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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 +”行动融入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深刻改变着各领域的发展模式、技术与业态，提升了国家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新人工智能技术、新信息通信技术、新互联网技术与社会各领域技术深度融合，促使各领域加速数字化转型升级，推动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万物互联、智能引领、数据驱动、共享服务、跨界融合、万众创新”的“智能 +”时代。结合“智能 +”
时代背景，本文梳理了我国“互联网 +”行动的发展现状和面临的问题，阐述了“智能 +”时代新“互联网 +”行动的内涵，

论证了新“互联网 +”系统的体系架构和技术谱系框架；详细分析了新“互联网 +”行动的战略目标和技术发展路线，针对

性提出专项工程建议：打牢基础以支持核心技术攻关，重点推进新“互联网 +”行动在智能制造、现代农业、智慧能源、益

民服务、智能交通、智慧环保等领域的深度融合应用。研究提出了建立系统化的新“互联网 +”政策机制、健全法律法规的

标准规范体系、建立跨界融合人才培养体系等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智能 +”时代新“互联网 +”行动的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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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et Plus initiative has been integrated into many sectors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which profoundly changes the 
development model, technology, and forms of various fields and constantly enhances the country’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The new-gener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ne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new Internet technologies 
have been integrated with technologies in various fields, driv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s of these fields and ushering 
in an Intelligence Plus era which is led by intelligence, driven by data, and featured by ubiquitous interconnection, sharing services, 
cross-field integration, and mass innovatio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telligence Plus,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problems regarding the Internet Plus initiative in China, expounds its new connotations, and demonstrates the architectu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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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继 2015 年《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
行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发布后，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了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

（AI）等研发应用，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拓展“智

能 +”，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赋能的重点工作，正

式提出“智能 +”概念。“智能 +”涉及的关键技术

主要有新互联网技术（如智联网、未来互联网、卫

星互联网、天地一体互联网等）、新信息通信技术

（如第五 / 六代移动通信、区块链、数字孪生、量子

计算等）、新一代 AI 技术（如基于大数据智能、群

体智能、人机混合智能、跨媒体推理、自主智能等

技术 [1]）、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新生物技术、

新应用领域专业技术 7 类新技术及其深度融合 [2]。
“智能 +”的关键技术将全面推动诸多领域从数字化

向网络化、智能化升级，促进国民经济、国计民生

和国家安全领域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业态变革。

推进互联网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是

当前的国家重点任务。在工业经济领域，国家层面颁

布了以《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为代表的系列文件 [3,4]，统筹指导“智能 +”阶段

工业互联网的建设和升级，以形成支撑先进制造业

发展的工业互联网体系 [5]。2020 年 3 月，《工业和

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加快发展的通

知》提出将“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工业互

联网发展的首要任务 [6]。2020 年 4 月，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明确了“新基建”范围，包括信息基

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加强以工

业互联网为代表的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

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深度应用互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形

