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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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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的引领带动作用；它

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基石，是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重要依托。本文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内

涵出发，系统梳理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典型领域的全球发展态势，总结了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整体发展现状和典型

领域发展态势，分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着眼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提出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发展的对策建议：坚持运用体系工程思维，巩固提高一体化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产业基础能力；

构建产业融合集群发展，突出以企业为主体；以场景驱动的创新为牵引，促进开放式创新生态构建；推动“产学研用金”协

调发展，培育高水平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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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the new-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plays a major 
leading role in the overall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new-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is also the cornerstone for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opening up new fields 
and tracks for development and for shaping new momentum and advantages. Based 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new-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this study sorts out the global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new-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industry in China, and analyz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industry. Moreover, focusing on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new-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the study proposes the follow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1) improving the integrated strateg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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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apabilities while adhering to a system engineering thinking; (2)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of key core technologies to strengthen 
the basic capacity of the industry; (3)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and cluster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es, highlighting enterprises as the 
main body; (4) constructing an open innovation ecosystem based on scenario-driven innovation; and (5)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 education, research, application, and funds to cultivate a high-level talent team.
Keywords: new-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next-generation communication networks; 
quantum inform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一、前言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基石，

是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的重要抓手。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

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

具有引领与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

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新一代信

息技术渗透性强，通用性高，横跨第一、二、三产

业，应用环节覆盖范围广。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

数据和场景优势，我国在互联网、安防、企业服务、

商业、金融、公共管理等领域已形成人工智能规模

化应用，在通信、电力、冶金、能源、制造等传统

行业也形成了丰富的应用实践。目前，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主要包括下一代信息网络产业、电子核心

产业、新兴软件与新型信息技术服务、互联网与云

计算、大数据服务、人工智能等。随着元宇宙、

ChatGPT、人形机器人等概念的兴起与应用实践的

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内涵与外延仍将动态

演变。

高质量发展涉及人、物、环境多方面[1]，是高

效率、有效供给、中高端结构、绿色、可持续、和

谐的增长，是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的协调，是短期

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平衡[2]。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

质量发展指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新发展理念，从追求产业高速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的

内涵式、可持续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影响全

球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技术，已成长为新的增长动

能。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亟需以

新一代信息技术为牵引，以融合应用赋能各个领域

数字化转型，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实现引领发

展；亟需夯实产业基础能力，特别是突破“卡脖

子”技术，在关键核心技术、材料、工艺等领域，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推动产业基础

能力建设。

本文在分析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内涵的基础上，

梳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聚焦人工智能、量子

信息、第五代移动通信/第六代移动通信（5G/6G）

等典型领域，分析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

态势，梳理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现状，

总结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机

遇与挑战，并提出针对性发展建议，以期为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与研究提供参考。

二、国外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典型领域的发

展态势

随着全球数字化的纵深演进，先进半导体、人

工智能、新一代通信、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领域迅

猛发展，经济社会正加速迈入以使用数字化产品和

信息为主的数字经济新时代，引发社会生产方式变

革、生产关系再造、经济结构重组、生活方式改

变。本文聚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5G/6G 3个典

型领域，对国外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态势进行梳

理。其中，人工智能是颠覆性的使能技术，是引领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具有很

强的“头雁效应”；量子信息作为前沿技术，是面

向未来，抢占未来制高点的重要领域；5G/6G是我

国的优势产业，是国际竞争的重要领域，也是链接

全球产业生态的重要桥梁。

（一）人工智能

根据应用属性，人工智能通常可以分为专用人

工智能和通用人工智能两种。当前，全球人工智能

研发的创新步伐正在加速，人工智能产业规模高位

增长。2023年，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产值突破5000

亿美元；2036年，全球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发展的

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18.6%[3]。① 通用人工智能迎

来飞跃式发展。ChatGPT的发布被视为人类通往通

用人工智能的里程碑事件，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

成式人工智能迎来跨越式发展。ChatGPT基于大模

型、大数据、大算力，通过自监督学习、有监督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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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人在回路强化学习的相互结合，具备文本内容

