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解读·智慧生活篇

数字长三角，互联互通畅享美好生活

一体化 如何影响你

畅想一体化

    如果说三年前，当美团 CEO王兴提出互联
网“下半场”的论断，还引发了不少争议，那么，

当我们回首 2019年的时候， 可以发现几乎所
有的业内大佬都公认互联网行业已经进入了
“下半场”，这从一些行业数据中已经有所端倪。

然而， 在工信部最新发布的 《2019年 1－10

月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运行情况》中，上海互
联网行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37%， 排名全国第
一。 上海究竟靠什么拿到了这个“第一”？

翻开工信部的官方网站， 我们可以看到
工信部在每个月都会统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业运行情况。 从今年前八个月的情况来看，行
业收入增速低于去年， 特别是今年的 1-2月，

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 10.4%，而当时上海的增
速为 17.8%。从 2月开始，增速开始回升，特别
是到前 9月的时候， 增速已经超过了去年同
期，而最新发布的前 10月数据更是喜人，其中
上海的增速达到了 37.1%，为全国第一。

要想了解上海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个 “第
一”，不妨让我们看看互联网的“下半场”究竟
意味着什么？ 回顾互联网行业这二十多年的
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增长来源就是流量。

免费、红利、高增长、高爆发，这些几乎成为了
过去互联网企业赢得市场的“法宝”。然而，互
联网人口红利在今天已经开始逐渐消散，这
从行业数据中可见一斑，像智能手机出货量、

月度活跃设备总数等出现了递减的趋势，我

们已经可以感受到， 简单的流量效应已经无
法再带动社会继续产生巨大的价值创新，因
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共享单车这样曾经火爆
一时的互联网应用， 似乎在一夜之间就进入
了行业的“寒冬”。

有“危”就有“机”，对于互联网行业来说，

依靠简单粗放争夺流量的发展模式似乎已经
走到了尽头， 但互联网正在从提供资讯、搜
索、电商、购物、社交等服务，逐渐转变到与各
行各业的深度融合。 互联网已经开始全面渗

透到产业价值链，并对其生产、交易、融资、流
通等环节进行改造升级， 形成极其丰富的全
新场景，极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于已经做
好充分准备的上海来说， 这无疑是巨大的机
遇，而从今年以来，上海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
的收入增速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

在今年 10月举行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
业家咨询会议第 31 次会议上， 普华永道
（PwC） 全球主席罗浩智认为上海有三大优
势：第一，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他们还在

继续发展和进化； 第二， 与世界其他城市相
比，上海拥有很好的基础设施建设；第三，这
里的政策和机会能够让企业愿意持续在这里
投资，这里的环境非常适合创新。在数字化和
科技应用领域，人、政策和科技的结合为这座
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和优势。

这两年， 上海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了百
度、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将更多创新
资源配置、创新技术突破、创新成果转化放在
上海。 今年 6月，科创板在上交所正式开板，

成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
心的重要推动点，激发了互联网公司的活力，

加速企业的成长和扩张。

在互联网的“下半场”，上海已后来居上。

面对正在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 上海也做好
了准备。 近年来，上海积极顺应时代潮流，把
发展人工智能作为优先战略选择，主动谋划，

加紧布局。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上海拥有人工
智能核心企业 1000余家， 不少企业更是将
人工智能技术与互联网相结合， 通过算法和
大数据，来产生新的市场红利。

互联网的“下半场”，区域经济、产业政策
和商业积淀的作用日益加强。 12月 1日，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
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共同打造“数字长
三角”。 对于上海来说，更要起到龙头带动作
用，携手长三角的其他省市，共同培育新技术
新业态新模式、共同推动重点领域智慧应用、

合力建设长三角工业互联网，未来中国经济将
更富活力与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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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下半场”，上海“第一”靠啥

    今天是电商节日

“双 12”。很多长三角地
区的“剁手族”发现，与过去相比，发货速度

正越来越快，从最初下单后焦灼等待，到隔
日达、 当天达、1小时达， 购物体验越来越

好。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在快递行业
的仓储、运输、配送等环节正大展拳脚，刷

脸、扫码等也提升包裹取寄时效，为“双 11”

