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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货振兴与“国潮”汹涌带来的巨大

需求之下，国妆品牌正迎来转型升级的重大

发展机遇。中国美妆以其特有的鲜活生命

力，彰显了“国潮”姿态和品牌自信。

中国美妆人见人爱

产业经济编辑部

主任：斯 兰

本版编辑：于 馨

新闻热线：（010）56805103
监督电话：（010）56805167
电邮：zgggb56805139@163.com

2021.05.20
星期四

6版

时 评

□ 刘 峣

从2012年首次提出概念，到连

续4年写入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

告，中国工业互联网建设近年来成

果斐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

景目标纲要中，工业互联网被列为

数字经济重点产业，发展态势和前

景看好。

在国家政策和各方共同努力

下，中国工业互联网正由理念倡

导加速走向落地深耕，成为国民经

济中增长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日益

彰显。

赋能效应显现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

深度融合的产物，工业互联网是新

工业革命的关键支撑和深化“互联

网+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石。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

月底，中国工业互联网平台连接工

业设备总数达到7300万台，工业

App突破59万个。

如何评价工业互联网的建设成

绩？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院长张立说，中国工业互联网平台

资源汇聚能力较高，数据驱动生产

方式初步形成，企业数字化转型整

体水平较好，尤其是在设备上云、研

发工具供给及使用、工业模型沉淀

等方面表现突出。

在基础设施加速推进的同时，

工业互联网的融合应用也在走向实

践，产业经济发展增长迅速。据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据，预计

2020年中国工业互联网产业增加

值规模达到3.78万亿元。

“中国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赋能

效应正在显现，驱动数字经济、规模

经济向范围经济转变。”工信部信息

技术发展司司长谢少锋说，工业互

联网平台化的设计极大地降低了开

发设计的门槛和成本，个性化定制

助力服装、家具、家电等行业实现逆

势增长，网络化协同加速了汽车、航

空、电子等行业的转型升级，服务化

延伸助力工程机械、船舶等行业实

现了价值跃升。

政策体系完善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各类型工

业互联网平台数量总计已有上百

家，具有一定区域、行业影响力的

平台数量也超过了50家。这其中，

既有腾讯、阿里等互联网企业打造

的底层技术平台；也有航天云网、

海尔等传统工业技术解决方案企

业面向转型发展需求构建的平台；

有徐工、TCL等大型制造企业孵化

独立运营公司运营的平台；还有各

类创新企业依托自身特色打造的

平台。

专家表示，随着更具针对性政

策举措的落地，工业互联网将加速

向传统产业渗透，与实体经济的融

合持续深化。

如今，“十四五”工业互联网的

建设蓝图正徐徐展开。工信部日

前印发《“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

划》（征求意见稿）提出，到 2025

年，建成120个以上具有行业和区

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国

家发改委表示，今年将出台“十四

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拓展

5G应用，加快工业互联网、数据中

心的建设。

谢少锋表示，我国将完善工业

互联网平台发展政策，制定出台两

化（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十

四五”规划，持续完善工业互联网平

台的标准体系；培育跨行业跨领域

的综合性平台，发展面向重点行业

和区域的特色性平台，支持建设专

业型的平台，打造系统化、多层次的

平台体系。

让企业会用善用

随着工业互联网平台数量的增

长和竞争的加剧，对平台的运营能

力提出了更高挑战。业内人士指

出，目前工业互联网平台的融合应

用有待拓展，企业“不会用、不善用”

的问题依然存在。

工信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

王建伟表示，由于我国工业互联网

还处于早期的发展阶段，目前尚未

探索出可行的市场化商业模式、尚

未形成有经济效益的良性成长模

式，系统化和场景化的规模应用还

没有形成，仍有不少企业对“上云”

存在顾虑。

让工业互联网惠及更多企业、

助力数字经济发展，离不开工业互

联网融合创新发展的政策供给以及

相关企业的投资、建设和推广。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

表示，工业互联网产业链要依托IT

（信息技术）与OT（操作技术）的深

度融合，在规划法规、标准、标识解

析系统、安全监测平台、中小微企

业技术支撑服务、核心技术开发、

关键设备生产和入网管理、人才培

训等方面为推进工业互联网发挥

积极作用。

工 业 互 联 网 应 用 再 提 速

为高质量发展
插上“数字翅膀”

