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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技术起
步 并 不 算 早 。 24 年
前，中国通过一条64K
的国际专线，全功能接
入国际互联网，这成为
了中国互联网时代的起
始点。此时，互联网已
经开始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寻常百姓
家”普及了。显然，中国是互联网世
界的后来者。

中国早期互联网产业的底子并不
算厚。起步较晚所带来的互联网产业
基础薄弱的问题显而易见。上世纪 90
年代，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
互联网经济的发展黄金期，微软、雅
虎、亚马逊等互联网巨头发展势头
正酣。而此时的中国，尚未有一家世
界级规模的互联网企业，整个互联网
产业尚处于萌芽阶段。

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初始条件并不
算好。1997 年，中国网民数量才 62 万
人，即使连年呈翻倍式迅猛增长，到
2000 年，中国网民数量也不过 1690 万
人。在互联网市场、互联网教育、互
联网基础设施等基础条件十分匮乏的
情况下，中国互联网发展基本可以算
是“白手起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短短二十
几年，中国已经成长为名副其实的数
字大国。从活力无限的网上购物到蓬
勃发展的云计算技术；从随处可见的
移动支付到“一扫即达”的共享出行
……中国数字领域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就连英国 《金融时报》 网站也刊
文指出，中国数字产业的规模和变化
速度令人头晕目眩，这促进了可能是
世界上最生机勃勃的移动生态系统的
发展。数字也印证了这一判断：2017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27.2 万亿元人
民币，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
重达到 32.9%，规模已位居全球第二。
这显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数字经济
发展的中坚力量。

中国何以成为数字大国？
鼓励创新为数字中国营造了良好

氛围。从数字经济被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到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
创新型国家，为建设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
会提供有力支撑，数字经济在顶层设计层面受到的重视逐级递
增。而国务院先后颁发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和 《关于
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工
信部发布《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则在数字经济重点领域谋篇
布局。这一切都表明，创新中国建设为数字中国建设创造了良
好的氛围。

深化改革为数字中国提供了发展动力。如今，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正在中国扎实有效地展开。随着中国产能过剩问题逐渐
凸显，传统行业营收、利润不断下降，如何从高速发展转向高
质量发展成为紧迫的课题。而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
智能等领域相继崛起，“数字经济”为各经济领域转型升级提供
新路径，驱使传统从业者纷纷加快数字化转型。数字化也成为
中国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

以人为本为数字中国提供了方向指引。经过这几年的跨越
式发展，“数字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而是渗透在
社会发展的每一个环节中，尤其是在社会治理层面。数据显
示，截至去年12月，政府微信公众号、微博、手机端应用等信
息平台的用户规模已达 2.39 亿，占总体网民数量的 32.7%。同
时，中国积极实施网络扶贫行动计划，目前，全国已有超过3万
个贫困村实现了宽带覆盖和升级改造。这些数字表明，在“以
人为本”的指引下，数字经济大大加速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7》 显示，中国网民规模达 7.51
亿，居全球第一。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数字技术
应用市场。在当前全球信息化背景下，网络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建设网络强国也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必由之路。而对于已经成为数字大国的中国来说，如何借助以
往成功经验，加快发展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新一代互联
网等新技术，将自己打造成为网络强国，将是一个必须回答的
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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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云”风生水起
本报记者 王 萌

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集中爆发，让各行各业
都积极“上云”寻求数字化变革。“中国云”在空中越聚越多，构成中国的新景观。许
多人把“用云量”称作反映数字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日前，腾讯发布了《用云量与
数字经济发展报告 （2018）》。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用云量”增速再上台
阶，较去年同比增长138.6%。

如今，在中国，政府依托政务云为人民提供便捷服务，企业利用行业云积极谋求数
字化转型，中国数字经济正乘“云”而上，蓬勃发展。

◀ 5 月 16 日，第三届亚太云
端科技博览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
心开幕，超过 200家参展商展示最
新云端运算科技。图为参展者在
阿里云展台体验云端运算科技。

王 申摄 （新华社发）

▼ 5 月 26 日，贵州省块数据
指挥调度中心亮相2018数博会。该
中心全面覆盖、集中管理，让政务
数据看得见、摸得着、调得动。

图为参观者在展厅观看调度
平台的运行模式。

本报记者 程 焕摄

▲ 2017年9月8日，参观者在江苏南京举行的软件产品和信息服务交易
博览会上观摩大数据信息应用展示。

苏 阳摄 （新华社发）

▲ 2017年9月8日，参观者在江苏南京举行的软件产品和信息服务交易
博览会上观摩大数据信息应用展示。

苏 阳摄 （新华社发）

▲ 5 月 22 日，参观者在贵州贵安新区花溪大学城数字经
济展示中心内参观。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云平台

接通一根网线，云
上什么都有

云是什么？
业界有一个形象的类比：早年

间，工厂主要通过水车和风车获得
动力，后来电网出现，工厂可以
直接接入电网获得动力。工厂只
需为所用的电量付费，从而避免
了因建造风车、水车等动力基础
设施而产生的巨大花费。而在数
字经济时代，云平台是如同电网一
样的存在，可以一站式提供所有主
机服务。

也正因如此，腾讯董事会主席
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把“用云量”
比作工业时代的“用电量”，以此判
断数字经济的发展状况。在他看
来，云平台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的
天然载体，也是经济社会进行数字
化升级的基础设施和核心的工具。

“云平台就像是一朵云，接通一
根网线，云上什么都有。”律晖智能
科技 （上海） 有限公司董事长、智
能制造产业联盟秘书长曾玉波对记
者描述说，云平台一方面可以提供
存储空间，软件系统、数据存储都
可以通过云服务供应商获得；另一
方面可以提供计算能力，完成大量
的计算，为用户提供协作工具和商
业智能解决方案。

