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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大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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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9年国家首次提出研究，到2010年

被国务院确立为“国家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之一，短短几年，新一代信息技术就从中央政

府开启的产业新方向，成为各个地方政府和

产业谋求新一轮发展升级的重要支柱。特别

是最近一年多来，从广东、上海到四川、山西，

以及京津冀等地均掀起一股“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发展热潮。

而这股热潮背后的动力，除来自地方政

府谋求推动当地经济产业转型的力量驱动之

外，更受益于《中国制造 2025》规划、“互联

网+”等一系列政策红利推动，在此背景下，相

关企业也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

10万亿产业新蛋糕诱惑

随着《中国制造2025 重点领域技术路线

图（2015版）》（以下简称“路线图”）中“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内容的率先制定完成，一个有

望在未来10年谋求从5万亿元到10万亿元翻

倍增长的新产业，正在激发中央及地方政府，

和相关企业的活力和热情。

按照国务院的规划，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将推动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核

心设备和智能终端的研发及产业化，着力发

展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高端软件、高端服务

器等核心基础产业，全面提升软件服务、网络

增值服务等信息服务能力，加快重要基础设

施智能化改造。

在上述路线图中，将集成电路及专用设

备、信息通信设备、操作系统与工业软件、智

能制造核心信息设备明确为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四大方向，这也首次明确指出这一产业

未来5—10年的主要发展方向和转型目标。

对此，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电

商研究所所长王喜文指出，“新一代信息技术

是《中国制造 2025》十大重点领域的第一个。

毫无疑问，新一代信息技术将在未来的工业

化、信息化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

根据《2015—2020 年中国新一代信息技

术行业发展研究分析与市场前景预测报告》，

“十二五”期间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市场

规模年均增长超过 20%，到 2015 年末有望突

破5万亿元。如果能如期实现市场规模翻番，

到2025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市场规模将有

望突破10万亿元大关。

这背后还是国家希望通过“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的打造，构建GDP增长新动力。来

自国外权威机构的测算显示，目前发达国家

由信息技术产业拉动的GDP增长，占比已经

达到20%—30%，到2025年，这一比例将超过

50%。从工信部此前公布的统计数据看，2015

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销售产值同比增长

8.7%，其中内销值同比增长 17.3%，远高出工

业平均水平，但GDP占比还偏低。

这主要是因为，当前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在全球市场上，还处在“大而不强”的发展

积累初期。比如，在集成电路领域，目前高端芯

片绝大部分依赖进口，每年的进口额高达2000

亿美元，比石油进口总额还要高。在操作系统

领域，目前我国还比较薄弱，微软和谷歌占据了

全球80%以上的市场，垄断趋势日益明显。

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鼓励发展政策

的密集出台，在集成电器领域，紫光、海思等

一批芯片企业的快速崛起，让中国看到突破

集成电路核心技术的可能性。同时，在信息

通信领域，以4G和5G及光纤通信为代表的新

一代宽带通信技术日渐成熟，形成并拥有以

华为、中兴、中国移动为代表的世界级企业，

为我国今后在信息通信技术从跟随、领先到

超越提供可能。

对此，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常务副

会长曲维枝指出，“经过30年积累和发展，我

国电子信息行业已具备一定的基础实力，但

总体还处在较低端水平。必须坚持创新驱

动，大力推动新产品、新技术、新领域发展，在

核心技术、关键基础零部件和装备、关键软件

等方面有所突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

产业从低端向高端转型的重要风口。”

预计到2025 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市

场规模将有望突破10万亿元大关。并将推动

我国集成电路、信息通信、操作系统与工业软

件，以及智能制造四大核心细分行业的由大

向强的整体跨越。这也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电

子信息技术产业的重要转变。

智慧城市带来的
巨大发展空间

可以看到，当前各地政府推动的智慧城

市建设，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市场化、产

业化发展和强大，提供了广阔市场商机和发

展空间。这也是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实现在全

球进一步提升的重要支撑。

此前，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就专门撰

文指出，“新一代信息技术，不只是指信息领

域的一些分支技术如集成电路、计算机、无线

通信等的纵向升级，更主要的是指信息技术

的整体平台和产业的代际变迁。目前美国已

经有城市给无人驾驶汽车颁发上路许可证，

估计 10 年内计算机化的智能汽车将开始流

行。同样，德国提出的工业4.0，其特征也是智

能化。对于中国来说，智慧城市的发展就是

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巨大市场机会”。

过去几年全球市场发展的经验表明，新

一代信息技术已经成就了一个又一个商业传

奇，那么对于中国经济和产业转型来说，未来

5年甚至10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无疑将带

来更大的增长规模和潜力。公开资料显示，

目前我国已经有超过500个城市在进行智慧

城市试点，并均出台了相应规划，计划投资规

模超过万亿元。从实际效果看，智慧城市在

城市交通、医疗、政务管理等领域取得了广泛

成果。

就在去年杭州乌镇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互

联网大会上，由中国电子科技集团、腾讯、百

度、神州数码等20多家企业和高校组成的新

型智慧城市建设企业联盟宣告成立。对此，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总经理樊友山坦言，“要加