合成、机器翻译、自动文档摘要、代码生成等功

能，在极具挑战性的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实现了革命

性突破。② 专用人工智能取得重要突破。人工智能

程序在大规模图像识别和人脸识别中呈现的能力达

到了超越人类的水平[4]；AlphaFold 算法破译了超

2×108种蛋白质结构等；人工智能在局部智能水平

的单项测试中可以超越人类智能，成为人工智能领

域的重要单点突破[4]。③ 人工智能创新创业涌现。

人工智能领域处于创新创业的前沿，技术创新活

跃，产业投资不断增多，产业生态圈不断扩大。截

至 2022年 7月，全球人工智能企业超过 2.3×104家，

其中约 50%的企业是 2017年后成立的初创企业[5]。

各国及大型互联网公司注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

和布局，尤其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2021年，

全球人工智能产业投融资金额约为 715亿美元，同

比增长了90%，其中我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投融资金

额约为20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0%[6]。

随着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加剧，各国密集发布

人工智能支持政策，以争夺竞争优势，在技术创

新、未来产业、新工业、军事等方面不断融入人工

智能应用。① 加大人工智能的资源投入。美国、

欧盟、加拿大、德国、印度、英国、日本、韩国等

国家和地区都在各自的发展战略中，明确要对发展

人工智能提供资金支持，通过研发激励、直接投资

项目、税收优惠等方式加大投入。例如，欧盟“地

平线”计划将人工智能列入资金支持；美国2021年

用于非国防类人工智能的预算投入总额为 15亿美

元，未来将对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多个前沿技术领

域投入约 1000 亿美元，以推动相关领域开展研

发[7]。② 成立专门的人工智能管理机构。美国、日

本、英国、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均成立了专门的人工

智能管理机构。例如，英国的人工智能管理机构由

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部，商业、能源和产业战

略部联合设立，使命是通过与其他组织合作促进人

工智能发展。③ 完善人工智能立法监管。美国、欧

盟等国家和地区在人工智能监管领域走在全球前

列，制定发布了一系列标准指南以推动人工智能健

康发展。美国注重人工智能监管的科学性和灵活

性，发布了《人工智能应用的监管指南》（2020

年），为人工智能发展应用采取监管措施提供指导。

欧盟发布了多项涉及人工智能领域的法案，对数

据、隐私安全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

（二）量子信息

近年来，量子计算、量子保密通信、量子感知

与计量取得显著进展，相应的商业示范性应用崭露

头角。美国明确将量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列为国家科

学基金会应关注的 10个关键技术重点领域之一[8]。

2022年，美国成立国家量子计划咨询委员会，作为

联邦政府在量子信息科技方面的独立专家咨询机

构。为支持量子信息领域的发展，欧盟在2016年推

出了“量子技术旗舰计划”；所有欧盟成员国2021年

共同签署了“欧盟量子通信基础设施协议”；欧洲

核子研究中心量子技术计划发布了中长期量子研究

计划路线图[9]。2022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洲

芯片法案》，强调量子芯片和量子技术的重要性，

致力于推动量子芯片开发技术和工程的发展。目

前，国外在量子信息领域的主要进展如下。

在量子计算方面，已进入中型含噪量子计算阶

段，在物理实现、计算模型和量子算法等方面积累

了诸多研究成果。美国谷歌公司、国际商业机器公

司、微软公司、霍尼韦尔公司，加拿大D-WAVE公

司等在量子计算机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已研发

出76位光量子模拟机、433位超导量子计算机样机、

2000比特量子退火模拟机等产品。

在量子保密通信方面，通信距离、传输速率、

集成化、组网能力等取得长足进步，已进行工程化

试点应用，在新型量子密钥分发（QKD）协议的实

验验证、QKD系统的小型化和集成化、量子与经

典信号共纤传输等方面取得多项突破。目前，国际

上具有代表性的量子保密通信企业与运营商如瑞士

ID-Quantique公司、日本东芝公司、美国Magiq公

司、韩国SK电信公司等，具备了量子随机数发生

器、QKD等设备研制及组网应用能力。

在量子感知与计量方面，美国致力于“产学

研”深化融合，在产业界、学术界、政府之间形成

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加速了量子技术的研究和开

发，取得了大量原创性、突破性成果，并在此过程

中解决了科学和工程应用两方面的挑战，促进了研

究成果的转化应用。英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重点

布局原子钟、量子传感、量子导航、量子增强成像

等技术方向，在量子感知与计量的基础研究、技术

应用、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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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5G/6G