云平台发展前景和其在产业生
态中的地位，吸引着企业争相布
局。从 2016 年起，京东、百度、网
易等互联网企业纷纷依托自身优
势，发布云计算战略和产品，正式

入局云平台。随着各类云平
台的搭建，各行各业的用云
方式也出现了新的特点。

互联网行业是云的诞生
之地，更是目前云消费的绝
对主力。数据显示，2017年
中国互联网行业“用云量”占全国
总 量 的 79.1%， 同 时 保 持 高 增 长 ，
2017 年 年 化 增 速 达 到 162.0% 。 此
外，包括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在内的
传 统 产 业 “ 用 云 量 ” 增 长 显 著 ，
2017 年年化增速达到 278.6%。这也
侧面反映了“互联网+”正快速发
展，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正
在与传统经济加速融合，“数字中
国”正在加速建设之中。

政务云

让数据多跑腿，群
众少跑路

通过一块大屏幕，就可以清晰
地显示出城市在环境、交通、民
生、经济等方面的数据指标以及整
个城市的效果图示。在许多城市，
这样的新型智慧城市平台正在搭
建。它通过整合数据，打通数据垄
断，打造城市智囊，为政府决策提
供数据服务。

“政府各部门的数据相互独立，
都是‘孤岛’。通过搭建政务云平台
这一开放的信息环境，基于政府的
数据做出可视化的系统界面，可以
在民生服务、公共安全、城市环
境、交通管理等领域为政府决策提
供建议。”中电科新型智慧城市研究
院品牌经理罗巍对记者表示。

全球权威咨询机构 IDC 发布的

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有超过 65%的
省市已经建有政务云平台。云计
算已成为构建数字政府的关键基
础设施。数据显示，2017 年政务服
务“用云量”增长超过 10 倍。充足
的云资源，能将散落各方的数据整
合起来。让公共服务快速实现数
字 化 、 远 程 化 ， 让 数 据 多 跑 腿 、
群众少跑路，正在全国各地加速
实现。

随着 近 年 来 云 平 台 设 施 的 搭
建，各地政务云平台的建设进展
已 从 基 础 设 施 云 化 向 应 用 迁 移 ，
政务云应用向更广、更深、更高
方向发展。

解答农民问题，发布全国各地
农情图文信息，农业农村部主办的
全国农业科教云平台，推动农业专
家、农技推广人员和广大农民互联
互通，加速发展农业信息化；精确
到分钟的预约服务、扫码缴纳医疗
费用、医院之间实现远程医疗和检
查结果互认，重庆正在建设 40 家

“智慧医院”，提升医疗服务效率；
通过微信就能快速找到附近的公
厕，旅游景区、商场、餐饮店面、
政府单位都可将自己的厕所共享使
用，甘肃省兰州市搭建的“公厕云
平台”，将兰州1000多座公厕纳入云
平台管理，人们通过微信就能快速
找到附近的公厕……

“各地政府的基础设施越来越紧
密地与云计算相结合，政府部门、
金融机构、制造企业等开始使用各
类‘云’基础设施和资源。云计算
带来了服务成本的降低、工作效率
的提升，也为各行业的业务创新提
供了新动能。”中国信息产业商会会
长聂玉春说。

当然，政务云平台的搭建仍存
在一些问题。“数据共享往往以点
对点服务接口交换数据、数据批
量‘搬家’或门户网站公布数据
等形式为主，数字资源管理与交
换服务平台在数据共享方面仍有
进一步完善空间。”国家信息技术
安全研究中心原总工程师李京春
认为，政务数据的共享应用应从
数据积累阶段向分析挖掘阶段过
渡，通过挖掘来完成数据的二次
共享利用。

行业云

提供技术支撑，优
化企业管理

每台车总装只需 57 秒，13 条生
产线，一分钟可以生产数十台车。
在广汽集团，从设计图纸到模具加
工，从模型设计到仿真实验，云计
算无处不在，大大提高了研发效
率，降低了研发风险。

“靠的就是智能制造”。广汽集
团董事长曾庆洪表示，利用腾讯云
平台，广汽从研发、制造到服务，
整个流程都已实现数字化。

除了应用云服务供应商积极布
局，许多制造业企业也在开始积极
搭建行业云平台，针对行业特点，
提供技术支撑，进行管理优化。

比如，三一重工推出“根云”平
台，打通企业设备与设备之间的通信
协议，连接全球40万台设备超过5000
多种传感器数据，接入工程机械、风
电、光伏等不同类型的设备，实现从
设计、制造到提供租赁和维护，再到
大数据分析等服务；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推出航天云网，优化调动分散在全
国各个角落的资源配置与业务流程。
云端已注册企业近165万户，发布协
作与采购需求超过13万条，近80万台
设备接入云平台，提供各类工业服务
和解决方案。

利用基于云平台之上的大数据、
工业互联网，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
本、更高效地挖掘数据的价值，而这
一点为中小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机遇。

“一些软件应用系统非常昂贵，比
如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公司采购整
套系统可能需要上千万元，中小企业往
往难以承担，而通过云端服务，企业购
买一个账号就可以以较高的性价比享受
到相关服务。”曾玉波认为，这是一种
商业模式的改变。

如今，越来越多地方提出“企业
上云”行动计划。如何让更多企业搭乘
云快车，曾玉波认为，对企业而言，
要勇于尝试新的工具，同时要为企业
提供技术和知识的学习平台，提高企
业家的云意识，从而形成行业共识，
驱动更多企业参与到云端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