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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与全球发展大势

•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历史从此摆脱马尔萨斯发展陷阱，进入科技推动的增长。能否成功应用最新科技文明成

果，是造成近代文明国家的大分流的最重要的原因。

• 人类社会至今经历了农业、工业和信息社会三个时代。信息时代与工业时代一样应持续较长时间。信息时代将

走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几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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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企业取代传统行业占据全球上市公司市值榜首

2005 2010 2023

1 达能集团 CEZ ORD 苹果

2 通用电气 埃克森美孚 微软

3 微软 西门子 沙特阿美

4 力拓 中石油 ALPHABET

5 沃尔玛 俄罗斯天然气 亚马逊

6 汇丰控股 苹果 英伟达

7 强生 劳埃德银行 伯克希尔

8 英特尔 微软 特斯拉

9 葛兰素史克 英国电信 META

10 中石油 工商银行 VISA

全球上市企业市值TOP10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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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四化”框架

•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7年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从生产力角度提出了数字经济“两化”框架。

• 2019年，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提出了数字经济“三化”框架，即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治理。

• 2020年，从要素变革角度又提出“四化”框架，增加了“数据价值化”。

“两化” “三化” “四化”

生产力提升
生产力提升

+
生产关系变革

生产要素创新
+

生产力提升
+

生产关系变革

体现数字技术对经济影响，促

进生产力提升

体现数字技术对经济社会影响

，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

突出关键要素变革引发的经济

社会全面系统变革



5

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

• 2021年5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下简称《数字经济分类》）。

•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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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定义）

第5大类产业数字化部分，是指应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为传统产业带来的产出增加和效

率提升，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其本质就是百行千业的数字化运营。该部分涵盖

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智慧物流、数字金融、数字商贸、数字社会、数字政府

等数字化应用场景，对应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91个大类、431个中类、1256个

小类，体现了数字技术已经并将进一步与国民经济各行业产生深度渗透和广泛融合。

01 数字产品制造业

02 数字产品服务业

03 数字技术应用业

04 数字要素驱动业

05 数字化效率提升业

分
类

前4大类数字产业化部分，即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术、

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

，主要包括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

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对应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的26个大类、68

个中类、126个小类，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

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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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第34次集体学习

02

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

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

03
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

当今时代，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是新一轮

国际竞争重点领域，我们要抓住先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01

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
，帮助市场主体重构组织模式，实现跨界发展，打破时空限制，延伸产业链条
，畅通国内外经济循环

• 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
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2021年10月18日）强调

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 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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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 “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新提法表明：“大”不再是第一目标，“强”和“优”更加重要，体现了对数字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

避免不平衡、不充分现象，

把握好发展与规范

做优做强 做大

技术含量提高 规模扩大

加强核心技术、原发创新 “大”不再是第一目标

发展方向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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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政策逐步深化

8

推进信息通信技术

快速发展、迭代演进

推动信息通信技术与经济社会各

领域深度融合

培育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经济社会

发展新形态

“宽带中国”战略

2013 2015

物联网发展
指导意见

促进信息消费

云计算创新
发展意见

2015.6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2015.7

“互联网+”行动

农村电子商务

互联网金融

2015.8

大数据发展
行动纲要

2016

深化制造业与
互联网融合发展

信息化和工业化
融合发展

智能制造
发展规划

2017 2018 2019

分享经济
指导意见

扩大和升级
信息消费

工业互联网

新旧动能

数字经济与就业

车联网

平台经济

数字交通

金融科技

区块链
管理规定

网信领导小组成立
信息经济全面发展

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
强调做大做强数字经济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2021

第三十四次
集体学习
不断做强做
优做大我国
数字经济

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

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

融合发展

规范发展

完善数字经
济治理体系

• 我国数字经济政策从技术创新到融合应用，从垂直行业到经济形态，从大力发展到健康发展，逐步深入；
• “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

2022

发挥数据
要素价值

带动产业提
质增效

促进经济
循环畅通

规范健康
持续发展

“十四五”数字
经济发展规划

数字经济
及其核心
产业统计
分类（
2021）

二十大
数实融合

202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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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三个阶段

