地区／最低地区（％） 负向

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 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地区／最低地区（％） 负向

城乡差异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 负向

城镇化率 ％ 正向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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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综合水平分析

从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三个方面

构建科技创新评价指标体系对四川省科技创新

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见表４。由表４可知，四川

省整体科技创新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成都市的

科技创新水平最高，甘孜藏族自治州科技创新

水平最低。从综合得分上看，成都市的科技创

新综合得分均超过０．５，其次是绵阳、德阳、宜

宾排名较为靠前，绵阳市得分超过０．１，其余地

市州的得分均低于０．１。这主要是由于成都市

在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产出、科技创新环境

三个方面位居各地市州首位，汇集了诸多创新要

素，科技创新水平提升幅度明显大于其他地区。

通过对共同富裕相关文献的梳理，结合四

川省经济发展特点，本文从共享程度、高质量发

表４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四川省２１个地市州

科技创新综合评价结果 分

地市州
２０２０年科技
创新综合得分

２０２１年科技
创新综合得分

成都市 ０．５４０６ ０．５２４２
自贡市 ０．０２０６ ０．０１９８
攀枝花市 ０．０２６７ ０．０２３７
泸州市 ０．０２６５ ０．０２８４
德阳市 ０．０５１４ ０．０５０５
绵阳市 ０．１０３８ ０．１１９１
广元市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０９８
遂宁市 ０．０２５６ ０．０２４４
内江市 ０．０１９５ ０．０１２３
乐山市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１４５
南充市 ０．０２０１ ０．０２１５
眉山市 ０．０１７５ ０．０１８４
宜宾市 ０．０３６７ ０．０４０５
广安市 ０．０１６９ ０．０１４２
达州市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１６８
雅安市 ０．０２６５ ０．０２８９
巴中市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６０
资阳市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１３７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９３
甘孜藏族自治州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４
凉山彝族自治州 ０．００４１ ０．００３６

展程度、区域协调程度三个维度构建四川省共

同富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

共同富裕水平，具体结果见表５。由表５可知，

成都市的共同富裕水平整体上较其他地市州更

高，稳居第１位；绵阳市位居第２位，其次是德

阳市、宜宾市、泸州市。由于四川省整体呈现四

周高、中间低的地势，以成都为代表的成都平原

由于地势等因素，交通条件相对发达，经济关联

性相对更为紧密，其经济水平相比四川省地界

线附近的山川地区有着明显的优势。

２．耦合协调度分析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四川省２１个地市州科技创

新与共同富裕水平耦合协调度见表６，科技创

新与共同富裕水平耦合协调情况见图２。由表６

和图２可知，成都市的耦合协调度最高，处于初

级协调类型，除绵阳市、德阳市、宜宾市外，其他

大部分地市州的耦合协调度处于严重失调状态。

表５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四川省２１个地市州

共同富裕综合评价结果 分

地市州
２０２０年共同
富裕综合得分

２０２１年共同
富裕综合得分

成都市 ０．３７２９ ０．３６８８
自贡市 ０．０３５７ ０．０３１８
攀枝花市 ０．０２４２ ０．０１９６
泸州市 ０．０４０６ ０．０４８０
德阳市 ０．０４９５ ０．０４８７
绵阳市 ０．０８２４ ０．０８８９
广元市 ０．０２１３ ０．０２２８
遂宁市 ０．０２９１ ０．０２９０
内江市 ０．０２６０ ０．０２５７
乐山市 ０．０２９７ ０．０２８２
南充市 ０．０３７３ ０．０３８５
眉山市 ０．０２７３ ０．０２８９
宜宾市 ０．０４８１ ０．０５０２
广安市 ０．０２２０ ０．０２１７
达州市 ０．０２９８ ０．０３０９
雅安市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２７６
巴中市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１７５
资阳市 ０．０２２７ ０．０２２１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１７３
甘孜藏族自治州 ０．０１９２ ０．０１６５
凉山彝族自治州 ０．０１９５ ０．０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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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四川省２１个地市州

