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1

中国工程科学 2018 年 第 20 卷 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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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互联网“技术、产业、应用”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具有广阔前景和无

限潜力，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正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影响。本文从 “互联网 +”发展的现状出发，

剖析“互联网 +”在技术、产业、应用及跨界融合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互联网 +”的内涵、“互联网 +”系统的

体系架构及技术体系，进而对我国“互联网 +”行动计划实施的实现目标、重点任务及战略支撑与保障等提出初步的建议。

关键词：互联网 +；融合发展；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TP393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In the phase of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worldwide, the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In-
ternet in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as well as its application in the economic society of various fields has a broad development prospect 
and unlimited potential; this has become the inexorable trend of the era and is generating strategic and overall impact on the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beginning from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Internet 
Plus” development in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as well as its application and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conno-
tation of “Internet Plus”, its system architecture and technical system, and then provides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Internet Plus” action plan for achieving goals, completing key tasks, providing strategic support and guarantee, etc.
Keywords: Internet Plus; integrative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strategy

一、前言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迅速发

展的互联网技术、产业、应用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

转型升级需求融合发展具有广阔前景和无限潜力，

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正对各国经济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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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产生着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影响。新互联网技术、

新信息通信技术、新人工智能技术、新能源技术、

新材料技术、新生物技术、新应用领域专业技术 
7 类技术的融合 [1]，特别是新互联网技术（物联

网、车联网、移动互联网、卫星网、天地一体化网、

未来网络等）、新信息通信技术（云计算、大数据、

5G、高性能计算、建模 / 仿真、量子计算等技术）、

新人工智能技术（潘云鹤院士在世界智能大会上做

的题为“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报告，提出基于

大数据智能、群体智能、人机混合智能、跨媒体推

理、自主智能五大类技术）与各领域应用专业技术

的深度融合，正在引发国民经济、国计民生和国家

安全等领域新模式、新手段和新业态的发展变革，

一个“新互联网 + 大数据 + 人工智能 +”时代正在

到来 [2]。
以制造业为例，世界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德

国、英国、日本等，纷纷推行创新战略，先后制定

国家计划，巩固其在技术、产业方面的领先优势，

积极抢占未来各产业发展的制高点，从政策牵引、

创新体系建设、关键技术攻关、重大工程实施等方

面，全力支持互联网与智能制造的融合发展。美国

先后提出《工业互联网》《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国

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国家先进制造战略计划》

等战略措施；德国发布《工业 4.0 计划》，并提出

了《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 4.0”
战略的建议》《高技术战略 2020》等战略措施；英

国实施《英国工业 2050 战略》，提出了《制造的未

来：英国的机遇和挑战新时代》；法国发布了“未

来工业”计划及“工业新法国”计划；日本发布了

《机器人新战略》，建立“产业价值链主导权”联盟；

欧盟制定了《欧洲 2020 战略》。

我国先后推出了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

网 +”行动计划的指导意见》《中国制造 2025》《国

务院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

见》《国务院关于深化“互联网 + 先进制造业”发

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等国家战略规划和对策。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计划的指

