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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发力
全球最大信息通信网络建成

世界第一网民大国背后是实实在在的、高水
平的网络软硬件支撑。中国多年来着力加强信息
通信网络建设，开展城乡信息网络服务提升工
程，特别是最近两年，推进 5G 基站、大数据中
心、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建成
全球最大、性能显著提升的信息通信网络系统。

《报告》显示，中国网络服务质量和普及程度
提升至新水平。截至2021年4月，中国光纤宽带用
户占比提升至94%，固定宽带端到端用户体验速度
达到 51.2Mbps。根据国际测速机构统计，中国固
定宽带速率在全球 176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18
位，移动网络速率在全球13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
第 4位。中国 5G 商用水平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截
至 2021年 5月，中国 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数量占
比超过 38%，位列全球首位；5G 应用创新案例已
超过9000个，5G正快速融入千行百业。在工业互
联网领域，基本形成了“综合性+特色性+专业
性”的平台体系，建成具有一定行业和区域影响
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100家，连接设备数超过
了 7000万台（套），工业 APP超过 59万个，“5G+工
业互联网”在建项目已超过 1500个，覆盖 20多个
国民经济重要行业。

根据 《报告》，截至 2021年 6月，中国农村网
民 规 模 为 2.97 亿 ， 农 村 地 区 互 联 网 普 及 率 为
59.2%，较 2020年 12月提升 3.3%，城乡互联网普及
率进一步缩小。这一局面归功于数字乡村建设持
续推进。近年来，农村地区通信基础设施逐步完
善，与城市实现了“同网同速”。建制村通光纤和4G
的比例均超过了99%，今年底有望实现未通宽带建
制村动态“清零”。随着数字化应用日趋完善，广
袤的下沉市场逐步享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和实
惠。截至 2021 年 6 月，农产品网络零售规模达
2088.2亿元，全国乡镇快递网点覆盖率达到98%，有
效打通了农村消费升级和农产品上行的末梢循环。

创新活力四射
信息技术多领域成就可喜

作为信息产业发展大国，中国继续保持信息
技术创新活力，在诸多前沿领域取得可喜成就。

《报告》显示，中国科学家今年在多方面获得突破
性进展。

正当 5G 在多领域中的应用如火如荼展开之
时，6G 通信技术研发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目前，
中国已成为 6G 专利申请的主要来源国，在 6G 通
信技术领域全球专利超3.8万项申请量中，中国专
利申请为 1.3 万余项，约合 1.58 万件，占比达
35%，位居全球首位。

在量子技术领域，清华大学首次在实验中完
成了两个 DLCZ 量子中继模块之间的高效纠缠连
接，是实现实用化的量子中继器的一个关键步
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团队在光量子存储领
域取得了重要突破，将光存储时间提升至 1 小
时，大幅度刷新了2013年德国团队光存储1分钟的
世界纪录，向实现量子 U 盘迈出重要一步，同时
该团队首次实现多模式量子中继，实现两个吸收
型量子存储器之间的可预报量子纠缠，为量子中
继的发展研究开创了可行的方向，为实用化高速
量子网络的构建打下基础。

卫星互联网是利用地球低轨道卫星构建的低
轨宽带卫星互联网，具有低时延、易于实现全球
覆盖等特点。近年来，中国有关方面致力于建设
名为“虹云工程”的卫星互联网系统。根据计
划，将发射156颗卫星，在距离地面1000公里的轨
道上组网运行，构建一个星载宽带全球移动互联
网络，实现网络无差别的全球覆盖。今年 5 月 13
日，中国首条小卫星智能生产线生产的首颗卫星
下线，标志着中国拥有了卫星批量化生产能力，
为“虹云工程”的实施奠定了基础。几乎与此同
时，一系列低轨卫星星座体制技术试验取得突
破，实现低轨卫星网络与地面 5G 网络深度融合，
迈出中国天地网络通用技术攻关的关键一步。

数字化转型
三次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速

“互联网+”“智能+”继续向纵深推进，不仅
大大提升了传统行业的劳动生产率，而且进一步
创新和丰富了业态，产生众多新的生产组织形式
和劳动方式，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全
面、持续、深入地促进农业、工业、服务业数字
化转型，产业面貌焕然一新。