科技创新与共同富裕水平耦合协调度

城市
２０２０年耦合
协调度

耦合协

调类型

２０２１年耦合
协调度

耦合协

调类型

成都市 ０．６７００ 初级协调 ０．６６３１ 初级协调

自贡市 ０．１６４７ 严重失调 ０．１５８３ 严重失调

攀枝花市 ０．１５９４ 严重失调 ０．１４６７ 严重失调

泸州市 ０．１８１１ 严重失调 ０．１９２１ 严重失调

德阳市 ０．２２４７ 中度失调 ０．２２２６ 中度失调

绵阳市 ０．３０４１ 轻度失调 ０．３２０７ 轻度失调

广元市 ０．１２２９ 严重失调 ０．１２２４ 严重失调

遂宁市 ０．１６５１ 严重失调 ０．１６３２ 严重失调

内江市 ０．１５００ 严重失调 ０．１３３３ 严重失调

乐山市 ０．１４６５ 严重失调 ０．１４２１ 严重失调

南充市 ０．１６５５ 严重失调 ０．１６９７ 严重失调

眉山市 ０．１４７９ 严重失调 ０．１５１７ 严重失调

宜宾市 ０．２０５０ 中度失调 ０．２１２３ 中度失调

广安市 ０．１３８９ 严重失调 ０．１３２６ 严重失调

达州市 ０．１４３４ 严重失调 ０．１５１１ 严重失调

雅安市 ０．１６４４ 严重失调 ０．１６８１ 严重失调

巴中市 ０．０８２１ 严重失调 ０．１０１５ 严重失调

资阳市 ０．１３５１ 严重失调 ０．１３２０ 严重失调

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
０．０９８７ 严重失调 ０．１１２７ 严重失调

甘孜藏族自治州 ０．０５７４ 严重失调 ０．０４９４ 严重失调
凉山彝族自治州 ０．０９４６ 严重失调 ０．０８８９ 严重失调

均值 ０．１７７２ 严重失调 ０．１７７８ 严重失调

图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四川省２１个地市州

科技创新与共同富裕水平耦合协调情况

科技创新一方面有助于创造社会财富，另

一方面还影响财富的分配，间接影响了一个城

市的共同富裕水平。成都市一直兼顾科技创新

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进步与经济高质

量发展深度融合。２０２１年，绵阳市的耦合协调

度为０．３２０７，仅次于成都市，排名全省第２位。

绵阳市优势产业是国防军工和科研生产，其经

济总量仅次于成都市，对四川省的经济发展贡

献了重要力量。绵阳市科技创新水平也仅次于

成都市，其科技人员和智力资源丰富，大批的军

工、能源等行业的企业入驻绵阳科技城，拥有国

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围绕成德绵一体化

发展，加快建设成德绵高新技术产业带，经济发

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科技创新与共

同富裕发展愈发协调。２０２１年，德阳市的耦合

协调度为０．２２２６。作为和成都四个紧密同城

化的城市之一，德阳市在协同融入大成都的战

略主导下，其发展也是日新月异、一日千里。

德阳市县域经济最强的是广汉市。广汉市

产业特色鲜明，先进装备制造、先进材料、通用

航空和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迅猛，在全国都有一

定的占有率，其中通用航空产业是全国特色产

业集群之一，成为助力德阳市科技创新和经济

快速发展的关键。宜宾市２０２１年的耦合协调

度为０．２１２３，仅次于成都市、德阳市，处于中度

失调类型。宜宾市在乡村振兴、文旅发展、生态

保护、产业转型和共叙对口帮扶工作方面成效

显著，“飞地”园区建设快速发展，区域交流合

作不断强化。另外，宜宾市科技创新与成果转

化效果显著。近年来，宜宾市科研经费投入规

模持续扩大，在建设大学城与科创园区、引进人

才方面取得明显进步，其高新技术企业和专利

成果授权数量也位居全省前列。

如图２所示，科技创新与共同富裕水平耦

合协调发展的“中部塌陷”现象明显。巴中、资

阳、雅安等地科技创新与共同富裕水平耦合协

·２０１·



徐霞，等：四川省科技创新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研究

调能力较低，其科技创新发展与共同富裕水平

均低于区域整体水平。研究发现，巴中、资阳、

雅安三市的科技人才数量和质量、主导产业、创

新生态环境不太突出，与其他城市相比优势较

弱，这些地区的协同创新要素无法有效发挥扩

散效应，迫切需要提出能够提升协同发展有序

性的解决办法，以此与四川省内其他城市形成

良性合作、协同关系。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１．研究结论

本文在构建四川省科技创新和共同富裕指

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综合加权法测算科技创

新与共同富裕综合得分以衡量科技创新与共同

富裕水平，并测度分析其耦合协调度情况，得到

以下主要结论。

其一，四川省整体科技创新水平和共同富

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其中，成都市的科技创

新水平最高，甘孜藏族自治州科技创新水平最

低。成都市在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产出、科

技创新环境三个方面位居各地市州首位，汇集

了诸多创新要素，科技创新水平提升幅度明显

大于其余地区。从共享程度、高质量发展程度、

区域协调程度三个维度来看，成都市的共同富

裕水平整体上较其他地市州更高，稳居第１位。

其二，四川省科技创新与共同富裕水平耦

