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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快并完

善 5G 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

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

领域的建设布局。新基建将通过乘数效应，推动产业升级，

带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再借由产业端传导消费端，

繁荣新消费。伴随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新型基础设施的

内涵和外延也将不断演化。数字经济正蓬勃发展，新冠疫

情也成为催化剂，进一步加快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进程。以

“新基建”为牵引，夯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底座”“基

石”，对于引燃“十四五”产业动力新引擎、助力数字经

济发展、构建智慧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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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牵引，夯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底座”“基石”，对于引燃“十四五”产业动力

新引擎、助力数字经济发展、构建智慧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Horizon

视 野

咨询翘楚在这里汇聚

规划研究所

产业政策研究所

财经研究所

中小企业研究所

军民结合研究所

世界工业研究所

工业安全生产研究所

工业化研究中心

工业经济研究所

工业科技研究所

装备工业研究所

消费品工业研究所

原材料工业研究所

工业节能与环保研究所

信息化研究中心

电子信息产业研究所

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研究所

信息安全研究所

无线电管理研究所

互联网研究所

光伏产业研究所

编 辑 部：赛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27号院8号楼12层
邮政编码：100846
联 系 人：王  乐
联系电话：010-68200552 13701083941
传       真：010-68209616
网       址：www.ccidwise.com
电子邮件：wangle@ccidthinktank.com

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思考和政策建议  汤乐明  王伟玲

工业企业积极拥抱互联网新模式，互联网企业向传统产业渗透的程度日益加快，软件服

务企业参与融合创新的意愿更加迫切。本文剖析了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发展新趋向，

围绕关键穴位把握融合痛点，并就进一步推动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建议。

22

新基建来了，5G 变成“领头羊”   孙会峰

5G 是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焦点，是新时期拉动投资、实现产业升级、发展新经济

的新通道和新平台，已成为各国数字经济战略的优先发展领域。持续多年的中美 5G 标准

之争，不单单是万亿美元规模的 5G 网络建设市场，更为关键的是掌握未来数字化转型的

关键核心，背后是大国在技术实力、凝聚力、话语权等综合实力的较量。

40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金融创新：场景、问题与路径  郭威 司孟慧

当前的区块链技术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存在信息难以修正、运行速度慢和政府监

管不到位等问题和风险。基于以上分析，展望未来，区块链将致力于完善金融监管框架、

加大研发投入和深度融合实体经济。

26

互联网 +政务服务生态系统观研究  高斯芃  贾映辉

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国“互联网 + 政务服务”建设实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进

入了一个攻坚克难、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在生态系统观与政务服务的现实复杂性高度

契合的背景下，通过引入生态系统观分析解决“互联网+政务服务”中的复杂性、系统性、

联动性问题，是具有一定价值的。本文主要在分析“互联网 + 政务服务”以及生态系统

观内联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互联网 +政务服务”生态系统的目标、特征与功能。

18

32

智慧城市正逢其时，新基建助推智慧城市内生变革 姜鹏 郗望 倪砼

城市的发展需要通过自身基础设施的规模建设来驱动。基础设施网络具备规模经济特性，

随规模扩大呈亚线性增长，人均基础设施支出愈加节省。设施规模的扩大和运行效率的

提升，会显著增加社会互动和降低沟通成本，支撑社会经济网络超线性发展。两者共同

作用，推动城市不断积累势能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46

存算一体化的发展现状挑战与对策建议  李雅琪 温晓君

传统架构下，存储与运算之间数据交换通路窄、能耗高的问题日益凸显，存算一体则成

为现阶段实现高带宽、低功耗计算需求的一条有效途径。因此，有必要梳理存算一体技

术的发展现状与挑战，以便对产业做出针对性的扶持与引导。

15

智能杆落地亟须破解四大难题  王婧 

智能杆是集无线通信、智慧照明、视频监控、交通管理和环境监测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新

型公共基础设施，能够极大缓解运营商面临的5G站址资源稀缺及投资成本压力。据预测，

5G 时代超密集组网将催生小基站需求，为智慧杆带来千亿级的新增市场。

12

数字经济视域下“新基建”实施路径探析   杜庆昊

从发展经济学视角看，“新基建”不是简单的经济刺激方案或经济政策工具，而是符合

当前中国经济所处历史方位、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战略部署，有特定的内涵解读和

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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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数字中台——新基建中的“新基建”   赵静

过去企业每套业务系统都是互相独立，运行在传统 IOE 架构下。这使得系统之间不仅不能

实现数据的流动，并且也有着重复性投入造成资源浪费的问题。从整个中国发展角度来说，

相对于传统“铁公基”的旧基建而言，“新基建”所涉及领域无疑是围绕数字商业打造的

新型基础设施。而数字商业本身其实也有自己的新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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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当中年罗永浩开始服老   王明雅

曾经意气风发的男人们到了直播场中，多少都有点提线木偶的意思——不过都是向生活低

下了头。自然，被生活捶打的那位曾经的理想主义者，也是一锤子敲足了劲。

84

93 数字新基建：企业文化变革是关键  邹作基

96 新基建、新机遇，排水管网大有可为   李明海

2020 年中国 AI 基础数据行业品牌 数据服务商应居安思危    张阳

目前 , 人工智能商业化在算力、算法和技术方面基本达到阶段性成熟，想要更加落地并

解决行业具体痛点，需要大量经过标注处理的相关数据做算法训练支撑，可以说 , 数据

决定了 AI 的落地程度。对比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情形来看，人工智能行业发展前景良好，

而作为强关联性的 AI 基础数据服务行业，受其发展红利的影响，未来市场仍有不小的上

升空间。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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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数字经济时代，打造新基建的安全基石   马蔚彦

随着数字化浪潮的奔涌而至，新兴产业的发展将大量依赖于数据资源，各种数字化线上业

务和应用的快速发展，物联网、车联网、工业互联网的推广应用都将令数据指数级增长，

更广泛的应用及数据安全将成为从国家到企业再到每一位用户都必须关注的重要维度，重

要程度不言而喻。

68 5G 下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之路   王伟哲

本文通过对产业互联网垂直性与分散性两大特征分析，解读产业互联网未来更加快速而

稳健发展需要面对的客观因素，对比消费互联网发展成功要素，即在线化、智能化、协

同化三个方向的持续创新，指出产业互联网相同方向发展的必然性，最后针对大企业和

中小企业，分析数字化转型差异化路径及需要具备的能力。

62 新基建站上风口，产业新秩序建立将更依赖安全这张牌   高昕

新基建将助力产业新秩序的重新建立，同时也将面临安全挑战。各行业应如何面对新基

建带来的安全挑战？安全行业又将如何迎接新基建带来的发展机遇？

100 新基建为5G按下加速键，构建内生安全框架势在必行   韩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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