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显著提升。物联网、人工
智能、5G 等信息技术加速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
无人拖拉机、无人抛秧机、“5G+智能大棚”等智
能设备推动了农业生产养殖过程的精准感知和智
能决策，助力农业发展从信息化走向标准化和智
能化。

数字技术与制造业产业融合提速。《报告》统
计显示，截至 2021 年 6 月，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
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 53.7%和
73.7%，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准备度持续得到提升。
电子设备生产、装备制造等重点行业利用数字化
技术不断推陈出新，构建出协同研发设计、远程
设备操控、柔性生产制造、无人机巡检等“5G+工
业互联网”数字化应用场景，推动产业数字化不
断升级。

数字化服务市场加速发展。截至 2021 年 6
月，我国网上外卖、在线旅行预订用户规模分别
达 4.69 亿和 3.67 亿，分别占网民整体的 46.4%和
36.3%；在线办公、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用户规模
分别达3.81亿、3.25亿、2.39亿，分别占网民整体
的 37.7%、32.1%和 23.7%。从餐饮、旅游到办公、
教育、医疗等各类传统服务市场因数字化赋能实
现了线上线下共融，进一步带动服务业的繁荣发
展。与此同时，数字化也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新机遇，进一步提升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如
智慧供应链系统不断优化企业基础运营，大数据
与机器学习助力企业实现数字化驱动管理，大数
据平台指导企业完善运营规则和策略等。

网民超10亿！

网络中国汇聚磅礴伟力
钱思婧

10.11亿！这是中国的网民规模。根据日前发布
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截至 2021年 6月，中国超 10亿用户接入互联
网，通过电子交互通联，构建起全球最蔚为壮观的数
字社会。他们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网民一起，组成了
五彩斑斓、生机勃勃的虚拟世界，赋予“地球村”更丰
富的内涵。

1986年8月25日，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从北京发
往瑞士日内瓦，拉开了中国互联网时代的序幕。1994
年，中国开通64K国际网络专线，正式接入国际互联
网。经过27年发展，中国已经成长为数字世界网民人
数最多、联网区域最广的经济体，虚拟空间的“网络中
国”迸发出磅礴的现实伟力，推动着中国经济社会的
发展。

图解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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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21
年上半年，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加
强对数字平台和数据保护领域的治
理。2021 年 2 月，国务院反垄断委
员会印发并实施《关于平台经济领
域的反垄断指南》，对数字平台垄断
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
中、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
提出明确规范要求，为监管提供方
向指引。有关部门先后对互联网领

域多起涉嫌违法违规问题开展调
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
平台“二选一”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
罚。202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
数据安全法》颁布；8月，《中华人民
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审议通过，
标志着我国信息安全法律保障体系
进一步完善。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有
关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检查76
万款APP，通报748款违规APP，下架
245款拒不整改的APP。（文 心）

根据日前发布的第48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
至 2021 年 6月，中国在线教育用户
规模达3.25亿，较2020年12月减少
1678万，占网民整体的32.1%。

2021年上半年，国家相关部门
密集出台对中小学基础教育的监管
政策，整顿校外培训班，深化校外
教育培训改革，相关领域管理进一
步规范，头部企业加速向成人教
育、智能硬件领域渗透。2021年 5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减
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

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指出校外培
训机构无序发展，“校内减负、校外
增负”现象突出，要全面规范管理校
外培训机构。2021年6月，教育部宣
布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主要
承担面向中小学生（含幼儿园儿童）
的校外教育培训管理工作。

在政策日趋规范的环境下，中
小学在线教育头部企业通过深挖细
分领域新机会、探索跨界融合新模
式等方式加速转型。在校园智能设
备领域，课堂智慧大屏、交互智能
平板等随着教育信息化进程的推进
也逐步走入校园。 （文 心）

规范在线教育发展

加强反垄断与数据安全立法

▲中国致力于建设卫星互联网“虹云工程”，构建全球天基移动网
络。图为卫星互联网应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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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5G技术为依托的智能制造是中国工业互联网发展的重点之一。图为中国一
家汽车智慧工厂车间生产场景。

▼在5G支撑下，物联网、无人农机、无人机大规模应用于农业，现代
智慧农业应运而生。图为一家智慧农业示范基地田间管理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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