• 数字技术及其各个要素在经济、生活、社会中的应用，经历了三个阶段。

IT驱动

互联网驱动

智能驱动

PC走入生活工作

企业采用信息系统

代表企业： IBM、微软、

英特尔

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

出现智能手机和应用分发

市场

代表企业：苹果

从 IBM Waston认知计算

开始

2016年AlphaGo横空出世

如今最热的Chatgpt和AI

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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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造业为例数字化融入实体经济各个环节

• 制造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供应链、客户服务和企业管理已经全方面的数字化要素渗透，正沿着信息化、网

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不断演进。

制造业全链条数实融合

研发设计 商业模式生产制造

• 设计电子化
• 设计自动化

辅助设计CAD

• 仿真分析

设计仿真CAE

• 产品的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
• 智能化有情感温度的产品

产品创新

生
产
管
理

生
产
控
制

• 生产管理信息化
• 智能排程

制造执行MES/APS

• 设计驱动的高级自动化制造

辅助制造EAM

• 生产过程自动化

自动控制SCADA/DCS/PLC

• 数控加工中心、工业机器人

数控机床CNC/工业机器人

企业运营 企业资源运营ERP • 人、财、物企业资源管理信息化

供
应
链

• 采购电商
• 库存管理

供应链管理SCM

• 渠道系统/直销系统
• 客户自助服务系统

客户关系管理CRM

• 运行数据采集
• 远程智能维护

服务型制造

信息化（单点数控化信息化替代）、网络化（企业内网+消费互联网+产业互联网）、数字化（大数据采集和分析）、智能化（大模型+大算力）

• 模块式定制-汽车定制
• 完全定制-定制服装

大规模定制

• 用户账户系统
• 功能软件定义

软件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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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实融合加速高价值环节的模式创新，推动价值链深刻变革

价
值
深
度

业务范围

研发设计 生产制造 商业模式

数字化供应链降

低管理成本60%

生产网络+供应链网络

释放产业资源
配置优化价值

全链条协同优化

高端价值环节攀升

跨环节协同优化

智能产品+智能服务
AI辅助药物研发降低

药物研发成本70%

传统行业价值曲线 未来行业价值曲线

模型+数据 AI

创新范式

模型+AI研发优
化

多模型融合创新

单模型创新

平台经济

成果经济

智能服务

智能产品

1.研发范式从由基于模型走向"模型+数据+Al"的

创新范式，将释放巨大创新价值

• 数字化材料

基因工程

• AI生成蛋白

质设计

• AI芯片创成

式设计

2.生产制造模式从链式走向网络化、平台化和智

能化，将实现深层次降本增效

• 互联自治的

生产和供应

链网络

• 跨环节协同

优化的产业

链

• 全链条一体

化整合的产

业链

3.商业模式从产品销售逐步走向服务化智能化价

值延伸和平台经济，将创造价值增长空间

• 智能产品

即服务

• 基于数据的

按量付费

• 基于平台的

撮合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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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药工业看“数实融合”

• 数字化技术将促进工业研发生产力爆发增长。以生物医药研发为例，基因大数据、基因大模型正驱动第三次生物

技术革命-合成生物学突破发展拐点，将是医药工业颠覆性创新，大幅降低医药研发资金、人力、时间成本

2023年：第一个AI抗生素

诞生。科学家们使用AI发现

了一种新的抗生素，可以杀

死一种致命的超级细菌—

—鲍曼不动杆菌。

传统方式：花费数年时间

AI：1.5小时

华为云盘古药物分子大模型

大幅提升药物设计效率，先

导药设计阶段的研发成本下

降70%，研发周期从数年

缩短到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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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汽车工业看“数实融合”

• 1886年德国发明内燃机及内燃机汽车，开启了汽车工业，标志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始。当前汽车产业正面临

百年未有大变局。产品上，汽车正经历着智能化、电气化革命，智能网联和无人驾驶将是这场革命中最重要的一

环。同时汽车产品的这种变化正深刻的改变着原有汽车产业格局。

机械化汽车

电子化汽车
智能化汽车

德国发明内燃机汽车开启
汽车产业

福特工厂流水线开启规模
制造

电子器件电子系统占比越
来越高

刹车系统、安全系统、控
制系统电子化显著提升汽
车的安全性能和舒适度

特斯拉首台车开启智能化
汽车时代

电气化+数子化+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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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汽车工业看“数实融合”

