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 10月 18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
学习时强调，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
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
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
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
关键力量，要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
数字经济。这为我们发展数字经济指
明了前进方向。

作为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
发展先行者，上海积极落实国家战略，
在数字化建设方面起步较早、成效显
著，特别是上海“一网通办”已经打造
成全国性品牌，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和
国务院相关文件中。2020年11月，十
一届上海市委十次全会正式提出全面
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在经济、生活、
治理三大领域推进数字化“整体性转
变、全方位赋能、革命性重塑”。今年2
月23日，上海召开城市数字化转型工
作领导小组会议，市委书记、城市数字
化转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强主持会
议并指出，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
是上海“十四五”发展的重大战略，要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工
作的重要指示要求，提高站位、创新思
路、整合力量，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加
速迭代升级，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
力的国际数字之都。

翻开上海2021经济发展成绩单，
数字非常亮眼：全市GDP达到4.32万
亿元，首次突破4万亿元，稳居全国城
市第一名；工业总产值达到42014亿
元，首次突破4万亿元；全口径工业增
加值达到10738.8亿元，首次突破1万
亿元，保持全国第一。上海已掀起一场
数字化产业和产业数字化浪潮。

围绕全面激活数字产业化引擎动
力，实施“硬核新技术专项行动”和“在
线新经济专项行动”。

推动高端芯片、传感器、人工智能
算法和操作系统等领域的关键数字技
术实现创新突破；推动基础软件、工业
软件、行业软件和智能产品升级，打造
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等高端信息服
务。2021年，上海在线新经济规模达
1.3万亿，增速超20%。全国互联网企
业百强，上海有16家，全国第二，涌现
出拼多多、喜马拉雅、小红书、饿了么、
叮咚买菜等一批非常有潜力的头部企
业。

上海的人工智能产业牢牢抓住
“创新策源，精准赋能”的升级路径。与
国际相比，上海的AI产业以应用场景
为牵引，已进入并跑阶段，行业由虚转
实趋势明显，产业价值红利加速显现。

创新策源方面，天数智芯等AI芯片国内
领先，7纳米通用GPU芯片、“求索”云端
SoC芯片均领先国际巨头英伟达。局部
领先的态势已经形成，产业爆发的趋势
也越来越明显。创新资源方面，全国33%
的AI人才，全国20%左右掌握AI核心
技术的重点企业如“AI第一股”商汤科
技、依图科技、深兰科技等均集聚上海，
高能级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如亚洲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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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走出了一条“以应用促产业、以产业
带应用”的AI发展新路。此外，上海连续
举办四届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成为
全球AI行业高级别盛会和引领行业发
展的风向标。产业体系完备、专业人才集
聚、海量数据汇集、应用场景众多、行业
品牌闪亮，共同构成上海人工智能产业
的优势。在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背景下，
上海将AI创新成果精准赋能人民生活、
城市治理，助推千行百业“数转智改”作
为人工智能产业的主要发展逻辑，在持
续发掘、拓展人工智能创新技术应用价
值上不遗余力。人工智能在上海城市数
字化转型中体现了“精治”的特点，即把
AI等数字技术与民生应用紧密结合，走
出一条通过数字技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
美好生活需要的新路。

围绕全面激发产业数字化创新活
力，实施“制造业新模式专项行动”等六
大专项行动。

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服务业和制
造业高水平融合，确保全行业规模以上
企业数字化转型比例达到70%。在企业

数字化、产业链供应链“双链数字化”、平
台生态数字化等方面发力，深化产业数
字化转型新路径。

上海工业站稳C位，既要依靠汽车、
机械、轻工等传统优势产业，更要强化高
精尖产业引领，成为具有全球引领力、竞
争力和品牌力的“全球卓越制造基地”。

一是紧扣重点产业“一业一策”，形
成链主企业雁阵带动效应。聚焦“3+6”
重点产业，按照“一业一策、分类推进”原
则，形成具有行业特色、精准有效的数字
化转型方案，科学引导重点产业全方位、
全角度、全链条改造升级。比如电子信息
领域，聚焦IC设计、装备、材料等“卡脖
子”环节，通过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
等数字化协同平台实现上下游联合攻
关；国微思尔芯、概伦电子牵头打造数字
全流程、模拟及晶圆制造全流程EDA工
具链。生命健康领域，聚焦AI+新药辅助
研发、临床试验、生产加工等环节，构建
基于标识的医药供应链；国药生物上海
公司研发“疫苗追溯码”，实现疫苗冷链
物流作业零差错。汽车领域，发挥上汽等