成融合基础设施。

推进互联网与各领域的融合也成为了国际性

趋势。通过国家级政策的驱动，提高数字化水平以

促进发展，重点领域包括制造、医疗、能源、交通

等；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互联网平台经

济和数字化产业，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

型升级。在工业制造领域，美国发布了《国家制造

业创新网络计划》《美国先进制造领导力战略》等

发展规划，涉及半导体、AI、先进材料、工业机器

人、数字制造等新型制造技术；德国《国家工业战

略 2030》规划重点发展数字化技术和工业 4.0，如

嵌入式系统、信息物理系统（CPS）、物联网、虚拟

现实和增强现实（VR/AR）技术、智能制造等；日

本《创新综合战略 2019》提出，利用大量基础原始

数据、高质量的工业社会数据和研发过程数据，打

造新一代数字化平台，重点研发智能机器人、智能

机床、智能电子设备、嵌入式系统等，旨在利用智

能工厂来提升产业竞争力。

在“智能 +”时代、“新基建”规划等新的形

势和背景下，为了进一步推进“互联网 +”行动计

划、加快与诸多应用领域的深度融合，本文分析了

“互联网 +”行动的发展现状，从技术、产业、应用、

数据和政策方面凝练面临的问题；阐述了新时代、

新形势与新态势下新“互联网 +”行动的内涵、体

系架构和技术谱系框架；提出了新“互联网 +”行

动计划的战略目标、技术发展路线、专项工程设置

以及与之对应的战略支撑与保障措施建议。

二、“互联网 +”行动发展现状分析

（一）发展现状

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在互

联网技术成果与各领域融合应用方面取得了阶

段性进展。

technology system pedigree framework of the Internet Plus system. Moreover, it analyzes the strategic goals and technological routes 
of the Internet Plus initiative in the Intelligent Plus era in China and proposes specific project suggestions: strengthening fundamental 
research in order to make breakthroughs in core technologies and focusing on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the Internet Plus initiative 
with different fields such as smart manufacturing, modern agriculture, smart energy, people-benefiting services, smart transportation, 
and smar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e also propose that a systematic policy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support the Internet 
Plus initiative,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standards systems should be improved, and a cross-border integrated talent training 
system should be created, hop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Plus initiative in the Intelligence 
Plus era in China.
Keywords: Intelligence Plus; Internet Plus; intelligent collaboration;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technical routes