截至2022年年底，涵盖96个国家的243家运营

商正式发布5G商用服务，515家运营商正在以测试

验证和计划部署等形式发展 5G网络[10]。全球各国

积极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大力建设5G基站、光纤、

卫星网络等，加速5G技术应用。

近年来，全球主要国家及国际组织纷纷启动

6G技术研究，提出了各自的技术演进路线图。国

际电信联盟（ITU）讨论了6G候选频谱分配；移动

通信标准组织第三代移动通信合作伙伴计划

（3GPP）将在 2025年前后启动 6G标准制定。美国

通过“下一个G联盟”引导科技企业布局未来 6G

网络技术。欧盟、韩国、日本均已宣布启动 6G标

准及技术研发。其中，2022年，德国宣布将投资建

设 6G研究中心和多个研究基础设施；英国宣布投

资超1亿英镑以促进6G网络等技术研究；日本着手

建设可共享的6G研究设施，发布了《Beyond 5G推

进战略纲要》，明确了通信技术领域的发展目标：

2025 年完成 6G 基础技术研究，2030 年实现 6G 商

用[11]。欧盟在 2021 年启动了 6G 重点研究项目

“Hexa-X”，项目团队汇集了25家企业和科研机构，

迈出了共同推进 6G技术研发的重要一步[12]；芬兰

发布《面向 6G泛在无线智能的驱动与主要研究挑

战》，对6G愿景和技术应用进行了系统性展望；韩

国提出了“引领 6G商业化”的具体目标，计划在

2028年实现6G技术的商业应用。

三、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现状

（一）整体情况

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创新

活跃，产业能力不断提升；同时，在新技术、新需

求的牵引下，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产业热点、消费热

点也不断涌现。

1.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2022年，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

占比超过13%[13]，成为国民经济日益重要的核心产

业，战略地位逐步提升。具体到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2012—2021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取得飞跃

式发展，营业收入从 7万亿元增长至 14.1万亿元，

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速达 11.6%[14]。截至 2022年，

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超过

3.5×104家，业务收入从 2.5 万亿元增长至 9.5 万亿

元，年均增速达16%[14]。数字经济成为稳增长促转

型的重要引擎。2022年，我国的数字经济规模达

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在GDP中的占比

提升至 41.5%[15]。同时，我国发布《数字中国建设

整体布局规划》（2023年），全面部署数字中国建

设。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新业态、新平台蓬勃兴起。我国人工智能产业

蓬勃发展，核心产业规模达到5000亿元，企业数量

超过4300家，智能芯片、开发框架、通用大模型等

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超算、智算、云算协同发力，

算力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16]。我国加快数据资源体

系建设，2022 年的数据产量达 8.1 ZB，同比增长

22.7%，约占全球的10.5%，居世界第二位[17]。

2. 技术创新迭代不断加快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创新最为活跃的领域

之一，相关专利与标准的数量在全球专利与标准总

量中的排名靠前。我国在集成电路、新型显示、5G

等技术领域的创新密集涌现；超高清视频、虚拟现

实等方面的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基础软件、工业

软件等产品的创新迭代不断加快，供给能力持续增

强[18]。截至 2023 年 6 月，在我国的有效发明专利

中，增速居前三位的技术领域是计算机技术管理方

法、计算机技术、基础通信程序，分别同比增

长 56.6%、38.2%、26.0%，远高于国内平均水平

（20.4%）[19]，为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创新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我国在量子通信、量子测量领

域的专利申请数量均处于全球领先位置，占比分别

为54%、49%。

3. 产业基础设施不断健全

我国数字基础设施的规模能级大幅提升，已建

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网络基础设施。截至

2022 年年底，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光纤网络，

光纤总里程约为 6×107 km；开通的 5G基站数量为

2.312×106个，5G用户达5.61×109户，位居世界前列，

5G网络加快向集约高效、绿色低碳方向发展；移动

物联网终端用户数达1.845×1010户，成为全球主要经

济体中首个实现“物超人”的国家[20]。近年来，我

国数据中心机架数量年复合增长率超过30%，截至

2022年年底，在用标准机架超过6.5×106架。工业互

联网发展势头良好，已覆盖 45 个国民经济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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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个中类，涵盖85%以上的工业大类，约有工业应