合协调发展的“中部塌陷”现象明显。成都市

科技创新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在全省最高，

处于初级协调类型，原因在于成都市一直兼顾

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科技进步与

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科技创新间接影响

成都市的共同富裕水平，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

的同时，为成都市实现共同富裕“造血”。除了

绵阳市、德阳市、宜宾市外，其余大部分市州的

科技创新与共同富裕耦合协调度处于严重失调

状态。巴中市、资阳市、雅安市的科技人才数量

和质量、主导产业、创新生态环境不太突出，与

其他城市相比优势不明显，这些地区的协同创

新要素无法有效发挥扩散效应，迫切需要提出

能够提升协同发展有序性的解决办法，以此与

四川省内其他城市形成良性合作、协同关系。

总之，四川省整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在推进共

同富裕进程中，还需注重全面发展。

２．政策建议

其一，完善区域内协同创新发展机制，在创

新中“做大蛋糕”。应积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深入推进川南、川东北、攀西经济

区协同发展，加强区域合作和创新资源共享，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四川省各地区共同繁

荣发展。应通过推进区域协同创新，实现资源

优化配置和协同发展，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和优化布局，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推进区域共

同富裕。应加强产业链协同，增强区域产业链

和供应链的稳定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同

时，应积极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推动经济发展与

生态文明建设相协调。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发

展新兴产业，构建“４＋６＋３”现代产业体系。

应重点发展高端装备、电子信息、先进材料、生

物医药、数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不同

产业之间的协同发展，推动生产服务化、产业协

同化。

其二，夯实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基础，

在创新中“做好蛋糕”。四川省应加强交通、能

源、水利等基础设施的信息化建设，提高基础设

施建设的水平和能力。应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信

息化建设，尤其应加强智慧公交、智慧出行等方

面的建设，推广新能源汽车、自动驾驶技术等方

面的应用，促进城市轨道交通智能化升级，提高

交通运输的效率和安全性，为城市居民提供更

加便捷、高效的出行方式。应加强５Ｇ网络、物

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应用，提高信息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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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能化程度和信息化水平，推进数字化、智能

化等方面的建设，提高信息基础设施的整体服

务水平和竞争力，为实现更加高效和智能的信

息和物流体系夯实基础，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

数字化支持。

其三，推进教育数字化和教育均等化，在创

新中“分好蛋糕”。在数字技术加速发展的时

代，区域间数字技术的鸿沟会进一步拉大基础

教育的距离，成都市、绵阳市等地的高等教育已

经趋于普及，而甘孜、阿坝等地区人才、师资力

量仍旧薄弱，教育情况相对较差，导致教育的马

太效应加剧。弱势群体由于所受的教育程度不

均等，会逐步陷入低收入陷阱，这种区域间教育

不均等化会间接影响收入分配差距。因此，应

更好地发挥数字技术对于教育的积极作用，促

进教育资源均等化、合理化，缩小偏远地区、欠

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教育资源差距，缩小城

乡区域差距。同时，应进一步完善省内人才流

动政策，打破地域限制，促进人才在区域范围内

的自由流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城乡、地

区、行业等方面的身份歧视；建立完善的人才公

共服务体系，为各类人才提供优质的教育、医

疗、住房等公共服务；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专长

和优势，为推进教育均等化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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