003

中国工程科学 2020 年 第 22 卷 第 4 期

在“互联网 +”基础支撑技术与环境方向，关

键核心技术如海量数据存储与处理、大数据挖掘等

方面的研发工作取得显著进展，应用基础设施如互

联网数据中心、呼叫中心等方面的绿色集约化发展

成效初显。发展环境持续优化，众多领域在技术、

标准、监管等方面加速对接。

在“互联网 +”智能制造方向，物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和集成电路等产业迅猛发

展，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

“企业上云”计划和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加快推进，

智能制造研发与应用平台的规模持续提升。智能制

造产业集聚区建设稳步开展，如武汉市以东湖新技

术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主，规划建设了智能

制造产业园区 [7]。
在“互联网 +”现代农业方向，物联网、大数

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水平获得全方

位提升。成熟可复制的农业物联网应用模式快速推

广，如西安、济南等城市启动了对新型信息技术示

范应用的支持。智慧农业技术应用趋于成熟，如杭

州市整合涉农信息资源，构建了智慧农业综合服务

平台 [8]。
在“互联网 +”智慧能源方向，工业互联网、

大数据、AI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新能源汽车行业纵

深发展，如广州、南京等城市重点培育新能源汽车

新业态 [9]。分布式能源网络建设逐步成型，如青

岛、济南等城市初步建成开放共享的能源网络。能

源供应网络化水平持续提升，如成都、济南等城市

实现了基于互联网的用电终端智能调控 [10]。“互

联网 +”促进能源行业智慧化升级，形成了以能源

互联网、泛在电力物联网为代表的“互联网 +”智

慧能源产业新形态。

在“互联网 +”益民服务方向，通过管理制度

优化实现了互联网医院的规范化发展和运作，患者

就医体验明显改善，较高比例的三级医院预约就诊

时间可以精确到 1 h 以内。示范区建设成效初显，

如浙江省推行看病就医“一张卡”、健康导航“一

门户”，搭建互联网医院“一平台”，推动医疗卫生

领域“最多跑一次”。以大数据、AI、第五代移动

通信（5G）为代表的融合创新应用进一步增强，如

济南、武汉等城市实施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培育

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健康医疗产业新业态。

在“互联网 +”智能交通方向，交通运输服务

品质获得提升，如济南、成都等城市实行了交通运

输服务性数据资源面向社会开放，为公众提供实时

交通运行状态查询、出行路线规划等服务 [11]。交

通运输资源在线集成提速，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实施

改造和优化，交通运输网络关键设施运行状态与通

行信息的采集能力持续建设。交通运输科学治理能

力不断增强，如深圳市汇聚各类交通数据，构建“互

联网 +”运输管理模式，再造行政服务流程。

在“互联网 +”智慧环保方向，资源环境动态

监测能力进一步提升，如杭州市实现对大气、水、

噪声、辐射、土壤、生态等环境要素监测监控的全

覆盖。智慧环保创新发展，如济南、成都、青岛等

城市利用智能监测设备和移动互联网，增加监测污

染物种类，强化污染物排放管理。废弃物在线交易

加快实行，如成都市鼓励互联网企业参与搭建城市

废弃物回收平台。大数据在环保领域的应用水平全

面提升，如国家流域水环境大数据平台在济南市开

展应用示范，支持环境质量预测和污染企业预警。

（二）面临的问题

对照更高的标准，“互联网 +”行动在技术、产

业、应用、数据、政策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互联网 +”行动的技术体系、标准体系、评

估体系、安全体系尚不完善，尤其是跨界融合技术

体系仍然缺失。应当自主可控的基础核心技术仍显

薄弱，如自研中高端传感器的水平与国外差距明显，

核心技术仍未攻关突破。互联网与各领域融合所涉

及的新兴技术也有待深入研究。

在产业层面，智能产品和核心软硬件产业的基

础薄弱，如高端传感器产品主要来自国外企业，自

主可控的软件产业及生态有待完善。平台核心支撑

能力不足，缺少支撑“互联网 +”跨领域跨行业、

互联互通的平台和集成开发环境。

在应用层面，不同应用领域的业务系统难以实

现联接，企业在技术、产品、数据交互方面投入不

足，“互联网 +”行动的区域协同发展模式有待深化

探索。这些因素使得产业链的上下游协同不紧，制

约了企业间的协同发展。在“互联网 +”成果的应

用过程中，通过泛在互联为企业创造价值的系统性

创新较为薄弱。

自主可控的数据互联共享平台尚未建立，存储

加密、安全检测等数据安全技术基础偏弱。数据开



004

“智能 +”时代新“互联网 +”行动总体发展战略研究

放平台标准不统一、数据不完整、数据质量不高，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互联网 +”行动的实施。数