导意见》提出，加快推动互联网与各领域深入融合

和创新发展，加速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增强各行业

创新能力，构筑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和新动能。《中

国制造 2025》明确提出，要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

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

实现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国务院最新发布

的《国务院关于深化“互联网 + 先进制造业”发展

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围绕推动互

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网络、平台、安全

三大功能体系，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互联网

与各领域的融合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共享经济发育的

基础。

二、“互联网 +”发展现状及问题

世界各国在积极发布“互联网 +”与领域融合

发展战略的同时，将抢占技术制高点的战略聚焦在

核心技术的研发上，在技术储备的同时，逐步推进

各产业的发展，最终在应用推广中实现技术、产业

和应用的协调发展。

①在网络基础设施方面，美国在《美国国家创

新战略》中提出，将互联网作为国家创新规划的根

基；英国实施“宽带英国”项目；欧盟制定的《欧

洲 2020 战略》，明确指出必须依靠信息通信技术来

促进各领域的创新。②在制造领域，美国提出了《工

业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等；德国

提出了《工业 4.0 计划》；英国提出了《智能制

造计划》《高价值制造计划》等。③在农业领域，

美国大农场成为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的引领者；日

本大力发展适度规模农场的精准农业，重点开发了

农田作物测绘系统等农用智能系统等；澳大利亚以

高速宽带网络建设为基础，发展生态农业。④在能

源领域，美国主要研究能源网的架构设计；德国侧

重于研究信息通信网络。⑤在医疗领域，美国发布

了最新《美国国家创新战略》，在医疗健康领域重

点关注“精准医疗”和“大脑计划”，最新发布了《联

邦政府医疗信息化战略规划（2015—2020）》；日本

2015 年发布《机器人新战略》，涉及医疗护理等重

点领域。⑥在交通领域，美国启动了 IntelliDrive 计

划，开展协同式智能交通系统研究。欧洲各国启动

了面向 2020 年的 DRIVE C2X 项目，开展协同式智

能交通技术研究。⑦在环保领域，欧美等发达国家

建立了完善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体系等。

我国各产业面临巨大挑战，正面临从价值链的

低端向中高端，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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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在各项战略措施指导下，国内各领域

在推进“互联网 +”融合过程中，也已取得一定

的进展。①在网络基础设施领域，高性能计算、网

络通信设备、智能终端、软件等技术和设备不断取

得突破，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形成

了一批领军企业。②在制造领域，我国率先提出云

制造等新理念；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装备实现重要

突破，在智能产品和智能互联产品、使能工具等方

面取得一定成绩。③在农业领域，农业传感器研

制、遥感技术研究、农业机器人研发等已具备一

定基础。④在能源方面，我国颁布了《关于做好

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

干意见》等一系列关于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的指

导性文件。⑤在医疗领域，目前正大力发展智能

医疗服务远程医疗模式。⑥在交通领域，智能网

联车路协同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基本掌握了智

能汽车共性技术、车辆运行状态辨识等核心技术。 
⑦在环保领域，正在推动“数字环保”向“智慧

环保”转型，“智慧环保”的应用逐步深入。

随着“互联网 +”与各领域的逐步融合，促使

各领域应用模式、手段和业态的变革，在互联网技

术、产业、应用以及跨界融合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已具备加快推进“互联网 +”发展的良好基础。

当前，我国从中央各部委到地方各省市纷纷

出台“互联网 +”行动计划，带动全社会兴起了创

新创业热潮。但是，随着“互联网 +”的对象越来

越广，“+”的程度越来越深，互联网已不再是传

统意义上的信息网络和一般意义上的工具，它已

成为人类社会空间、虚拟网络空间和物质实体空

间的融合体。“互联网 +”的发展也遇到了从技术、

产业到应用的重构、转型升级以及与社会互动的

新需求，“互联网 +”与各行业或领域应用融合还

存在诸多问题。

我国在技术研究层面缺乏对“互联网 +”内涵

的深入研究，“互联网 +”的体系架构和技术体系处

于碎片化状态，缺乏完善的“互联网 +”标准化技

术顶层设计、合作机制、跨界融合核心技术标准和

标准指南。同时，缺乏对基础通用类、非对称类和

颠覆性技术的研究，“互联网 +”核心技术存在“缺

芯少魂”的问题，互联网在与各领域交叉跨界融合

技术研究方面处于起步阶段，这些将会成为制约互

联网未来发展的技术隐患。在产业发展层面，缺乏

研发自主知识产权的工具和系统平台企业；缺乏开

发实施技术与系统的软硬件企业；缺乏提供互联网

技术服务的运营中心和专业服务商企业。在应用融

合层面，目前互联网与消费领域融合取得显著成果，

但在与其他应用领域的跨界融合方面尚处于初级阶

段，欠缺相关领域之间融合的应用示范工程。在创

新体系方面，支撑“互联网 +”发展的创新体系目

前还处于空白状态，“互联网 +”相关的创新中心建

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在政策方面，新业态发展面临

体制、机制、法律法规等政策方面的乏力与障碍。 
与“互联网 +”融合性业态发展相关的政策、法律

法规、多方协调监管体系和治理体系亟待建立。在

人才方面，跨界融合型人才严重匮乏。

为更好地落实“互联网 +”行动计划，加快推

动“互联网 +”在各个领域的发展，本文重点从“互

联网 +”的内涵、系统体系架构、技术体系，实施

我国“互联网 +”行动计划的实现目标、重点任务

以及战略支撑与保障等几方面提出初步的建议。

三、“互联网 +”的内涵、系统体系架构及

技术体系

（一）“互联网 +”的内涵

“互联网 +”是互联网发展的新业态，推动经济

形态不断发生演变，从而提高社会实体经济的生命

力。“互联网 +”就是“互联网 +”各个行业，但这

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基于泛在网络，借助新互

联网技术、新信息通信技术、新人工智能技术、新

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新生物技术、新应用领域

专业技术 7 类技术深度融合的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技术手段，构成以用户为中心的智慧资源与能