用程序3×105个，制造业的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

普及率达到76%，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57.2%[21]。

4. 产业生态不断完善

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数字产

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协同推进，产业生态不断完善。

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入赋能各行业，在消费与生产领

域不断涌现新模式、新应用、新热点，特别是与交

通、医疗、健康养老等领域的融合不断深化。企业

“上云”步伐不断加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辅助公

共服务平台能力建设渐趋完善。2023年，我国开展

5G工厂“百千万”行动，覆盖电子信息、装备制

造、石油化工、钢铁等 12个重点行业，推动了 5G

新通话、虚拟数字人等新应用的创新发展，推动流

量消费稳步增长。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有

力推动了实体经济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截至2023年7月，各地建设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

近 8000个，其中，约 1/3达到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

2级以上水平，推动制造企业基本完成了数字化转

型；209个探索了智能化升级，成为具有国际先进

水平的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制造业转型升级显著缩

短了产品研发周期，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良品

率，降低了碳排放量[22]。

（二）典型领域发展现状

1. 人工智能

我国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迅速，在应用和技术发展领域已具有较强的竞争

力。① 创新成果增长态势喜人。2021年，我国在

人脸识别、语音识别、安防监控、智能音箱、智能

家居等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处于国际前列[23]。近年

来，我国约有70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相继开设了人工

智能学院并开展人工智能研究。② 部分领域与世

界领先水平仍有一些差距。目前，我国在人工智能

前沿理论创新方面总体上处于“跟跑”位置，大部

分创新偏重于技术应用，在基础研究、原创成果、

顶尖人才、技术生态、基础平台、标准规范等方面

距世界领先水平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通过对全球人

工智能领域的高水平论文分析发现，2011—2020

年，来自美国的人工智能领域高水平论文的平均引

用率为44.99，来自我国论文的平均引用率为31.88。

③ 发展前景广阔。2017年，国务院发布《新一代

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到 2030年人工智能核心

产业规模超过 1 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10万亿元。此后，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

教育部等部门陆续发布了关于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

规划、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等落地政策，聚焦引导

并治理产业发展与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如《新一代

人工智能治理原则》（2019年）、《国家新一代人工

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0年）、《关于加快场

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2022年）等。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

我国具有市场规模大、应用场景范围广、数据资源

丰富、人力资源丰富、智能手机普及、资金投入充

分、国家政策支持等多方面的综合优势，人工智能

发展前景良好。

2. 量子信息

为推动量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我国整合了量子

信息领域的资源，成立了量子信息国家实验室，实

施科技创新2030—“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重大

项目。① 在量子计算方面，我国重视科研布局和加

强投入，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

学等为代表的研究机构在量子计算原理实验和样机

研制等方面取得一定研究成果，开发了相应的量子

计算模拟平台和编程框架环境。2023年年初，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发布 176比特的超导量子计算机“祖

冲之2号”，标志着量子计算技术发展进入了中等规

模阶段[24]。2023年 3月，深圳量子科学与工程研究

院通过运用实时重复的量子纠错技术延长了量子信

息的存储时间，在国际上首次超越盈亏平衡点，展

示了量子纠错的优势，迈出了实用化可扩展通用量

子计算的关键一步[25]。② 在量子保密通信方面，

我国初步构建了广域量子保密通信体系，具备了量

子保密通信基础研究、关键器件研制、系统集成、

组网应用等能力。2016年，我国在国际上率先发射

“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26]；2022年，基于改

进的四相位调制双场QKD协议，我国实现了833 km

的光纤QKD[27]；2023年，实现了光纤1002 km的点

对点远距离QKD[28]。此外，2022年，实现了通信距

离达到 100 km的量子直接通信系统。③ 量子感知

与计量成为近年来量子科技领域发展比较迅速的方

向之一。量子感知和量子计量按照应用方向可以划

分为雷达探测、目标成像、磁场感知、电场感知、

时频基准、惯性测量、重力测量等。我国有多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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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感知计量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多领域率先实