据共享方面的政策设计和统筹协调管理机制不完

备，数据共享的程度低。利益分配机制和法规不

健全，导致一些行业（尤其是在跨行业协作方面）

不愿、不敢、不会共享数据。

在政策层面，“互联网 +”行动的管理部门制

定出台了系列政策文件，但一些文件的内容出现

重叠现象，延续性和针对性不强，不利于地方的

顺畅执行。政策执行缺乏有效手段，部分地方对

顶层设计的理解不到位，没有形成必要的金融政

策支持、可用的政策落实推进评估机制，造成部

分地方实践工作走样。此外，新模式、新业态下

的公共服务、数据安全方面的治理机制仍处于缺

失状态。

三、“智能 +”时代新“互联网 +”行动体系

（一）新“互联网 +”行动的内涵

“互联网 +”行动是以新型互联网及其组合为

基础，在新一代 AI 技术引领下，以新互联网技术、

新信息通信技术、新智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

新材料技术、新生物技术、新应用领域专业技术等

7 类技术深度融合的数字化、网络化、云化、智能

化技术为工具，智能地连接人 / 机 / 物 / 环境 / 信息，

按需提供智能资源与智能能力的一种新型智能服务

互联系统 [1]。
随着“互联网 +”行动的推进，“互联网 +”行

动的内涵有了新内容，有关技术手段、模式、业态

等方面获得了明显的延伸和拓展。①在系统特征方

面，实现全系统及全生命周期活动中人 / 机 / 物 / 环
境 / 信息的完全自主智能地感知、互联、协同、学

习、分析、认知、决策、控制与执行；②在实施内

容方面，促使全系统及全生命周期活动中的人 / 组
织、技术 / 设备、管理、数据、材料、资金（六要素）

以及人流、技术流、管理流、数据流、物流、资金

流（六流）集成优化，形成数字化、网络化、云

化、智能化的产品、设备 / 系统和全生命周期活动；

③ 在模式和业态方面，形成以用户为中心，人 / 
机 / 物 / 环境 / 信息优化融合，互联化（协同化）、

服务化、个性化（定制化）、柔性化、社会化、智

能化的智能协同互联新模式，构建“万物互联、智

能引领、数据驱动、共享服务、跨界融合、万众

创新”新业态；④在实现目标方面，达到“创新、

绿色、开放、共享、个性”的新目标 [12~15]。
值得指出的是，“智能引领”表征新一代智能

科学技术（如脑科学、认知科学、AI 等），成为“互

联网 +”行动在新形势下发展的最重要、颠覆性技

术。基于新互联网，借助在新一代智能科学技术、

新信息通信科学技术、新领域专业技术、新领域应

用专业技术深度融合的数字化、网络化、云化、智

能化技术，以此作为“互联网 +”演化推进的新手

段 [1]。

（二）新“互联网 +”系统体系架构

新“互联网 +”系统的体系架构主要包括新智

能资源 / 能力 / 产品层、新智能感知 / 接入 / 通信层、

新智能边缘处理平台层、新智能系统云端服务平台

层、新智能系统云服务应用层、人 / 组织层、各层

的标准规范和安全管理（见图 1） [1,14]。关于体系

架构创新，新增的新智能边缘处理平台层用于提供

边缘侧的实时智能服务。各层增加的“新”，特指

在新一代 AI 技术、新信息通信技术与国民经济、

国计民生、国家安全领域的新专业技术进行融合，

并且持续升级的新架构与新内容。

（1）新智能资源 / 能力 / 产品层包括面向新“互

联网 +”系统、涉及国民经济、国计民生、国家安

全等领域的新资源、新能力和新产品。

（2）新智能感知 / 接入 / 通信层包括新感知单

元（如射频识别、传感器、摄像头线圈、全球定位

系统、遥感、雷达、二维码等），传输网络（如专网、

物联网、传感网络、以太网、移动通信网等），新

智能信息融合与处理。

（3）新智能边缘处理平台层主要面向“互联

网 +”系统边缘侧的智能资源、能力和产品，开展

虚拟化封装并形成新边缘智能资源 / 能力 / 产品池；

通过基础设施及服务（IaaS）/ 平台即服务（PaaS）
/ 软件即服务（SaaS）/ 数据即服务（DaaS）/ 产品

即服务（PROaaS）/ 能力即服务（CaaS）、边缘智

能系统服务共性环境构建与运行、边缘应用支撑服

务等新一代 AI 技术引领下的边缘智能服务共性基

础件，构建并提供边缘应用领域支撑服务 [1]。
（4）新智能系统云端服务平台层主要包括新智

能虚拟资源 / 能力 / 产品 / 感知 / 接入 / 通信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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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云端服务支撑共性 / 服务功能层。其中，前者

基于新智能虚拟制造资源 / 能力 / 产品 / 感知 / 接入 / 
通信池，提供新智能资源、能力、产品的虚拟化封

装；后者基于新虚拟化智能资源 / 产品 / 能力管理、

新一代 AI、大数据等信息通信技术引擎服务形成

“互联网 +”共性基础件 [14]，为“互联网 +”各领

域以及“互联网 +”行动计划区域融合应用示范提

供应用支撑服务 [12]。
（5）新智能系统云服务应用层包括“互联网 +”