力的服务云，使用户通过智慧终端及智慧云平台便

能随时随地按需获取智慧资源与能力，对“互联

网 +”全系统全生命周期活动（产业链）中的人、机、

物、环境、信息进行自主智慧地感知、互联、协同、

学习、分析、认知、决策、控制与执行 [3,4]，促使

“互联网 +”系统的全生命周期活动中的人、技术 /
设备、管理、数据、材料、资金（六要素）及人才

流、技术流、管理流、数据流、物流、资金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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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集成优化，形成一种基于泛在网络，以用户为

中心，人、机、物、环境、信息融合，互联化、服

务化、协同化、个性化（定制化）、柔性化、社会

化的智慧新模式和“泛在互联、数据驱动、共享服

务、跨界融合、自主智慧、万众创新”的新业态，

以持续提高企业（或集团）的市场竞争能力，优化

流程，改进产品质量，提升生产效率，激发生产性

活动和服务的活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互联网 +”系统体系架构

“互联网 +”系统的体系架构如图 1 所示，主

要包括以下五个层次：

（1）应用领域资源 / 能力 / 产品层。该层包括

要接入整个系统的各种软资源、硬资源、专业能力

以及产品。

（2）感知 / 接入 / 通信层。该层通过感知技术、

物联技术、终端技术等，将各类物理硬软资源 / 能
力接入到网络中，实现资源 / 能力 / 产品的全面感知、

互联，为系统虚拟资源、能力、产品的虚拟化封装

和服务调用提供支持。与此同时，为即时处理，可

在本地对感知的数据进行处理，即边缘计算与处理。

（3）服务平台层。该层主要面向三类用户（智

能服务提供者门户、平台运营者门户、智能服务

使用者门户）提供基础中间件，包括虚拟资源 / 能
力管理、知识 / 模型 / 算法管理、智能服务系统

构建管理、智能服务系统运行与服务评估、大数

据处理引擎、人工智能引擎、嵌入式仿真引擎等，

以及提供智能制造、现代农业、智慧能源、益民

服务、智能交通、智慧环保等领域的各类应用支

撑服务。

（4）智能应用层。该层主要是面向智能制造、

现代农业、智慧能源、益民服务、智能交通、智慧

环保等领域，提供互联化（协同化）、服务化、个

性化（定制化）、柔性化、社会化、智能化等各类

应用模式。

（5）人 / 组织层。主要指新型人工智能系统及

……

应用领域资源/
能力/产品层 应用领域资源

核心支撑层

应用支撑服务

基础中间件

智能服务提供者门户 平台运营者门户 智能服务使用者门户

云端个性化定制界面

普适化智能化人机交互设备

智慧用户界
面层

智慧资源、能力、产品虚拟化封装

智能虚拟资
源/能力/产

品层

感知/接入/
通信层

跨媒体信息融合与智能处理（边缘制造系统）

智能资源、能力、产品感知与接入
感知单元 RFID传感器、摄像头线圈、GPS遥感、雷达二维码 

物联网、WSN网络、社会网、络新一代互联网、行业专网专网技术
以太网、WiFi 光纤网络、IPv6、4G通信、宽带超宽带通信传感网络

传输网络

智能系统运
行管理

智能系统服
务评估

智能系统建
模仿真

大数据处
理引擎

人工智能
引擎

智能系统构
建管理

知识/模型/
算法管理

虚拟资源/能
力管理

嵌入式仿
真引擎

智能应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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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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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行动计划区域融合应用示范新模式

“互联网+”
智能制造
应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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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化智能
资源池