现了示范性应用，如远距离目标单光子成像和非视

域成像。2021年，我国实现了201.5 km的远距离山

体目标三维单光子扫描成像，平均每像素接收到的

光子数低至 0.44[29]。量子磁场传感器在地下物质勘

探、暗物质探测、医学心脑磁共振成像等领域取得

显著进展。2021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开发了基于

无自旋交换弛豫磁探原理的可穿戴多通道人体心磁

图系统，生成了心脏周围电磁场分布的心磁图仪

图像。

3. 5G/6G

我国已构建全球领先的端到端 5G产业链，实

现了重大核心技术及全产业链的群体突破和跨越发

展，整机企业的技术水平均处于世界最前列。我国

5G网络建设处于领先水平，商用规模和业务发展

领跑全球。具体到商用技术方面，我国运营商于

2020年年底已全面商用独立组网（SA），开通 5G 

SA架构运营商约有 10%；全面部署大规模多输入

多输出、服务化架构、核心网络架构等 5G标志性

技术，并全面部署R16、准备快速商用R17等5G增

强技术方案，进一步增强和完善网络能力。

我国 5G业务和应用的发展水平不断提升，5G

网络已逐渐成为改变社会、服务大众、支撑经济社

会发展的基石。5G网络发展明显缓解了业务流量

需求增长的压力，截至 2022年年底，5G分流比突

破 40%。在个人业务方面，通过积极投入和培育，

5G个人市场亮点应用逐步显现，如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有限公司率先推出“5G新通话”，为用户提供

一系列通话增强服务，提供全新的可视化、全交互

的智能通话体验。在商业应用方面，5G融入行业

的广度和深度领跑全球。行业应用以运营商为主

导，在多个行业实现了 5G应用规模拓展，在视听

体验、可交互性、场景扩展、融合创新等方面取得

了技术突破；通过多种应用合作，促进了数字技术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我国重视通信标准的研究工作，持续强化标准

的战略引领作用，积极参与 5G国际标准制定，瞄

准关键技术变革方向，推动时分双工技术成为 5G

核心基础、率先提出作为 5G标志性技术的大规模

天线等关键技术方案，提前布局原创性 5G核心关

键技术。我国在 5G 通信产业中已取得显著成绩，

具备了国际一流的自主创新能力。在 6G潜在关键

技术上取得阶段性突破[30]。在4G/5G时代，我国已

在大规模天线技术、网络架构、智能化网络等方面

积累了丰富经验；面向 6G，我国在感知与通信一

体化、通信与人工智能一体化、电磁超材料等跨界

融合方向逐步取得突破，为系统布局 6G提供了有

益借鉴[31]。

四、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面

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面临的机遇

1. 从组织形式来看，我国具有新型举国体制

优势

我国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党的二十大

报告明确提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

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一批新的增

长引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具有资金密集、技术

密集、人才密集、回报周期长等“三密一长”的显

著特征，产品体系高度复杂、产业结合高度紧密、

研制应用高度协同。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可以充分利用我国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制度优势，聚焦关键基础领域，凝聚社会最

大共识和最大合力，统筹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和市场

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优化重组创新和产业化优

质资源，构建龙头牵引、多方协同的发展生态，运

用新型举国体制，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关

键产品大规模生产和应用，在若干重要领域建立国

家竞争优势，为维护国家产业安全、推动数字化发

展提供坚实保障。

2. 从产业发展空间来看，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

场优势

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培育未来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① 超大规模市场具有市场

空间大、层次多、需求多元化等特征，能够给予企

业生存发展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具包容性的环境，促

进创新方式逐步转变为自主创新、协同创新、融合

创新为代表的内源式创新[32]。② 我国的超大规模市

场优势、数据资源优势是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

的肥沃土壤，通过企业主体与完善的产业配套，可

以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提供规模的

市场实现条件，吸引、整合国内外优质资源等为经

济发展创造足够的利润回报。③ 利用超大规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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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引领中小型企业、高校、中介服务机构等形