链主企业优势，打造集合汽车原材料供
应、设计研发、制造物流、售后服务等数
字供应链体系，培育“数据决定体验、软
件定义汽车”的新模式；上汽大通打造
C2B超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开放了上万
亿种个性化组合，客户五年内增长 10
倍。高端装备领域，聚焦航空、航天、船
舶、能源，推动复杂产品设计、生产、服务
全过程的数字孪生，推动云设计、云仿
真、云评估、云验证；沪东造船厂剥离出
来的东欣软件，成为国内唯一一家有能
力为船海企业提供设计、制造、管理等完
整自主工业软件产品的软件公司。先进
材料领域，深入推进“数字+”，赋能企业
加快研发设计、生产过程、供应链、设备
能源、安全环保等全方位管控和协同优
化；华谊新材料智能工厂实现计划、生
产、操作“全程在线、闭环式管理”，正在
打造国内首个化工行业“灯塔工厂”。时
尚消费品领域，聚焦食品、饰品、化妆品、
康辅用品、电子消费品等，打通消费互联
网和工业互联网，形成“需求定义设计、
需求定义制造”的新供求关系；致景科技
链接全国45万台设备，覆盖全国1/3产
能。

二是紧扣重点企业深耕行业，数字
化转型彰显特色亮点。重点激发多元主
体创新活力，推动在沪央企、地方国企、
外资和民营企业结合行业特色，逐步形
成以知识化、质量型和数字孪生为特征
的数字化转型之路。重点央企发挥引领
带动作用，包括商飞、宝武、江南造船等
都在推进数字化转型，比如中国商飞建
成国内首个5G全链接工厂，“5G+工业
互联网”场景超过 250个，有力带动了
50多家解决方案提供商协同攻关。重点
国企发挥主体推进作用，上海国企综合
实力强，上汽、电气、华谊、华虹、光明等
数字化转型基础扎实，比如上汽延锋打
造智能工厂，拥有10间大型注塑机车间
每班只有3位操作员，实现了生产效率、
单位面积产出、经济效应提升“3 个
30%”。重点外企发挥领先示范作用，大
众MEB、特斯拉、凯迪拉克等制造企业
打造超级工厂，比如ABB打造成为全球
机器人行业高度柔性和自动化标杆示范
工厂；GE医疗基于中国软硬件，打造爱

迪生医疗平台生态，推动医疗器械100%
国产化。重点民企发挥应用主力军作用，
支持推动大企业建平台、中小企业上平
台，正泰集团打造“一云两网”，管理200
多个大型光伏地面电站，平均发电量提
升3%、降本5%，能源利用效率提升8%；
云汉芯城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链接超
40万电子产业开发者、超过6万家电子
元器件供应厂商、协同全国10余个电子
产业服务平台，实现云设计、云制造、云
服务。全市已推动超12万家中小企业上
平台上云，助力企业平均提质12.6%、增
效23.4%、降本12.3%。

三是紧扣重点场景落地应用，加快
赋能提质增效发展。将超大城市作为数
字化技术的最佳试验场、价值的最好实
现地，持续推动5G+、AI+、区块链+、北
斗+、安全+等场景开放。推进“工业互联
网平台+制造”应用布局。培育了26个有
行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链接全
国120多万家企业、820万台设备；打造
了3.5万个工业App、150万个数据集、
5500个工业算法、2700个行业级知识图
谱等；比如上海电气“星云智汇”平台，部
署工业App超过120个，在线管理超过
10万台高价值设备，资产价值超过1400
亿元，实现产品制造周期缩短10%以上，
运维成本降低15%以上。推动“5G+工业
互联网”融合应用。落实工信部“5G扬帆
行动”，部署5G、IPv6等数字新基建，到
年底全市累计建成 4.5 万个 5G室外基
站；围绕协同研发、远程设备操控、柔性
生产等场景，建成20个“5G+工业互联
网”全链接工厂，推动航空、汽车、钢铁、
船舶等重点行业建设 500 多个示范应
用。推进“AI+制造”揭榜挂帅。重点打造
100+智能工厂，推动AI在工业机器人、
故障监测、敏捷反应等场景应用，比如
宝钢“黑灯工厂”通过工业机器人、AI+
视觉检测、AI+产线控制等，打造一座
24 小时运转、无需多人值守的智能工
厂。推进“数字化+园区载体”建设，发布
了两批40个市级特色产业园区，包括集
成电路设计园、嘉定智能传感园、张江
人工智能岛、金桥5G产业生态园等，推
动数字化研发、制造、中试、市场等一体
化布局。此外，我们全力落实长三角工
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推动
标识解析上海顶级节点面向三省一市上
线29个二级节点，链接企业超万家、标
识注册量破百亿，涌现了一批新应用新
模式。

面向未来，把握数字经济跳变的特
征和规律，选准需要“长期主义”的“长跑
型”战略性新兴产业——大投入、高效
益、高风险的长赛道，布局未来发展主动
权。据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副主任张英透露，上海正在聚
焦研究数字经济新赛道行动方案，力争
通过三年努力，到2024年全市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产值超过2.6万亿元，从公共
平台、运行机制、资金支持、人才引
进、企业培育、健康发展等方面入手，
努力打造数字经济发展的“上海样
板”。不断构建代表全球数字技术前
沿，具有引领未来的高度；与实体经济
有机融合，具有赋能千行百业的广度；
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具有释放市场
价值的深度；立足超大城市资源优势，
具有持续爆发增长的速度。

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
跑赢数字经济新赛道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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