• 特斯拉对整个汽车产业造成的巨大影响体现于以下方面。

2、终端直销、直接服务

4、生产全自动化3、整车智能系统

1、电池成组技术

终端销售及售后服务

打破4S店式的经销商体系采用
电商模式直达用户，APP购买、
单点发货全国。用户可在车机系
统上的直接求助和报修。

建立全球动力电池、充电网络的工业标准

14

生产制造

研发设计

深度集成和模组化，把汽车3-4
万零部件和组件减少到1万个，
提高生产效率减少维修难度

车网平台一体化组成整套智能系
统、不断产生采集分析大数据、
在线自动化软件升级车的功能

http://www.pcauto.com.cn/images/html/viewpic_pcauto.htm?http://img0.pcauto.com.cn/pcauto/1207/04/2012168_2012-tesla-model-s-interior.jpg&channel=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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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纺织工业看“数实融合”

• 古老的纺织业是工业革命的摇篮，纺织业的繁荣造就了英国在19世纪的世界霸主地位。中国的“世界工厂”之名

也是始于纺织业。从1993年起中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服装出口国。

机械化阶段

全球协作阶段

智能化阶段

蒸汽机发明开启纺织业规
模化，纺织工业出现

全球影响力的跨国服装品
牌出现

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支持
纺织业全球规模化的分工

相对于纺织服装业的原材
料供应、生产制造，营销
体系和营销网络更为关键

生产效率的极大提升导致
原料供应和服装生产出现
大量过剩

如何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
求成为服装业的竞争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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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纺织工业看“数实融合”

• 中国在纺织业全球协作时代扮演了原料供给、代加工制造的次等角色。当今以希音SHEIN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纺

织工业正沿着“数实融合”的路线崛起。SHEIN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在线零售+按需生产”的能力,通过将技术

和信息化驱动的体系引入到服装的设计、制造、推广和销售等领域，正在彻底改变时尚迭代升级的商业模式。

希音SHEIN

• 2008年成立于南京，总部在广州，目标用户为：欧

洲、美国、非洲等国外市场25岁左右年轻女性

• 2022年超过亚马逊成为全球下载量最大的购物应用

程序，安装量为2.29亿次、拥有1.42亿消费者

• 占据美国快时尚销售额的近三分之一，已经超过快

时尚巨头H&M（17%）和Zara(10%)的合并份额

• 2023年4月，SHEIN以4500亿元入选《2023全球

独角兽榜》，排名第4名，前3名分别为字节跳动、

SpaceX、蚂蚁集团

• SHEIN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和媒体报道中，是“中

国最神秘独角兽公司”

中国产能+电商物流+
数字赋能=
数实融合

低价

上新 流量

粉丝网红社交媒体小单快返

供应链成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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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积极发展数字经济

成都积极融入数字产业供应链构建“芯屏

端软智网”生态圈

重庆推进数字化巩固西部制造重镇地位打

造“智造重镇” 及“智慧名城”

呼和浩特紧抓智能化下算力强需求和双碳

转型大趋势推进绿色能源和算力枢纽产业

比翼双飞，打造最强绿色算力供给者

西部城市紧抓机遇努

力嵌入数字经济分工

体系

超大城市强化数字经

济全球影响力

东部城市紧抓“数实

融合”巩固产业优势

01

02

03

广州数字化手段配置全球供应链从中国华

南商贸中心建设成为数产融合标杆城市

杭州积极发展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新技术

从中国电商第一城到数字经济第一城

南京转化科教优势巩固制造业基础争创全

球一流数字经济名城

苏州用数字化推进外向型制造业转型升级

建设全国数字化引领转型升级标杆城市

北京发挥原发创新优势加快建设全球数

字经济标杆城市

上海用数字化治理巩固国际中心城市地

位建设国际数字之都

深圳推进数实融合创新实现从世界制造

工厂到世界创新工厂转变，建设全球数

字经济先锋城市



感谢观看
THANKS

www.caict.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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