虚拟化智能
能力池

虚拟化智能
产品池

应用领域能力 应用领域产品

图 1 “互联网 +”系统的体系架构



005

中国工程科学 2018 年 第 20 卷 第 2 期

全生命周期活动中的人和组织。

以上各层均有其标准及安全管理体系。

（三） “互联网 +”技术体系总体框架

“互联网 +”的技术体系总体框架主要包括总体

技术体系、感知 / 接入层技术体系、平台技术体系、

软件技术体系、标准技术体系、安全技术体系、支

撑技术体系、融合应用技术体系。其中，总体技术

体系涵盖面向“互联网 +”应用领域商业模式、系统

架构技术、系统集成技术、系统开发与应用实施技

术等；感知 / 接入层技术体系涵盖各类感知器技术，

传统的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移动互联网、卫

星网、天地一体化网、未来互联网等技术；平台技

术体系涵盖智慧资源 / 能力感知技术、物联技术、虚

拟化 / 服务化技术、虚拟化服务环境的构建 / 管理 / 
运行 / 评估技术、智慧虚拟化云可信服务技术、知

识 / 模型 / 大数据管理、分析与挖掘技术、人工智

能引擎技术、嵌入式仿真技术、普适人 / 机交互技

术等；软件技术体系涵盖系统软件技术、平台软件

技术、应用软件技术；标准技术体系涵盖总体标

准、安全标准、共性支撑标准、服务融合标准、指

南与评估、行业应用标准等；安全技术体系涵盖物

理安全防护技术、技术安全防护技术、管理安全防

护技术、商业安全防护技术等；支撑技术体系涵

盖信息通信技术、智能科学技术、新兴技术、应

用领域专业技术等共性技术；融合应用技术体系，

包含“互联网 +”智能制造、“互联网 +”现代 
农业、“互联网 +”智慧能源、“互联网 +”益民 
服务、“互联网 +”智能交通、“互联网 +”智慧

环保等领域融合应用技术，如图 2 所示。

四、我国“互联网 +”实现目标和重点任务

的建议

（一）实现目标

到 2020 年，初步形成“互联网 +”的体系架构、

技术体系、标准体系、评估体系和管理体系，攻克

基础通用类、非对称类和颠覆性技术，研究“互联

网 +”各领域跨界融合技术和服务融合、指南、评

估等重点标准；初步构建服务于“互联网 +”集成

开发环境、通用集成平台、标准统筹机制和标准化

平台，研发智能互联产品和自主可控使能工具，催

图 2 “互联网 +”技术体系总体框架

“互联网+”技术
体系总体框架

“互联网+”
总体技术体系

“互联网+”
感知/接入层技术体系

“互联网+”
平台技术体系

“互联网+”
软件技术体系

“互联网+”
标准技术体系

“互联网+”
安全技术体系

“互联网+”
支撑技术体系

“互联网+”
融合应用技术体系

面向“互联网+”应用领域商业模式；系统架构技术；系统集成技术；系统开发与应用实施技术等

系统软件技术：终端软件技术、物联网与网络化协同软件技术、云平台系统软件技术等

平台软件技术：技术容器隔离技术、动态伸缩技术、故障隔离与自我恢复技术等

应用软件技术：公共软件服务提供的共性应用软件、面向特定领域的定制化应用软件等

“互联网+”总体标准

“互联网+”安全标准

“互联网+”共性支撑标准

“互联网+”服务融合标准

“互联网+”指南与评估

“互联网+”行业应用标准

管理安全防护技术：安全法规、安全制度、安全文化等

商业安全防护技术：交互行为分析技术、行为辨识技术、瞬时辨识技术、实时并发技术等

各应用领域共性使能技术：信息通信技术、智能科学技术、新兴技术、应用领域专业技术等

“互联网+”智能制造融合应用技术体系

“互联网+”现代农业融合应用技术体系

“互联网+”智慧能源融合应用技术体系

“互联网+”益民服务融合应用技术体系

“互联网+”智能交通融合应用技术体系

“互联网+”智慧环保融合应用技术体系

各类感知器技术；传统的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移动互联网、卫星网、天地一体化网、未来
互联网等

基础共性平台技术：智慧资源/能力感知技术、物联技术、虚拟化/服务化技术、虚拟化服务环境
的构建/管理/运行/评估技术、智慧虚拟化云可信服务技术、知识/模型/大数据管理、分析与挖掘
技术、人工智能引擎技术、嵌入式仿真技术、普适人/机交互技术等