各领域应用新模式、“互联网 +”行动计划区域融合

应用示范新模式等。

（6）人 / 组织层是指参与新智能系统及全生命

周期的人和组织。

（三）新“互联网 +”系统技术谱系框架

新“互联网 +”系统的技术谱系框架主要由“互

联网 +”系统新技术体系、新软件技术体系、新标

准体系、新安全体系、新评估体系、新管理体系组

成 [14]。①新技术体系包括：系统架构技术、系统

集成技术等总体技术，各类感知器技术和卫星互联

网、天地一体化网络等感知 / 接入 / 通信层技术，

边缘 AI 引擎服务、边缘大数据引擎服务等边缘处

新智能系统
云服务应用层

新智能感知/
接入/通信层

智能服务提供者门户 平台运营者门户

云端个性化定制界面

普适化、智能化人机交互设备

新智慧用户
界面

新智能边缘
处理平台层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引领下的边缘应用领域支撑服务

新感知单元
射频识别、智能传感器、摄像头线圈、卫星定位、遥感、雷达、二维码

新智能云端
服务支撑
共性/服务

功能层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引领下的应用领域支撑服务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引领下的智能系统服务共性基础件

智能资源、能力、产品虚拟化封装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引领下的边缘智能服务共性基础件

新边缘智能资源/能力/产品池

新边缘智能资源、能力、产品虚拟化封装

新智能信息融合与处理（边缘计算）

新智能资源、能力、产品感知与接入

新智能虚拟
资源/能力/
产品/感知/
接入/通信层

专网 智能传感网络

传输网络

以太网物联网

“互联网+”智能制造
应用新模式

“互联网+”现代农业
应用新模式

“互联网+”智慧能源
应用新模式

“互联网+”行动计划区域融合应用示范新模式

“互联网+”益民服务
应用新模式

“互联网+”智能交通
应用新模式

“互联网+”智慧环保
应用新模式

Iaas/PaaS/
SaaS/DaaS/

PROaaS/CaaS

Iaas/PaaS/
SaaS/DaaS/

PROaaS/CaaS

“互联网+”
智能制造
应用服务

智能服务使用者门户

新
标
准
规
范
体
系
和
新
安
全
管
理
体
系

新
智
能
系
统
云
端
服
务
平
台
层

全生命周期系统

新智能资源/能力/产品层

“互联网+”
现代农业
应用服务

“互联网+”
智慧能源
应用服务

“互联网+”
益民服务
应用服务

“互联网+”
智能交通
应用服务

“互联网+”
智慧环保
应用服务

“互联网+”行动
计划区域融合
应用示范服务 

新一代人工智能引擎服务

新虚拟化智能
资源/能力/
产品管理

虚拟化智能
资源池

虚拟化智能
能力池

新边缘智能资源/
能力/产品管理

新边缘智能系统服务
共性环境构建与运行

虚拟化智能
产品池

虚拟化智能
感知/接入/通信池

新智能系统服务
共性环境构建

与运行

大数据智能
引擎服务

群体智能
引擎服务

跨媒体智能
引擎服务

信息通信技术
引擎服务/
建模仿真
引擎服务自主智能系统

引擎服务
人机混合增强智能

引擎服务

边缘人工智能引擎服务

边缘嵌入式仿真引擎服务 边缘信息技术引擎服务 边缘应用支撑服务

边缘大数据引擎服务

应用领域新资源 应用领域新能力 应用领域新产品

图 1 “互联网 +”系统新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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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平台技术，智慧虚拟化制造云可信服务技术、普