“双 12”带来便捷、智能的服务。

如今，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宁波、温

州、苏州的居民在 7城间穿梭，只需打开自

己所在城市的地铁 App，在其余 6城也能扫

码乘车， 不再需要在手机里装一堆地铁

App。 将来，长三角的地

铁“通票”还将不断增添
新成员。

上海的“一网通办”，浙江的“最多跑一
次”，江苏的“不见面审批”，优化营商环境的

背后正是数字化手段的助力。

这正是“数字长三角”让我们的生活
更加方便、实惠的一个个生动案例。 可以

想见，无论是医疗、交通、购物、办事，还是
做生意、谋转型，“数字长三角”都将带来

新的想象空间。 数字经济，必将成为长三
角一体化的新动力，是长三角高质量发展

的金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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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一座全新的人工智能中心正在

徐汇西岸崛起；在浙江，永不“下线”的城镇乌
镇，每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聚集全球目光。

上汽和阿里的合作让互联网汽车成热
销爆款，新能源车企蔚来、威马布局长三角，

在浙江、江苏等地建立智能网联汽车制造基
地，数字经济正助推长三角成为中国车界新

“硅谷”⋯⋯

长三角地区，有着良好的科技创新实力
和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的带动下，区域内部空间、商业、人才、民生服
务、政务、科创等领域一体化进程都在加速。

5G跑出智慧连接新速度
去年底，全国首个跨省 5G视频通话在上

海、苏州、杭州、合肥四城实现互联。今年 10

月，5G 正式商用，50 个城市入选 5G 首批开
通城市名单，长三角地区共有 10个城市入

围，占全国的五分之一。一张覆盖长三角的
5G大网徐徐铺开。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下简称《纲要》）提出，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水平，打造数字长三角。在长三角地区，5G

技术在智慧城市、工业智能制造、智能驾驶等
应用场景都有了广泛深入的拓展。

上海作为同时被三家运营商选中的首批
5G试点城市，正加快建设 5G为引领的新一代

信息基础设施，华为上海研究所、诺基亚贝尔和
中兴，都将无线研发团队放在了上海浦东。

浙江德清正以 5G催化“车联网+地理信
息”的跨界融合，舟山在国内首次将 5G运用

于跨海大桥，绍兴则将 5G应用于古镇旅游和
保护；而江苏，则将车联网、制造业、造船业等

三大产业与 5G紧密结合；今年 6月，中国首
座“特高压+5G”基站建设在安徽宣城宣告成

功，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的特高压输

电工程⋯⋯长三角 5G产业融合速度正不断

提速。

“包邮区”民生福利节节升级
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服务型消

费也正在成为长三角居民的消费领头羊。

来自上海的电商平台拼多多和来自江苏
的纸巾企业擦出了奇妙的火花———不久前，

这家纸巾企业持续接到广西经销商的大额订
单。原来该经销商将大批商品出口到了越南，

该纸巾在越南一个月就卖到 500 万元销售

额。而就在 2年前，这家企业还只是国际知
名纸巾品牌的代工厂。依托于大数据技术，

拼多多正在帮助很多长三角传统企业打造
自主品牌。

依托于数字技术、体制机制改革与互联
网平台建设，在民生服务、政务服务、环境治

理等领域，一体化进程也在加速。公共交通服

务、教育服务、医疗服务、生活缴费⋯⋯原本
以窗口缴费模式为主的民生服务得以迅速线

上化，正在抹平长三角区域内部的民生服务
供给差距。

《纲要》提出，长三角要共同推动重点领
域智慧应用。比如，加快长三角政务数据资源

共享共用，建设长三角智慧交通示范项目。全
面推行长三角地区联网售票一网通、交通一

卡通，提升区域内居民畅行长三角的感受度
和体验度。

工业制造畅游“云上长三角”

作为我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长三
角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 1/4以上。随着长三

角工业互联网集群的建设，工业大数据正全
天候“云”上流淌。

江苏某机械公司以生产汽配压铸件、5G
基架、手环外壳为主，该企业希望扩大生产，但

面临资金不足的难题。通过上海智能云科研
发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机床租赁业务，该企业

以在线远程租赁、即时结算的方式与东莞某装
备制造商签约了 50台智能高速立式加工中

心。据不完全统计，在线机床租赁服务为该企

业每年新增了 100万-150万元的产值。
《纲要》提出，将合力建设长三角工业互

联网。积极推进以“互联网+先进制造业”为特
色的工业互联网发展。目前，三省一市共同发

力，支持智能云科、上海宝信、江苏徐工信息、
浙江阿里云、安徽合力等工业互联网平台企

业，力争在全国率先建成区域性工业互联网
平台集群。 本报记者 叶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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