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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

量”，强调“我们要深入把握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的特点，加强人工智能和产业

发展融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当前，信息化革命发展浪潮席卷全

球，一个万物互联的数字化、智能化社会

正扑面而来。近年来，我国智能经济发

展规模更大、水平更高，基础更牢、底子

更实，创新更多、应用更广。总体看，我

国智能经济未来可期、大有可为。

要坚定发展信心，准确把握发展机

遇。我们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加速演进的宝贵机遇，拥有雄厚物质基

础、丰富人力资源、完整产业体系、强大科

技实力，以及全球最大最有潜力的市场等

一系列独特优势和有利条件。心无旁骛、

保持定力、持续深耕，广大企业一定能在

数字化浪潮中劈波斩浪、勇立潮头。

要坚持创新驱动，努力攻克关键技

术。牵住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千方

百计提升基础研发能力、突破“卡脖子”

技术，努力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着力

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

创新，形成产业链创新合力。

要推动融合发展，持续赋能实体经

济。一方面，要积极把握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方向，全面深化重点产业、重

点企业全链条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

要主动着眼战略前沿和制高点领域，加

快 锻 长 板 补 短 板 ，加 速 产 品 和 服 务

迭代。

要完善治理体系，积极营造良好生

态。我们应改进提升技术和手段，加快

构建多方共治的模式，让智能经济在法

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把握发展机遇 营造良好生态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崔士鑫

科技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

决策部署，启动实施新一代人工智能重

大科技项目，布局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

创新平台，打造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

展试验区，建设智能化基础设施，拓展重

大应用场景。

当前，我国智能经济发展呈现新的趋

势：一是科技研发与应用场景双向驱动。

人工智能理论研究、技术开发快速推进，

引领重点领域和产业迭代升级；各类应用

场景不断拓展，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产品

和系统持续优化。二是赋能线上与赋能

实体并行推进。人工智能不仅全面推动

互联网智能化发展，而且正在加速赋能

各行各业，不断提升实体经济的质量和

水平。三是智能化与低碳化发展相互促

进。人工智能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技术

支撑。智能技术和产品开发、智能基础

设施建设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导向。四是

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高度融合。

发展智能经济，要坚持系统观念，既

要从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加强统筹谋

划、整体推进，又要在关键环节上强化精

准施策、重点突破。

下一步，科技部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三新一高”

要求，汇聚政产学研用各方力量，共同推

进我国智能经济健康发展。首先是加快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突破关

键共性技术，形成更加安全可控的技术体

系，为智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原动力。同

时，加快培育人工智能领军企业，加快发

展人工智能高端产业，加快打造智能经济

高地，加快融入全球智能经济网络。此

外，建立更加敏捷的智能经济治理体系，

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坚持系统观念 汇聚各方力量
科学技术部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副司长 吴家喜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正处于加速发

展 阶 段 。 2012—2021 年 ，数 字 经 济 占

GDP 比重年均提升约 2.1 个百分点，是

2002—2011 年年均增速的一倍以上，产

业 数 字 化 占 数 字 经 济 比 重 提 高 到 约

82%，成为数字经济的主战场。

数字技术仍是未来全球战略布局

重点。数字技术领先国家对加强人工

智能、量子信息、先进通信等战略性数

字技术布局形成普遍共识，并将数字技

术与先进制造、生物医药、能源环保等

领 域 的 交 叉 融 合 放 在 更 加 突 出 位 置 。

数字化转型正由效率变革向价值变革

拓展。面向生产领域的工业互联网/产
业互联网平台蓬勃兴起，我国拥有制造

场景和数据资源优势，已形成超过 1000
家平台，在应用和商业模式创新方面具

有一定优势。

两大关键变量影响数字经济未来发

展。一是技术变量。我国 5G 商用部署

不断加快，建成的基站约占全球 60%。

5G 应 用 已 覆 盖 国 民 经 济 40 个 大 类 ，

“5G+工业互联网”形成了全球领先的规

模化产业实践。人工智能未来潜力巨

大。我国已基本形成人工智能全产业链

布局，在视觉、语音、自动驾驶应用方面

较为领先，但在基础理论与算法、高端芯

片以及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方面仍

需赶超发力。

二是数据变量。释放数据价值需要

从制度、市场、技术框架入手，通过数据

要素基础制度和体系化的技术安排推动

多层次数据要素市场构建，从而释放数

据潜能。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正联合产

业界打造可信工业数据空间，推动工业

数据的优势加快释放。

强化技术创新 释放数据潜能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 余晓晖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智能经济