速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现代化深度融

合。”

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注重利用现有基础

设施来提升城市的智慧服务，当前中国的智

慧城市建设必须要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

的机遇，通过加快宽带网络建设，实现每个人

都能随时接受“在线”服务。实现物联城市，

城市每个“单元”都能够被传感器、网络连

接。并通过云计算，实现城市状态和数据深

度分析，从而实现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与智

慧城市的联动关系。

来自天津市工信部对外透露的数据显

示：2015 年天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规模已

达到4000亿元，其中在高性能计算机服务器、

存储设备等硬件产品制造能力方面位居全国

前列，天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加快

聚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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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化向园区化跨越

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已经完成产

业链的建设和完善，正在从最初的产业化向

园区化、集群化发展。目前，全国范围内的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园区建设，也迎来了新一

轮发展的东风，机遇与挑战并存。

从成都到贵阳、从深圳到上海、从南宁到

太原。最近一年多来，面对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所聚集的大量企业以及自身所形成的产

业群聚焦效应，各个地方政府都不愿错过这

一轮产业发展机会，并将其作为当地产业园

区转型和升级的重要引爆口。

日前颁布的天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

展规划纲要显示，天津将重点围绕滨海高新

区、开发区、空港、津南、西青、武清和宝坻分

园，发展大数据与云计算、信息安全、互联网

金融、移动互联和电子商务等产业，构建新一

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集群。同时，在素有“油

城”美誉的黑龙江大庆，今年也计划围绕“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开工建设项目13个，包括

国家云计算示范基地项目、华为云计算数据

中心、国裕“创业云+”项目等。此外，在四川

成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围绕绵阳正大力

推进的科技城建设，成都、遂宁将与绵阳重点

开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园区的建设合作。

而在江西南昌，围

绕 新 一 代 信 息 技 术 产

业，已经建设4个专业服务外包示范园，引进7

家世界500强和10家全国软件百强，拥有全球

第一个应用开源技术的公有云计算中心——

中国鄱湖云计算中心。

去年年底，京津冀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

动中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专题对接会在石家庄

举办。现场共发布30项投资规模大、技术水

平高、带动能力强、市场前景好、投资回报率

高的招商项目，为下一步三地产业转移对接

打下基础。

不只是在国内市场，新一代信息技术还

率先“走出去”，推动“海上丝绸之路”示范园

区的建设落地。作为中马两国投资合作旗舰

项目，中马钦州产业园区是中国-东盟自贸区

升级版的探索和实践，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正是这一园区要打造的特色之一。

截至2014年底，全国已有近28个省市提

出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并加快相关

产业园区建设。不

过，大多数地方政府

并没有充分考虑自身

的发展条件和市场环

境，忽视我国不同区

域之间在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发展定位、

结构调整等方面的互

补性和协同性较差等

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相关园区投资建设

的风险性。

有业内人士指出，具体而言，我国区域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存在如下问题：一是

各区域同质化发展与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突

出。以云计算产业为例，2010年以来中国云计

算市场快速发展，投资活跃，但在这些投资热

潮中，有些投巨资建成的所谓“云计算”平台，

实质性应用非常少，并没有提供真正的云计算

应用服务。二是各区域发展功能定位不明

确。比如各地出台的相关发展规划覆盖的产

业较多，但并未从本地区的功能定位出发选择

适宜的产业，效果并不理想。三是区域间缺乏

合作互补的协调发展机制，各区域为争夺同质

的稀缺性资源，相互展开恶性竞争，造成了有

限的资源不能被有效利用。第四是发达地区

的“极化效应”加剧了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

在各地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过程中，

各种生产要素，如资金、人才等难免会加速向

条件好的经济发达地区集聚和流动，进一步拉

大了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显然，在接下来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的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必须要

一手抓转型一手抓落地：要让新兴产业成为

当前各区域转方式调结构的主导力量，还要

通过不断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进一

步拓展产业的市场发展空间。

新一代信息技术分

为六个方面，分别是下

一代通信网络、物联网、

三网融合、新型平板显

示、高性能集成电路和

以云计算为代表的高端

软件。新一代信息技术

发展的热点不是信息领

域各个分支技术的纵向

升级，而是信息技术横

向渗透融合到制造、金

融等其他行业，信息技

术研究的主要方向将从

产品技术转向服务技

术。以信息化和工业化

深度融合为主要目标的

“互联网+”是新一代信

息技术的集中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