应用平台技术：“互联网+”智能制造/现代农业/智慧能源/益民服务/智能交通/智慧环保系统应用平
台技术

物理安全防护技术：安全物理环境、安全硬件设备和通信链路、使用权限与身份、安全电磁兼容
环境等

技术安全防护技术：网络访问控制技术、数据库的备份与恢复技术、信息加密技术、反病毒技术、
入侵防护技术、系统安全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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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批支撑系统开发实施企业和提供技术与服务的

实施和运营中心；培育一批引导性的应用示范工

程；进一步提升基础支撑，固定宽带网络、新一代

移动通信网和下一代互联网快速发展，物联网、云

计算等新型基础设施更加完备；初步建立互联网融

合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标准规范、信用体制及人

才保障措施。推动各领域企业互联网化，实现“数

据驱动”，形成各行业与跨行业的生态系统雏形。

到 2025 年，形成完善的“互联网 +”技术体

系、标准体系、评估体系和管理体系，突破并掌

握核心的关键技术；完善和优化“互联网 +”集成

开发环境、通用集成平台、标准统筹机制和标准化

平台，研制国产的具有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的智能互

联产品，芯片、设备、操作系统、基础软件和工业

软件等，在系统集成、实施和运营领域形成一批领

军企业，将各领域典型的应用示范工程推广到产业

层面，形成产业链和产业群，形成“互联网 +”的

生态体系；泛在网络、精准控制、区块链等主要

的“互联网 +”支撑关键技术和融合技术均要实现

突破，互联网基础设施进一步夯实；互联网融合

发展的保障措施、标准规范、法律法规逐步完善，

公共数据资源逐步开放，发展环境进一步开放包容。

到 2030 年，形成“互联网 +”的涵盖技术、

标准、评估和管理体系的完善的创新体系，研制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智能互联产品和自主可控使能工