发展。近年来，我国智能经济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取得显著成效，人工智能日

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成

为推动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

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驱动力量。

智能技术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

领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深入把握新一代人工智能的

发展特点，锚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方向，会同各部门、各地方共同推进智

能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做强做优

做大智能经济，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一是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加强

核心技术攻关。紧紧牵住自主创新这个

“牛鼻子”，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信

息技术体系。加强人工智能、量子信息

等前沿技术布局，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数字产业集群。

二是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筑牢

智能经济底座。坚持适度超前原则，持

续加大 5G 网络和千兆光纤网络建设力

度。统筹布局绿色智能的数据与算力设

施，推进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建设。

三是激发企业主体活力，加快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行动，大力推进智能制造工程，加快建设

一批智能场景、智能车间、智能工厂，构

筑具有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

四是深化开放合作，营造良好发展

环境。健全政策体系和监管规则。加大

人才培养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推进数

据开放共享，增强安全保障能力，为企业

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锚定发展方向 推动深度融合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总工程师 田玉龙

工业互联网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

与工业经济深度融合的新型基础设施、应

用模式和工业生态，通过对人、机、物的全

面连接，构建起覆盖全要素、全产业链、全

价值链的制造和服务体系，催生平台化设

计、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

制、服务化延伸、数字化管理六大应用模

式，全面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工业互联网平台是工业互联网体系

的中枢，起到数据汇聚、建模分析、应用

创新、提供支撑等作用，是底层硬件和上

层应用的交汇。我国已初步形成多层

次、系统化的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已具

有国家级“双跨”平台 28 家、特色型平台

105 家、专业型平台 28 家。

促进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的关键在

于“五个一”，即“一纵”“一横”“一大”“一

小”“一生态”。其中，“一纵”是指从行业

着手，解决行业个性问题，逐渐形成共性

方案；“一横”是指从区域着手，基于产业

集群和地方特色，构建区域发展模式；

“一大”是指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带

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一小”是指

通过政府支持、市场驱动、龙头带动推动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一生态”是指构

建“产学研用金”协同体系，激发产业创

新活力。

我国乃至全球工业互联网总体仍

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各方都面临着抢

占主导权的难得战略机遇期。我国工

业互联网的发展已从概念普及进入实

践推进的关键时期，正在从单点应用向

综合赋能升级，从试点示范向规模化推

广加速转变，从生产外围环节向高价值

环节延伸，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和

支持作用。

抢占主导地位 激发产业活力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副院长 冯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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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中央企业数字化转型投入

超千亿元，形成创新场景超万个，取得

了一系列成果，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做

出积极贡献。 2022 年是国企改革三年

行动决战决胜之年，也是国有企业数字

化转型迈向全面引领阶段的关键之年，

国资委将持续推动中央企业在数字经

济发展中更好地强化国有经济的战略

支撑作用。

强化数字技术创新应用，加快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聚焦产业瓶颈，维护产业链和供

应链的安全稳定，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在新一代信息技

术、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大布局

力度，强化创新主体协同。推广数字技

术成果，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

生产力。

加速重点领域智能化升级，助推实

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传统产业，推

动数字技术与生态链、价值链深度融合，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新兴产业，聚

焦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重点领

域，打造产业链链长，培育龙头企业。强

化融通发展，充分发挥行业龙头企业的

支撑引领和融通带动作用，形成企业协

同发展的良好生态。

提升数字服务保障能力，更好服务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

参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打通

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积极参

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乡村建设，

提升数字服务水平，强化网络安全防护

和数据安全保障。发挥中央企业人才、

平台优势，助力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弥合

数字鸿沟。

加速数字转型 迈向全面引领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科技创新局局长 苟 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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