适人 / 机交互技术等基础共性平台技术，智能制造

/ 现代农业 / 智慧能源 / 益民服务 / 智能交通 / 智慧

环保等应用平台技术，信息处理和应用技术、智能

科学技术等支撑技术，面向“互联网 +”智能制造、

“互联网 +”现代农业等融合应用技术。②新软件技

术体系涉及：边缘计算软件技术、云平台系统软件

技术等系统软件技术，实时数据智能处理技术、容

器隔离技术等平台软件技术，数据驱动的构件组合

引擎、应用开发运行一体化环境等应用软件技术。 
③新标准体系涵盖：“互联网 +”总体标准、安全

标准、共性支撑标准、服务融合标准、指南与评

估标准、“互联网 +”行业应用标准。④新安全体

系分为：安全物理环境、使用权限与身份等物理安

全防护，信息机密、反病毒、拟态安全防御等技术

安全防护 [16]，安全法规、安全文化等管理安全防

护，行为辨识、瞬时辨识等商业安全防护。⑤新评

估体系包括：资源投入能力评估、融合应用水平评

估、协同创新能力评估、经济社会效益评估。⑥新

管理体系包括：数据管理、技术管理、业务流程管

理、组织结构管理。

依据新“互联网 +”系统的体系架构，新“互

联网 +”系统的技术谱系架构相应增加了边缘处理

平台技术。在支撑技术中更注重信息的感知、获取、

传输、处理和应用，在融合技术中强调面向新“互

联网 +”系统的新资源、新产品及新能力等融合技

术。在新软件技术体系部分，平台软件技术增加了

边缘计算平台软件技术，应用软件技术补充了数据

驱动的构建组合引擎以及领域知识推荐等内容。在

新安全体系的技术安全防护技术部分，增加了自主

的拟态安全防御等新技术 [12]。此外，各类技术皆

突出了与新一代 AI 技术、新信息通信技术的深度

融合和交叉应用。

四、“智能 +”时代新“互联网 +”行动的实

施设计

（一）新“互联网 +”行动发展目标

到 2025 年，基本实现新“互联网 +”系统的

技术体系、标准体系、评估体系和管理体系的标准

化、范式化及服务化，掌握核心关键技术和融合技

术。互联网基础设施进一步夯实和智能化 [14]，形

成自主可控的跨界融合支撑平台，实施一批跨区域

跨领域融合的典型应用示范。基本形成网络化、智

能化、服务化、协同化的新“互联网 +”的产业生

态体系。

到 2035 年，建立新“互联网 +”系统智能化

集成开发环境和通用集成平台，研制具备国际竞争

力的智能互联产品和自主可控智能化中台。打造和

引领全球协同发展的新“互联网 +”产业生态，形

成涵盖新“互联网 +”行动的系统和完备的创新体

系 [14]。在“泛在互联、数据驱动、共享服务、跨

界融合、自主智慧、万众创新”新业态下为各领域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基于对新“互联网 +”行动技术、产业、应用

发展的研究，提出了新“互联网 +”行动技术发展

路线图（见图 2）。

（二）新“互联网 +”行动建议

1. 基础共性研究

设立新“互联网 +”行动技术体系、标准体系、

评估体系、管理体系等综合基础体系的细化研究专

项，保持连续性。增设面向新“互联网 +”系统共

性需求的跨界数据交互融合技术、数字孪生技术、

高性能仿真云技术等研究专项。加快推进新一代

AI 技术引领下的智能产品、边缘计算机、新型软

件产品、跨界融合创新云平台的研发与产业化，

设立新“互联网 +”行动跨行业、跨领域、跨区域

的云平台应用示范工程。增设“‘互联网 +’行动

跨界融合技术创新工程”科技专项、国家互联网

创新中心平台“中国科技云”平台重大基础设施

工程，加快国家未来网络试验床重大科技工程建

设进度。

2. “互联网 +”智能制造

加快推进物联网通信科技专项、“互联网 +”
智能制造服务平台科技专项。增设智能基础制造设

备科技专项、智能显示终端科技专项、民用飞机网

络协同化制造科技专项。推进工业软件自主研发

与产业化、工业互联网平台 / 工具自主研发与产业

化，实施“互联网 +”智能制造的云制造示范工程、

“互联网 +”智能制造的 AR/VR 辅助装配示范工程，

保持相关产业的追赶突破态势。

3. “互联网 +”现代农业

加快推进种质资源专项、智能育种专项，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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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新“互联网 +”行动技术发展路线图

