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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发展数字经济



内容

三、数字经济成为发展新焦点

二、我国部署“互联网+”行动

一、全球兴起新一轮数字化浪潮

2



新一轮数字化浪潮正在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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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信息高速公路 新世纪之交 互联网泡沫

2015年 OECD数字经济 ITU-迎接数字经济时代 2016世界发展报告



互联网成为驱动数字化浪潮的
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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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企业快速崛起：Facebook、Twitter 、腾讯、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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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融合成为数字化浪潮的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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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牧副渔

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

融合时间

融合程度

公共服务

引发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

制造业

能源

交通 医疗

公益 教育

政务

媒体 零售

娱乐 餐饮

旅游 中介

文化 物流

房地产

个人消费与服务

——渗透路径：逆向渗透。生活服务、生产服务、生产制造

——融合发展：互联网融合发展较好的领域往往是信息不透明、中间成

本高的传统行业



引发2010年代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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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1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与先进制
造、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创新发展相叠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引起全球学界、政界、产业界各方广泛关注。

“第三次工业
革命”的核心
技术是制造业
数字化

美国经济学家里夫
金：互联网技术与可
再生能源的结合，将
使全球迎来“第三次
工业革命”

美国《连线》杂志主编
安德森：将互联网和制
造业结合，实现“创客
运动”，将掀起新一轮
工业革命

西门子股份公司工业业务领
域总裁鲁思沃：将信息物理
融合系统应用到制造业中，
正在引发第四次工业革命

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

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交叉融合

正在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这将给人类社会发展

带来新的机遇。

We want the next revolution of 

manufacturing to be made in 

America.

我们希望新一轮制造业革命
率先发生在美国。

通用电气CEO伊梅尔特：

工业+互联网=未来

1%的效率提升=巨大上升空间



主要国家加紧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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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先进制造
业国家战略
工业互联网

英国数字
经济战略

新工业法国

德国工业4.0
数字战略2025

韩国未来增长
动力计划

互联网+
中国制造2025

欧洲数字化工业/
数字化产业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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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具备坚实的互联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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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互联网用户规模
固定与移动网络规模全球最大

 固定通信、移动通信全球网络规模最

大，两年内建成了世界最大的4G网

络（4G基站总数达263万），覆盖全

国城市和主要乡镇。

 互联网骨干网架构显著优化，应用基

础设施能力大幅增强。

 互联网网民数达到7.3亿，手机

上网人群占比达95.1%。

 光纤用户达2.3亿，渗透率超七

成，全球排名第一；4G用户达

到7.7亿，占全球的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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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具备坚实的互联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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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终端向中高端迈进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互联网企业

注：截至2016年底（亿美元）

 收入： 2016年，上市企业营收超过1万

亿元，增速达41%。

 市值：上市企业市值达5.23万亿元。

 国际竞争力：TOP10，美国7家，中国3

家；TOP30，美国16家，中国10家。

智能手机企业迅速崛起

 截至2016年底，国内智能手机出货量同

比增长14.0%，占出货量的93.2%。

 国产智能手机迈向中高端：华为、

OPPO、步步高进入全球智能手机出货

量前5；中国企业占据内需市场Top5中

的4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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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企业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



借力“互联网+”振兴实体经
济成为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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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
于积极推进
“互联网

+”行动的
指导意见》

2014年
三季度

国家发改委
开展经济形势分析

2014年
12月

中央经济工作会采纳

2015年
3月5日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行动计划

2015年
6月24日

国务院常务会审议

2015年
7月1日

正式印发
指导意见

“互联网+”
——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
各领域深度融合。
——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组织
变革，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
力。
——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
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
态。

——新定位：由工具转为基础设
施；
——新理念：开放共享理念和跨界
创新思维；
——新方式：连接是基础，数据是
核心，应用是关键、生态是方向、
产业是基石；
—新动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
革，技术、生产、组织、商业、管
理颠覆重塑。



部署“互联网+”益民服务专
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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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共服务资源仍存在配置不均、方式单一、准入壁垒等问题

政务 生活 医疗 健康 教育

互联网对“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效率、改善服务质量”等具有重
要作用，《指导意见》提出重点任务包括：

 加快互联网与政府公共服务体系深度融合
 探索公众参与互联网社会管理服务新模式
 深入推进网上信访提高工作质量、效率和公信力
 鼓励政企合作建立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加强对互联网+行动宣传提高公众参与度



中央部门引导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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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 工信部 商务部 税务总局

各部委各司其职，分领域对“互联网

+”推进工作进行具体部署

近20个部委结合领域特点和主要短

板，出台“互联网+”行动实施方案

智慧能源 绿色生态 互联网+流通 互联网+税务

协同制造 人工智能 现代农业

重点领域

发布日期 文件名称 

2015.5.13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的通知” 

