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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中国 云中漫笔

电商购物便捷

电子商务快速融入中国生产生活各领域，成为提
升人们生活品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消费者
对线上购物的习惯已经养成，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持续提升，与此同
时，网络购物正在形成新的业态模式，带动快递、直
播电商市场加快发展。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
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
至2021年6月，中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8.12亿。电
子商务交易额保持快速增长，2020 年达到 37.2 万亿
元，比 2015 年增长 70.8%；网上零售额达到 11.8 万亿
元，年均增速高达21.7%。

中国电子商务繁荣背后，得益于信息通信行业的
跨越式发展。信息网络不仅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

“硬”支撑，也让更多的人畅享高速网络生活。近年
来，中国大力推进以 5G 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工信部先后印发《“双千兆”网络协同发展行动
计划 （2021-2023 年）》《5G 应用“扬帆”行动计划
（2021-2023年）》等文件，各地政府从站址规划、资
源开放、用电优惠等方面给予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大力
支持。目前，中国已建成5G基站超过115万个，占全
球 70%以上；5G 终端用户达到 4.5 亿户，占全球 80%
以上。

《规划》明确提出“十四五”发展目标，让通信网络
基础设施保持国际先进水平。到2025年，建成全球规
模最大的 5G 独立组网网络，实现城市和乡镇全面覆
盖、行政村基本覆盖、重点应用场景深度覆盖。其
中，设置了每万人拥有5G基站数26个的预期目标，千
兆光纤网络实现城乡基本覆盖。此举将推动中国电子
商务进一步提质增效、迈向新台阶。

网上世界精彩

在安检处，智能设备自动对乘客和工作人员进行
人脸捕捉、联网自动识图、远程研判；在乡村，智慧
农机农具和线上培训让农民获得了数字化支持；在救
护车上，随车医生通过仪器扫描患者手环，患者身
份、既往病史和健康档案便通过监测仪传输到院内指
挥中心的专家团队，为抢救病人赢得时间……应用既
是信息技术发展的落脚点，也是推动技术迭代升级的
重要途径。近年来，丰富多样的应用形态已深入社会
生产、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工信部数据显示，目前
全国5G应用创新的案例已超过1万个，覆盖数十个国
民经济重要行业。

《规划》提出，以5G等信息通信技术和数据要素
为驱动力，聚焦交通、能源、制造、农业及水利、教
育、医疗、文旅、社区、家居、政务等十大场景，打
造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推动数字经济和经
济社会深度融合。工信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表
示，面向信息消费、实体经济、民生服务三大领域，

工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及地方政府重点推进15个行业
的5G应用，打造深度融合新生态。

“十四五”期间，在引领消费升级，培育高品质数
字生活方面，国家支持各类企业运用 5G、人工智能、
虚拟现实、增强现实、3D打印等新技术构建形式多样
的线上消费场景，探索人机互动新模式，大力拓展便
捷化线上服务应用。安邦智库研究员李兰涛说，从发
展趋势看，5G将在国民经济重点行业持续融合创新，
让中国相关产业更具国际化竞争优势。

注重用户体验

中国信息通信行业发挥支撑引领作用，使得数字
经济质量日益提升，创新动能更加强劲。今年3月，国
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实施方
案》，指出鼓励和培育新零售、数字文化和旅游等消费
新模式新业态，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对保障

居民日常生活需要、全面促进消费、培育完整内需体
系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比起追求增长速度，更应注重发展质量和用户体
验。新型消费、数字生活给人们带来诸多便利的同
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违规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
息、不合理索取用户权限、“大数据杀熟”……网络安
全风险不可忽视。

《规划》中很多措施将为公众更好享受数字生活提
供进一步保障。例如，建设国家级网络安全公共服务
体系，建立健全数据分级分类、重要数据保护等数据
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完善大数据平台和算法安全规
则，推动出台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安全规范，建设电信
大数据共享平台和信息通信行业网络可信服务平台，
建设完善信息通信行业反诈技术手段，深化电信网络
诈骗、跨境赌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网络黑灰产等
网络环境综合治理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胡
坚波说，《规划》将创新发展网络安全产业作为重要任
务之一，将为营造安全可信的网络生活提供扎实支撑。

第二十届中国（苏州）电子信息博览会近
日在江苏苏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博览会以

“数字制造 智享未来”为主题，设置电子智能
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电动汽车供应
链、智慧安防等展区，参展企业达 300 多家，
展示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图
为博览会上的智能传菜机器人。

张 锋摄 （人民图片）

智能传菜机器人

推进信息通信行业高质量发展

高速网络让数字生活更美好
本报记者 彭训文

每万人拥有5G基站数26个，5G用户普及率达56%，千兆宽带用户数6000万

户，用户权益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工信部近日发布《“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

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设置了“十四五”时期信息通信行业发展的20个主要

指标。《规划》从构筑全民畅享的数字生活着眼，有利于加快建设网络强国和数字

中国、推进信息通信行业高质量发展。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财
政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
发布《智能制造试点示范行动
实施方案》 提出，到 2025 年，
建设一批技术水平高、示范作
用显著的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培育若干智能制造先行区，凝
练总结一批具有较高技术水平
和推广应用价值的智能制造优
秀场景，带动突破一批关键技
术、装备、软件、标准和解决
方案，推动智能制造标准的试
点应用，探索形成具有行业区
域特色的智能转型升级路径，
开展大范围推广应用。在数字
化技术浪潮的助推下，越来越
多的中国制造企业对数字化转
型需求迫切。