□ 李洪兴

当前，数字化浪潮正在加速到来。我国

数字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建成全球规模

最大的光纤网络和4G网络，2020年底数字经

济 核 心 产 能 增 加 值 占 GDP 比 重 达 到

7.8%……一个活力奔涌的数字中国正在向人

们走来。开启“十四五”，数字化浪潮将向更

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拓展，持续驱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高质

量发展需要以科技创新和数字化变革催生

新的发展动能。利用静脉识别技术付款，只

需举起手掌一扫，就可完成支付、检验等步

骤；融入人工智能、车联网、5G 等技术的智

能车窗，让透明玻璃变成随时传达各种信息

的可触超大显示屏；集核心网、基站及调度

系统为一体的“移动背包”，在应急救灾现场

消除灾区通信的“最后一公里”盲区……数

字化技术作为通用目的技术，渗透到经济社

会的各个方面，为美好生活、社会治理和经

济发展赋能。

数字，让经济转型升级更有力，让高质量

发展更有效。近年来，在数字化浪潮下，各种

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各种新职业新产业

竞相迸发。在脱贫攻坚战中，农产品通过电

商平台销往千家万户，老百姓增收致富，手机

成为“新农具”。这样的发展案例与应用场景

数不胜数，主要得益于数字经济的强力支

撑。《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年）》显

示，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

元，占GDP比重为38.6%；广东等13个省市数

字经济规模超过1万亿元。数字经济的分量

不仅越来越重，而且释放出便民利民惠民的

巨大红利。

建设数字中国，离不开高水平的数字化

服务。当前，全国各地数字政府建设全面提

速，数字化服务全面升级。21 个省（区、市）

和 122 个地市建立开放平台，开放数据集超

过9.8万个；200个便民服务实现“跨省通办”，

在线服务能力持续提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小小健康码助力10亿级人口提升精准

防控能力。日常政务服务，从“最多跑一次”

到24小时“不打烊”“一网通办”，在线平台实

现了部门之间的横向打通、高效协同、信息共

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就是运用大数据提

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实现政府决策科学

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

建设数字中国，离不开更多政策支撑。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

“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建

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未来，实

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双轮驱动”、实

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相互融合，需要进一步推

动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

场机制、构建良好的数字生态。把握大数据

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立足国家大数据战略，

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

和开放共享，就能让数字化建设更好地服务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 李自良 潘德鑫 向定杰

数字经济增速连续多年名列前

茅，政府数据开放、数字治理持续走

在全国前列，全国集聚超大型数据

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近年来，

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

实现从“风生水起”到“落地生根”再

到“集聚乘势”的精彩“三级跳”。“引

擎”生力，满盘皆活，“大数据”为贵

州经济发展、政府治理、对外开放注

入了新活力。

转型升级生动力

在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

区展示中心外墙上，有只“数据之

眼”，“眼睛”一眨便可切换场景，每个

场景都是一次借“数”转型的“蝶变”。

经过数字化扫描、识别后，一个

“身高”近6米的机器人便会将药品

分类、码垛，最后通过有轨穿梭小车

精准入库。这是国药集团同济堂

（贵州）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每天

都出现的场景。

“企业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将源

自精细化和集约化水平。”公司有关

负责人介绍，通过建立中药制剂全

流程智能化生产线，公司生产效率

提高20%以上，运营成本降低20%

以上，产品研制周期缩短30%以上，

产品不良率降低20%以上，能源利

用率提高10%以上，可新增效益10

亿元以上。

近年来，贵州实施“千企改造”