(c) 重点产品技术发展路线图

(a) 总体技术发展路线图

(d) 基础支撑技术发展路线图

(b) 软件技术发展路线图

2020年 2025年 2035年

新一代
人工智
能技术
引领下

“互联网+”
软件技术

多模态终端通用智能操作系统软件技术

基于智能合约的软件开发全流程安全
追溯管理软件技术

自决策传感软件技术
群体协作环境智能感知

软件技术
群智协同
软件技术

神经网络芯片编译
软件技术

类脑芯片编译
软件技术

基于深度学习的驱动管理
软件技术

自决策驱动管理
软件技术

基于多模态计算资源的负载
均衡管理软件技术

自适应虚拟资源管理
软件技术

多源异构知识融合软件技术 融合信息智能感知软件技术
基于大数据分析处理的智能

运维服务软件技术
自动化运维管理

软件技术
基于深度学习的项目资源优化

管理软件技术
自主项目资源优化管理

软件技术

大数据智能开源基础平台
软件技术

异构多模态数据管理、分析与挖掘
软件技术

多模态综合数据建模
软件技术

智能化多模态人/机交互
软件技术

“互联网+”智能制造应用软件
技术体系

“互联网+”现代农业应用软件
技术体系

“互联网+”智慧能源应用软件
技术体系

“互联网+”益民服务应用软件
技术体系

“互联网+”智能交通应用软件
技术体系

“互联网+”智慧环保应用软件
技术体系

新一代
人工智
能技术
引领下
“互联
网+”云
平台支
撑技术

微服务技术

基于面向服务架构的
异构数据集成技术

新型智
能感知/
接入
技术

嵌入式系统
移植方法

去中心化调度系统

移动边缘计算

智能视觉传感技术
仿生传感器

面向开放环境的主动感知与自适应感知技术
无人系统自主智能精准感知与控制技术

卫星延迟容忍网络

2020年 2025年 2035年

去中心化用户
身份识别

硬件抽象层接口
实现技术

基于面向服务架构的地理信息系统
去中心化的分布式异构

存储系统
硬件抽象架构
设计技术

边缘特征描述
基于语义的智能识别

移动边缘物联网

基于边缘计算的网络

2020年 2025年 2035年

新一代
人工智
能技术
引领下

“互联网+”
总体技术

基于并行工程的
集成化技术
基于数据集成/

融合的标准化技术

基于策略的安全管理

多元融合的
“互联网+”模式

基于多智能体系统协同的商业模式

大数据智能处理架构技术

深度报文检测/状态检测

网络安全态势感知

智能合约

统计入侵检测

“互联网+”云边
协同模式

云服务生命周期
管理技术

AI PaaS架构技术

资源调度智能管理架构技术
基于云服务的多产业链智能协同技术

密集组网技术

大容量光交换技术

终端直通技术

全光网络技术
无源光网技术

网络功能虚拟化技术

基于对象标识/
接入的标准化技术

“互联网+”精益
管理模式

新一代人
工智能技
术引领下
的共性与
平台及
工具

智能系统服务共性基础件技术

智能制造、现代农业、智慧能源、益民服务、智能交通、
智慧环保等领域的创新应用服务技术

新一代人
工智能技
术引领下
的边缘计
算机

具有与实装、计算设备、智能制造系统等多类互联接口，可支持基于
仿真的信息物理系统

基于大数据
处理技术的
计算加速部件

基于人工智能算法技术的计算
加速部件

基于自主可控的X86多核处理器与分布式计算结点
高性能四级并行计算引擎技术

大规模计算成员间任务级智能并行调度技术
复杂系统智能高性能仿真预研技术

新一代人
工智能技
术引领下
的新型软
件产品

基于类脑神经形态计算等新型内核的普适化、智能化的基础
共性应用程序产品

面向智能制造、智能医疗、智慧城市、智能农业等领域的数据驱动、
知识演化、自主推理的行业通用应用程序产品

面向各类企业个性化需求的多模态感控、自主诊断、先验预测的专用
应用程序产品

2020年 2025年 2035年

建“互联网 +”现代种业科研成果产权交易平台。

增设农业专用传感器、农业大数据智能服务平台、

基于区块链的农产品质量追溯、农业机器人等研

发专项，发展“互联网 +”农业软件产业、“互

联网 +”农业智能装备制造业、“互联网 +”农业

智能机器人产业、“互联网 +”农业农村大数据

智能服务产业。建立“互联网 +”现代种业新应

用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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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互联网 +”智慧能源