成具有高度自适应、自调节的产业创新生态体系，

形成产业辐射力强、市场竞争力强的产业集群。

3. 从产业发展基础来看，我国具有较为完善的

数字基础设施

我国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应用方面的优

势明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

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

基础设施正在建设完善当中。近年来，我国大力推

动 5G、大数据、高效能计算等基础设施建设，推

进人工智能与相关产业融合创新。加快推动数字

化、网络化信息基础设施向智能化信息基础设施转

变，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工业、医疗、交通、农

业、金融、物流、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的集成

应用。我国发布并实施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

保护条例》（2021年），明确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

安全保护体系，提升了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保

护能力。

（二）面临的挑战

1. 关键核心技术亟需突破，产业基础能力需进

一步提升

为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形成保底能力，产

业基础能力仍有待进一步夯实。我国虽然是制造大

国，但对于国外高端通用芯片、制造装备、基础材

料、工业软件、操作系统等电子基础产品存在严重

依赖，金融领域的业务软件存在受制于人情况。

2. 产业需形成发展新动能，提升产业链各环

节、产业链之间的协同

① 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的电子装备

制造业呈萎缩趋势。一方面，受消费不振、有效需

求减少等因素影响，2023年以来电子信息制造业、

软件业务收入均呈现下滑趋势；另一方面，受国际

形势变化的影响，出口交货值同比亦有所下降，因

此，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亟需寻找新

的发展突破口。② 产业链各环节跨层协同优化能力

受限，产业协同生态有待建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的发展对产业链高度依赖，产业链内部高度协同

尚显不足。以芯片为例，国内芯片厂商的高端芯片

出货数量较少，使国内工艺厂商、封装厂商基于市

场风险角度出发与芯片设计厂商之间的配合不足，

导致设计厂商获取工艺制造、封装等环节极限参数

和极限能力的难度较大，无法开展设计优化工作。

③ 不同产业之间的协同合力尚有待进一步发挥，如

行业碎片化、个性化需求等使5G专网短期内难以形

成标准化产品和批量复制推广，制约了其发展规模

的扩大和发展速度的加快。

3. “科技 - 产业 - 金融”循环有待健全

① 国家中长期规划中的系统性研发投入有待加

强。在光刻机、电子元器件等领域缺乏长期、稳定

的投入，项目分布呈现小而散的特征，弱化了研发

投入的累积效应。② 针对金融机构尽职免责的激励

政策偏少，特别是鼓励政策性金融投入的政策还需

加强。③ 资本市场未能很好地连接创新链与产业

链，两者之间存在“看不见”“看不懂”“两张皮”

的问题，直接融资、基金投资在发现技术价值、挖

掘产业价值方面以及在两种价值之上做增量的作用

还发挥不够。④ 资金的资源整合功能未能很好发

挥，立足于为创新链全生命周期提供多元化、多层

次的资金支持还够充分，资金未能较好地投入到产

业链的薄弱环节，服务链条的完整性有待提升。

4. 产教融合与科教融合仍需进一步深化

① 人才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机构间的

流动不畅，尚未形成健全有效的人才流动机制以更

好地推动技术创新和科研成果转化。② 复合型人

才较为短缺。以集成电路为例，由于工艺、封装等

环节与集成电路设计分属不同的技术领域，同时熟

悉多技术领域的设计人才培养难度大、周期长，致

使具备系统跨层协同优化能力的设计人才缺乏，限

制了产业链形成合力的能力。③ 科教融合程度仍

需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迭代快、创新多、教材容

易过时，专业课程设置尤其要和科研实践、技术实

践紧密结合。

五、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建议

（一）坚持运用体系工程思维，巩固提高一体化战

略体系和能力

建议以新型举国体制为牵引，建设立足于世界

科学和技术发展前沿、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实施集

基础科学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

于一体的综合性重大科学工程。通过跨学科、跨领

域、跨层次、跨组织等方式，实现科技资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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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深度融合，推动科学理论探索、