“万企融合”推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带动6043户企业开展融

合，核心应用“上云”企业超过2万

家。借“数”转型、乘“云”升级已成

为不少传统行业企业发展壮大的

“必选项”。

为增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助

推黔货出山，贵阳信息技术研究院

正探索从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上

给予支持。一些猕猴桃、茶叶种植

大县也在运用大数据建立产品溯源

系统，让消费者扫一扫二维码，就能

了解产品的产地、生长周期等信息。

“大数据产业从无到有、从有到

优，成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

增长极。”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局长、贵阳市委副书记马宁宇说，大

数据已成为贵州市场主体增长最快

的领域，涌现诸多新产品、新业态、

新模式。

政府治理长慧眼

“这个部门跑，那个部门跑，没有

两个月换不下来。有时候来回跑了

几趟，还说缺这个缺那个。”贵阳市民

杨贵敏经营服装店20多年，由于经

营地点更换，她多次变更营业执照。

以前每换一次执照都是一次煎熬，

“花钱是小事，最怕耽误经营时间”。

如今，变更营业执照的办理时间

缩短了很多。走进贵阳市人民政府

政务大厅，企业开办综合服务的窗口

围成了一个圆圈，“全程帮办”“自助

开办”“一网通办”等十分醒目。

“现在足不出户也能办下证

照。”贵州望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办

事人员韦一说，从网上提交申报材

料，按提示进行电子签名签章，仅10

多分钟，系统就提示审批通过，最后

经邮政快递，施工许可证很快送到

手中。

据了解，贵州在全国率先实现

所有政府部门信息系统网络通、数

据通，贵州政务服务网实现省市县

乡村五级全覆盖。移动端“云上贵

州多彩宝”实名注册用户超过1400

万，提供高频政务和民生服务1400

多项。

而这背后离不开数据的汇聚共

享。“我们采用归集权、管理权和使

用权‘三权分治’模式，谁归集谁负

责，谁使用谁负责，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政府数据权属问题，明确了数据

共享交换机制。”贵州省信息中心主

任何灏说。

为方便数据使用部门在浩如烟

海的数据库中尽快找到所需数据，贵

州还建设了扶贫、信用等12个主题

数据库。比如扶贫主题数据库汇聚

了15家省直单位、34个数据项、2.03

亿条扶贫数据资源，能够为精准扶贫

和返贫预警监测提供数据支撑。

对外开放显活力

“这几年，因为大数据产业的推

动，贵州的发展变化显著。即使在

北京，也经常看到关于贵州大数据

方面的新闻，没想到家乡发展那么

快。”知乎创始人周源说。

近年来，贵州发挥地质结构稳

定、气候凉爽、能源充足等优势，大

力建设南方数据中心示范基地，吸

引了包括苹果、华为、腾讯、FAST

等公司或机构的项目落地，投运及

在建重点数据中心23个。“过去大

家讲贵州大数据，首先想到的是数

据中心。”马宁宇说，如今贵州大数

据已从数据汇聚中心走向云服务，

从留住数据走向留住资金，而不再

只是一个存储仓库。

地处内陆山区，不沿海、不沿边

的贵阳，近年来因为大数据，知名度

不断提升，成为吸引资金、人才集

聚，承接产业发展的热土。5月11

日，贵州“强省会”行动推介暨“苏商

入黔”集中签约活动举行，现场达成

合作项目超70个，投资意向金额超

880亿元。

谈起此次大规模集中签约活

动，江苏永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邵珠峰等表示，除了成本角度考

量，更为看重的是当地在大数据产

业上的发展基础。

“其实全国各地都出台了优惠

政策，但是吸引我们来到贵州的是

当地开放的心态，求真务实的态

度。”永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许勇强说，贵阳市和贵安新区提出

要把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打造成千亿

级产业聚集群，这将产生产业生态

效应，吸引各类企业加入。

“ 数 字 ” 赋 能 贵 州

5G赋能
产业数字化转型

我国已建成5G基站80多万

个，5G正快速融入千行百业，带

来了产业效率的提升。图为基于

5G网络传输条件下的自动驾驶

巴士在郑州市中道东路上行驶。

新华社记者 李嘉南 摄

由理念倡导加速走向落地深耕，成为国民经济中增长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

2020年产业增加值规模达到3.78万亿元

通过“千企改造”“万企融合”，全省有6043户企业开展大数据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核心应用“上云”企业超过2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