基于“互联网 +”智慧能源的“源 – 网 – 荷”

融合共生业态模式，增设能源系统透明化、能源泛

在获取、能源零边际成本等科技专项。推进基于智

能材料和智能传感的分布式感知产业化、基于物联

网的智慧泛在能源网络、基于边缘计算的智慧能源

终端、基于云计算和 AI 的能源系统智能决策体系。

建立“互联网 +”智慧能源综合服务平台示范工程。

5. “互联网 +”益民服务

加快远程医疗、医药电子商务平台等核心产

品的工程化和产业化，增设以全民数字健康为导

向的国家级健康医疗开放云平台科技专项。推进

提质增效互联网医院应用示范工程，强化传染病

信息网络防治应用示范工程。实施 AI 疾病辅助诊

断应用示范工程、基于区块链的信息开放共享应

用示范工程、慢性病全息管理和医养结合服务应

用示范工程。

6. “互联网 +”智能交通

实施实时高精度位置服务网、车路协同智慧路

网、自动驾驶仿真等技术专项，增设智能高精度地

图与标准、“北斗 +5G”智能网联服务等技术专项。

加快发展智能网联汽车及车联网产业，培育“互联

网 +”共享出行一站式服务。设立“互联网 +”智

能交通的智能网联应用示范重大工程，推动相关服

务的城市落地应用。

7. “互联网 +”智慧环保

增设“互联网 +”智慧环保的智能化监测设备

研发、综合一体化应用平台构建、产业模式与平台

构建等科技专项。推进基于云服务的环境保护公共

支撑平台的研发与产业化、支撑国家环境健康管理

和干预体系的环境信息综合平台研发和产业化、智

能化环境监测设备自主研发与产业化。实施“互联

网 +”智慧环保的天 / 空 / 地一体化立体监测体系、

精准治霾、系统治水、固废交易、生态监管等示范

工程。

五、保障措施建议

（一）统筹建立和完善政策制定、实施机制、财税

金融支持方式和标准规范体系

建议采取多部门共同决策模式和政策制定人员

的责任落实机制，健全多元化的政策制定参与机制；

建立以部门合作为中心的联合制度，加强对“互联

网 +”行动政策执行的监督。建议创新金融服务方

式，积极推进担保公司有序发展。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加快大数据立法进程，完善“互联网 +”治理

机制并强化“互联网 +”安全建设。

（二）构建和完善跨界融合人才教育体系

鼓励高等院校加强“互联网 +”融合领域新兴

学科建设。在智能制造、环境信息、医疗 AI、生物

信息工程等交叉性学科领域，推动优势企业深度参

与“互联网 +”学科的教学方案、人才培养体系的

制定。

建立跨领域立体人才培养体系，搭建“互联

网 +”人才供需对接平台和专业人才数据库，构建

“互联网 +”行动人才图谱。引导企事业单位加强

创新机制建设，支持设立创新岗位、鼓励业余创新；

加快落实科技人员科研成果转化的股权、期权激励

和奖励等收益分配政策 [14,17]。

（三）优化“政产学研用金”长效协作良性发展的

环境和生态

整合国家相关部委、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

校、行业组织等多方资源，在重点领域方向分别

成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互

联网 +”行动产业联盟，推进“互联网 +”系统技

术标准、信息标准、应用规范等标准体系的制定

和应用。

重点扶持由企业主导的国家级、区域级“互联

网 +”各领域融合发展创新中心，全面推进“互联

网 +”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形成政策开放、经验共

享、创新应用于一体的“政产学研用金”长效协

作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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