关键技术突破、核心产品研发、产业体系建设等全

产业链的创新。建立和健全公共基准体系、工业软

件体系及工业母机体系，以科学体系工程为核心和

基础，延展到社会经济系统，包括科技、产业、体

制、机制等方面。以量子计算机为例，汇聚全社会

的力量，以工业软件为依托，形成量子比特等方向

的公共基准，全力研制量子计算机的制造装备。

（二）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产业基础能力

建议以国家重大安全战略需求为目标，全链条

保持并发展支撑信息通信产业长远发展的基础产业

力量，补齐需求短板，重点突破以高端通用芯片为

主的核心元器件，以操作系统、工业软件为核心的

软件工具，以网络通信协议为核心的网络基础设

施，以及关键原材料、基础工艺、仪器设备等。支

持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高端芯片的研发，

突破芯片基础软件研发壁垒。加大对“硬科技”创

新投入的支持力度，鼓励重点地区加大对大科学装

置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投入，全力推动国家关键

领域实验室的发展，鼓励各地区之间开展多元化的

协作研究，尝试创建联合实验室及实验室联盟，主

动承担和突破国家“卡脖子”核心技术的攻关任

务，实现原创技术引领性突破，支持各地围绕禀赋

优势打造细分领域的标志性产业。

（三）以企业为主体，构建产业融合集群发展

建议加快高端创新要素、产业要素的集聚，完

善产业集群的创新创业生态，培育龙头企业，以龙

头企业的示范效应形成知识和技术在信息技术产业

集群中的扩散。依托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

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以区域协同引领产业集群发

展。以企业为主体，构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科研

院所、研究型高校、投融资机构等紧密合作的创新

联合体，引领构建自主可控产业生态。与其他市场

主体开展战略合作，协同推进需求设计、产品研

发、试验验证和先试先用，通过联合投资、共建实

验室等多种方式打造“产学研用”创新联合体，带

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集群发展，形成成果共

享、风险共担和利益共赢的开放创新生态。

发挥产业链链长的作用，汇聚优势力量与重要

资源，开展共性技术攻关，开展链上堵点、卡点的

集中攻关，将技术“点”的突破及时应用到产品量

产工作中。支持产业链优势单位直接点题立项，项

目以最终产品（如高性能服务器处理器、高性能图

像处理器等）和产品平台（如工艺制造平台能力、

封装平台能力）的产业化能力为验收目标，而非以

单点关键技术或能力为验收目标，促进各技术点的

突破整合，促成产业链能力的生成。

（四）以场景驱动的创新为牵引，促进开放式创新

生态构建

建议打造国内重大场景，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

场的优势，系统设计、定制一批重大场景，以重大

场景为牵引，大应用引领大的技术突破，汇集贯通

行业、产业数据，形成通用性的从“100”到“1”

的能力。从行业信息化应用中凝练新理论、新知

识、新工具，形成通用解决方案、通用基础底座，

推动信息化从服务优化原有体系向引发体系重塑转

变。引导企事业单位、公共机构建立一批基于自主

可控的全国产技术的自有场景，形成保底能力。以

增强产业全球竞争力为目标，集中力量在一些重要

环节打造“冲击脉冲”，巩固5G、第三代半导体器

件等优势技术并融入全球生态，塑造“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全球化场景。依托科技领军企业或者

平台类的战略科技力量，搭建“产学研”融合、科

教融合、产教融合等分布式创新合作网络，以开源

开放的方式，吸引不同创新主体、产业主体参与技

术迭代与应用创新，有效促进跨学科交叉融合，融

通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

（五）推动“产学研用金”协调发展，培育高水平

人才队伍

建议优化资金投入体系化布局。优化财政资金

和政策性金融的投入结构，加大投资力度，引导金

融机构加大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卡脖子”技术

攻关的专项投入。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设置科技

创新专项债券，用于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新

型研发机构的基础条件建设。探索建立政策性金融

机构的技术风险投资尽职免责机制。

建议打造高水平人才高地，持续优化创新人才

生态。构建人才“旋转门”机制，畅通人才在企

业、科研院所、高校之间的流动。推进高校与企业

间的双向联动，通过特色化示范性软件学院、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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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学院、高层次人才培养等平台机制，建立校企

实训平台，汇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各方资

源，加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以产教融合项目为具

体依托，开展产教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包括产学合

作协同育人项目、国家网络安全人才与创新基地

等。建立全周期、全链条式人才培育体系，以重大

科技项目、重大科技任务、重大科技平台等为载

体，大力培育有全球影响力、后备亟需紧缺的科技

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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