快速迭代的 5G、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激
活了中国数字化“智”造的新动
能。工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 8 月底，中国具有一
定行业和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
联网平台超过 100 家，连接工
业 设 备 总 数 达 7600 万 台
（套），全国在建“5G+工业互
联网”项目超过 1800 个。自
201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增加
值已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

北京亦庄的小米智能工
厂，能实现全程自动化生产；
美的集团通过一套公有云系
统，极大提高工厂和供应商之
间的协同效率；阿里巴巴支持
基于消费者需求的“端到端”
按需生产，助力小企业在服装
等市场获取竞争力……中国制
造业的一次次智能化应用既引
领创新，也惊艳世界。

随着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与
日俱增、品牌竞争日益激烈、
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加上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
临重塑，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在此背景
下，中国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已经不是“抢答题”，
而是关乎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的“必答
题”。中国制造加快数字化赋能不仅为提质增效创
造了条件，提高了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和生产效率；
也有利于企业提升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水平，为
提高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打好基础，加快推动制造强
国建设。

一直以来，中国为制造业的数字化发展提前铺
路、扫清障碍。一方面，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为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铺设好“网络基
础”；另一方面，从全局出发为制造业数字化发展
谋篇布局，在做大规模、做深应用和规范管理上推
进数字制造业的体系化升级。

中国制造的未来是智能制造，面对数字化浪
潮，中国制造商积极拥抱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折射
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广阔前景。未来我们将看到更
多中国企业带动整个中国制造业加速转型，也带动
中国迈向制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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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秀作品

如今越来越多的艺术家通过互联网展
示艺术作品，并与观展网友积极互动交
流。“在网上，艺术家可以随时跨地域展
示作品、分享观点，开展网络研讨、网络
访谈等颇具现场感的形式，让艺术在网络
空间产生更广泛影响。”画家毛庐说。

作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毛庐曾被
文化部列为“影响中国当代100位山水画
大家”，擅长以中国山水画作品展示祖国
壮丽山河。目前，毛庐已在其官方网站上
线展示 50 余幅作品，其代表作 《桦林秋
语》《华山雄风》《南湖春光》等可一键分
享到微博和微信平台，让更多观众领略美
丽中国的画卷。

随着数字化资源的整合开放，云展

览、云直播服务大幅增加，艺术品与公众
“对话”的内容形式更加丰富多样、生动
有趣。今年举办的“书百年辉煌，传红色
基因——毛庐携手青少年专题书画展”首
次采用直播对外推介，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关注，开幕式当天线下线上热闹非凡。看
到直播平台的互动留言，毛庐说：“我73
岁了，也在与时俱进学上网，我很喜欢在
网上和同行谈谈艺术，也经常发作品到网
上，互联网让大家没有距离。”

直播办展览

线上展览走红足可见公众对于文化消
费的需求，艺术品的线上传播已构成文化
传承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美术馆纷
纷利用已有数字资源，推出精彩丰富的网
上展览，丰富公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国

美术馆联合百度日前推出“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美术作品”线上全景展
厅，通过虚拟现实、智能导览等技术，参
观者不但可以多角度观赏作品，还能感受
真实展厅的环境，通过“放大”操作欣赏
每一个细节。

四川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王炎
龙说，虚拟展览进一步打破时空限制，让
看展更加便捷。“云展览”构建线上线下
相融合的传播体系，VR 沉浸式体验等手
段帮助观众更亲密地接触展品、更近距离
观察作品，使观众体验不断升级。

不少艺术场馆通过与短视频平台合
作，把馆藏美术资源开发成公众喜闻乐见
的数字文化产品。例如，中国美术馆、木
木美术馆等8家艺术机构与抖音日前联合
发起主题活动，将涉及敦煌、达芬奇、拉
斐尔、埃利希等主题的展品加入特效，以
短视频的方式直播展出。

科技助创新

为助力发展在线艺术展览，一系列针
对性举措频频落地。2020年11月，文旅部
发布《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提出丰富云展览业态，支持文
化文物单位与融媒体平台、数字文化企业
合作，运用 5G、VR/AR、人工智能、多
媒体等数字技术开发馆藏资源，发展“互
联网+展陈”新模式。

今年4月，文旅部发布《“十四五”文化
和旅游发展规划》提出，推动美术馆数字
化建设，大力发展云展览。今年5月，中
宣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等九
部门发布《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
导意见》 提出，支持联合办展、网上展
示，提高藏品展示利用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美学教研室教授
余开亮表示：“科技给展览方式、教育推
广活动、公众体验等带来巨大改变。科技
让艺术展馆与公众无缝对接，为其公共服
务功能的提升带来了巨大机遇。”一个优
秀的线上展览，离不开强大的技术支持。
未来，艺术界要不断探索创新、深化跨界
合作，针对多层次多元化需求，完善云展
览、云直播平台，让中国文化艺术在线上
绽放更多光彩。

视觉盛宴说看就看

艺术品“云端”释放活力
海外网 李雪钦

“足不出户就可以近距离欣赏精美艺术品，比亲眼所见还

清晰”“通过屏幕感受到了画面的生动”“还能和网友交流观展

体会”……借助互联网传播，一个个美术展览“走进千家万

户”，“云展览”引来网友纷纷称赞叫好。不少艺术家在作品展

陈形式、推广方式等方面迭代更新，让艺术盛宴在互联网上展

现。据国家文物局统计，2020年全国共推出超过2000项线上

展览，总浏览量超过50亿人次，“云展览”呈现了人们喜欢的

艺术作品。

毛庐网络主页展示的作品《南湖春光》。 图片来自网络

在江西省丰城市泉港镇西岸村，村民借助互联网直播销售传统手工挂面。 占佩璐摄（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