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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2 选题背景与主要研究内容

【选题四】以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为牵引构建南山区产

业数据大脑的路径研究

【内容概述】2022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

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数字技术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

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南山区亟需利用数字化转型拓展新发展空间，以数字化转型

公共服务建设为突破口，形成支持产业数据大脑运转的生态

和合作机制，构建产业间协同创新发展生态体系。一是分析

南山区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和数字

化转型情况；二是对现状进行分析，梳理南山区产业数据大

脑建设面临的主要痛点、难点和资源配置的堵点；三是研究

国内外产业公共服务体系的做法，提炼出南山区建设产业大

脑可借鉴的经验，规划以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为牵引构建南

山区产业数据大脑的发展路径；四是结合南山区发展方向的

战略定位和产业发展基础，提出实现以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

为牵引构建南山区产业大脑的措施与建议。

【选题五】南山区数字人才体系建设研究

【内容概述】2021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

作会议上指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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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进行战略布局。综合考虑，可以在北京、上海、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人才是技术的载体、创新的

根本，当前，数字化带来的系统性变革对数字化人才的选育

用留提出了全新挑战和要求，南山区迫切需要具有业务能力

和数字技术专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通过数字人才体系的建

设，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数字人才建设的新高地。一是从数字

人才建设的主要需求出发，构建区域数字人才的核心能力体

系和评价体系；二是从产业发展、教育资源、空间布局等角

度，分析南山区当前数字人才建设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明确南山区数字人才建设的需求；三是以南山优势产业和西

丽湖科教城空间布局为核心，探索政府、企业、科研单位之

间的产、学、研联动，构建完整的数字人才体系建设路径；

四是围绕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

要求以及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实际需要，提

出数字人才体系建设政策建议。

【选题六】《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对南山

的机遇、挑战与对策研究

【内容概述】2022 年 1 月 1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以下简称 RCEP）正式生效实施，将会带来贸易投

资网络与区域价值链的重构、资源配置模式的演化、政府行

为和政策模式的再定义，这在客观上要求南山把握 RCEP 规

则、抢抓 RCEP 战略机遇，提升应对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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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高水平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是对 RCEP 进行系

统全面解读，归纳总结所涉及的关键领域和主要举措，为后

续的影响及对策分析提供参考依据；二是对 RCEP 生效带来

的机遇和挑战进行深入分析，重点聚焦于贸易投资规则、知

识产权、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绿色产品、营商环境等领域；

三是以率先打造全国 RCEP 落地示范性标杆为目标，提出南

山抢抓 RCEP 战略机遇的总体思路、重点领域、对策建议和

保障措施。

【选题七】“民生七优”指标体系构建与南山实现路径

研究

【内容概述】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支持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对深圳民

生事业发展做出了推动“民生七优”，打造“民生幸福新标

杆”的战略部署。2022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公

共服务规划》、《“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强调城乡公共服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作为深圳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标杆，南山区创新性地

探索构建‘民生七优’指标体系与实现路径。一是归纳总结

“民生七优”的概念解读、逻辑构建、领域范畴、发展特征

以及未来建设的技术路线和具体思路；二是从教育、医疗、

养老、住房、就业、交通、休闲、安全等多个维度遴选指标

构建科学精准的分级分类指标体系，具体量化评价深圳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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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事业发展相关的政策实施、空间建设、治理保障等方面

进展；三是全面客观地设计南山区全区、街道、社区三个层

级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建设行动路径；四是创新性地

探索南山区全区、街道、社区三个层级民生事业发展的治理

保障行动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