2015.7.7 关于智慧物流配送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2015.9.28 关于印发《“互联网+税务”行动计划》的通知 

2016.2.24 关于推进“互联网+”智慧能源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6.4.8 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组织申报 2016 年“互联网+”重

大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通知 

2015.7.18 人民银行等十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监控发展

的指导意见》 

2015.11.25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

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的行动计划（2015-2018 年） 

2016.1.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互联网+”绿色生态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2016.4.15 “互联网+”现代农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6.5.18 “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16.9.29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指导意见 

2016.11.24 关于进一步推进“互联网＋公安政务服务”工作实施意见 

 



各地政府积极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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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多个省区市出台了“互联网+”政策文件，形成了与中央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

• 各地经济水平、资源禀赋、产业特色、网络基础等均不同，结合当地实际提出重点领域

新增重点领域 突出本地特色

北京 湖北 云南旅游
文化

贵州
甘肃

河南
“互联网
+”扶贫

内蒙古 “互联网+”畜牧业

云南

湖北

现代农业方面
突出云南特色

信息进村入
户、智慧农业
示范应用

以国家“指导意见”为
主，同时凸显本地特色



新兴业态快速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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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我国网络零售额达5.2万亿元，同比增长26%；总体规模超过美国

的两倍，领先优势持续扩大。2017年，网络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比重预计可达到13% 

电子商务的全球领先优势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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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业态快速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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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移动出行领域创业和融资呈现异常活

跃态势。ofo、摩拜、小蓝车、优拜单车相继

获得融资，吸引20多家投资方入局，成为新的

平台级风口。

秀场直播 游戏直播
移动直
播：娱乐
体育

泛在化：
购物教育

VR
直播

2005 2014 2015
网红 2016 ……

2016年我国在线直播平台数量接近500家，网络直播平台用户数量已经超3亿，大型直

播平台每日高峰时段同时在线人数接近400万，直播正成为互联网行业的最新现象级存

在。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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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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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总额（百万美元）



传统动能加快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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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集聚生产要素。互联网打破时空界限，为资

金、人才、信息等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了新途径

和新平台。

•有效降低产业门槛。工业云为制造业提供了资源

集聚与对接平台，中小微企业能够获得大量低成本、

高质量的生产资源和服务。

•生产效益显著提高。很多制造、服装企业通过研

发、制造、管理等环节的网络化智能化升级，缩短研

发周期，提高生产效率和能耗，经济效益大幅提升

互联网推动供需有效对接，优化资源配置，共享

经济、众包等新模式深刻改变传统业务形态。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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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数字经济成为数字化浪
潮下的新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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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 “四大行动”

新工业革命 数字经济 结构性改革创新

（一） （二） （三） （四）

《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六大关键领域”

宽带接入

（一）

ICT投资

（二）

数字转型

（三）

电子商务

（四）

包容性

（五）

中小微企
业

（六）

从社会发展史看，人类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正在经历信息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要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体学习上的重要讲话

推动“互联网+”深入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

——李克强总理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



数字经济的涵义及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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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部分
（信息技术对其他产业贡献）

基础部分
（信息产业增加值）

数字经济构成

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

为重要载体、以信息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

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增长，与发
达国家比仍有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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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数字经济占

GDP比重不断提升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数字经济占

GDP的比重依然存在很大发展空间

2015年我国数字经济占比低于美国17

个百分点，低于日本5个百分点，低于

英国3个百分点

2015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18.6万亿元，

占GDP比重从 2002年 10.3%提升至

27.5%，增长17.2个百分点。

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数字经济总体规模
（亿元人民币，当年价） 数字经济规模（亿美元，当年价） 数字经济占GDP比重



融合部分是我国数字经济增长
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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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是稳增长的重要动力。

• 融合应用潜力巨大，是经济增长的新空间。

数字经济增

速是GDP的

2.2倍

对GDP增长贡

献高达

59.5%

2015年

基础部分的规模为4.8万亿元，占GDP的7.1%；融合应用部分规模为 13.8万亿元，同比增
长20.7 %，占GDP的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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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数字经济梯队分布特征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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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省数字经济可以分为三个梯队：

——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内陆地

区和西部边远地区

数字经济发展与地区经济水平呈现强相关关系



数字经济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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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资源

新兴

阶段

全面

升级

数据成为发展数字

经济的战略性资源

数字经济新领域进

入大规模拓展阶段

围绕数字经济的

全球战略布局全

面升级

模式

变革

“信息技术-经济范式”

引发经济发展模式变革

预计到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将增长至32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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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端专业智库 行业创新发展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