具，打造和引领全球协同发展的“互联网 +”产业

生态，加速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迁移，互联网与各产

业深度融合，有效支撑互联网与各产业深度融合发

展，促进各领域产生泛在互联、数据驱动、共享服

务、跨界融合、自主智慧、万众创新的新业态。

（二）重点任务

1. 科技专项

在“互联网 +”总体发展研究方面，从技术体

系、共性平台两方面设立科技专项，技术方面研究 
“互联网 +”的体系架构、技术体系、标准体系、管

理体系和评估体系及其核心技术；平台方面构建服

务于“互联网 +”多领域的通用集成云平台，搭建

自主知识产权的“互联网 +”集成服务云平台、“云

+ 端”大数据集成处理平台和标准化服务平台。在

基础支撑技术及环境方面开展“互联网 +”跨界融

合技术创新工程，构建国家未来网络试验环境；在

智能制造领域开展“互联网 +”航空制造科技专项、

“互联网 +”汽车的城市智慧移动出行产品与服务平

台等科技专项及“互联网 +”流程工程的典型流程

工业研发智能优化制造系统实验平台科技专项；在

现代农业领域，开展农业传感器与仪器仪表关键技

术研发专项、农业北斗导航技术研发专项、农业灾

害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关键技术研发专项、“互联

网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与溯源关键技术研发专

项及精准农业大数据平台研发专项；在智慧能源领

域，开展智慧能源系统的基于信息物理融合基础理

论与关键技术科技专项及基于知识自动化的电力系

统智能调度系统科技专项；在益民服务领域，构建

互联网人口基础信息国家级开放云平台，建立技术

标准服务体系和智能化应用；在智能交通领域，开

展关于综合交通感知体系、综合交通信息共享和系

统互联、汽车物联网及智能汽车等的科技专项；在

智慧环保领域开展生态环境“天空地”一体化立体

监测体系构建技术研究、以业务化运行服务为主线

的生态环境大数据平台构建关键技术研究、生态红

线遥感监测大数据平台构建关键技术研究、环境智

能监察体系关键技术研究、城市空气质量监测智能

调控平台构建关键技术研究、水环境监管大数据平

台构建关键技术研究。

2. 应用示范工程

在“互联网 +”总体发展研究方面，构建“互

联网 +”多领域跨界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集成云服

务平台应用示范工程。搭建“互联网 +”多领域软

件双创环境，打通跨领域软件边界，集成多源异构

系统，形成统一软件体系；建立“互联网 +”多领

域自主知识产权的集成服务云平台，集成各领域应

用平台，形成跨区域、跨行业、跨企业的纵向集成

云平台和涵盖产品全生命周期活动的横向集成云平

台，推动区域云、行业云、企业云、大数据、人

工智能、跨界融合技术等关键核心技术在重点领

域的集成应用。在“互联网 +”基础支撑技术与

环境领域，构建“互联网 +”基础设施应用示范工

程和“互联网＋”开源软件示范工程；在智能制造

领域。构建产业互联智能制造示范工程；在现代农

业领域实施智慧农业应用示范工程、农产品智慧物

流示范工程及农机物联网示范工程；在智慧能源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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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构建可再生能源与充电设施一体化示范工程、

智慧能源与绿色智能交通融合示范及能源服务互

联网平台示范；在益民服务领域，开展智慧健康

医疗、可信互联网健康信息及慢性病全息管理和

养老集成服务示范工程；在智能交通领域开展城

市交通共享出行应用服务的示范工程；在智慧环

保领域，实施“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应

用示范工程、污染源综合监管平台应用示范工程

和生态大数据平台应用示范工程。

五、促进“互联网 +”发展的战略支撑与 

保障的建议

1. 加强政策、法律、监管三方面的统筹

加强各领域“互联网 +”的顶层建设与规划引

领，强化推进“互联网 +”的中观统筹。一是加强

政策统筹，重点实现多方位政策协同联动，统筹应

用各项政策措施及工程手段，加大对融合创新和应

用推广的政策支持力度；二是加强法律统筹，重点

是完善促进“互联网 +”发展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

度，统筹发展、监管、安全等重点领域的立法，构

建互联网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法律制度

体系；三是加强监管统筹，重点是成立跨领域融合

监管部门及相关制度，统筹“互联网 +”资源、主体、

行为监管，重点加强企业信用信息、个人健康等的

质量监管，为各领域“互联网 +”的实施提供基本

保障；四是完善政策、法律、监管等信息化管理与

评估机制，充分利用“互联网 +”手段提升政策实

施与评估水平，确保相关战略和政策取得实效。

2. 加快建立“政产学研用”长效协作机制

一是整合国家相关部委、企业、研究机构、高

校、行业组织等多方资源，在“互联网 +”重点领

域加快构建国家级、区域级创新中心，推动重点

领域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等的创新突破与市

场化应用，提升产业自主创新与安全可控能力；

二是在重点领域组织成立“互联网 +”产业联盟，

加快探索形成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市场化协作

机制，着力提升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应用水平；三

是依托“互联网 +”产业联盟，加强重点领域基础

数据库建设和开放利用，协同推进“互联网 +”标

准体系的研制和应用，促进优化各领域产业链和

产业生态体系。

3. 培育“互联网 +”良性发展的产业生态

一是加快推进政府数据公开，支持各行业协会

或第三方机构建立行业性大数据平台、云平台，强

化行业技术路线、发展格局、制度政策等相关信息

的收集分析，加快构建引导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产

品溯源、征信评级等良好环境；二是整合科研院所

的研究力量，构建国家互联网创新中心，加强“互

联网 +”技术创新趋势研究与关键技术储备，为“互

联网 +”提供强有力的核心技术支撑；三是引导各

省市因地制宜地研究制定“互联网 +”重点领域推

进政策，形成差异化的区域战略布局态势；四是支

持重点行业龙头企业积极建设各类“双创”平台，

创新产业链金融等产融结合模式，充分发挥在“互

联网 +”行动中引领带动中小企业加快协同发展的

作用；五是大力支持有特色的中小型创新企业加快

发展，形成众多小领域的“互联网 +”垂直产业链，

通过大企业的合理收购和公开上市等举措为风险投

资提供畅通的退出通道。

4. 突出融合性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一是鼓励高校加强“互联网 +”融合领域新兴

学科建设，在新兴的交叉性学科领域开展前瞻布局；

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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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

是研究出台针对“互联网 +”领域优秀企业家和高

素质技术、管理团队的优先引进政策；四是引导有

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建设，支持设立创新岗位、鼓

励业余创新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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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谢

衷心感谢团队全体同志的辛勤劳动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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