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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制造业企业座谈会

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为新型工业化夯实数字基础为新型工业化夯实数字基础
——2024年推动工业和信息化高质量发展系列述评之四

本报评论员

CES2024：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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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等十三部门发文

加快“宽带边疆”建设

本报讯 根据常态化沟通交流
机制安排，1月10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党组书记、部长金壮龙主持召开
第六次制造业企业座谈会，深入贯
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全
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部署，了解
制造业重点产业链发展情况，认真
听取企业意见诉求，部署推进制造
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
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辛国斌，部总经
济师高东升出席会议。

会上，来自装备制造领域的 12
家企业负责人作重点发言，介绍技术
创新、生产制造、应用推广等方面的
情况及经验做法，围绕强链补链、技
术攻关、深化产学研用合作、完善产
业生态等进行交流，提出意见建议。
另有 50 家企业作书面交流。相关司
局负责同志对企业的意见诉求现场予
以回应。

会议强调，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
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是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确定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
来，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只争朝
夕的责任感，推动各项任务不断取
得新突破新成效。要充分发挥新
型举国体制优势，统筹推进技术攻
关、生产制造、应用推广、优质企业
培育等工作，加强标准体系建设，
提升中试验证水平，实现“化点成
珠、串珠成链”。要充分发挥链主
企业的关键作用，带动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成长，培育更多专精特新企
业，构建协同、高效、融合、顺畅的融
通发展生态。要加强统筹协调，做
好政策支持，强化资金、技术、人才
等要素保障，及时帮助企业纾困解
难，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要弘扬

“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
工匠精神和优秀企业家精神，守好
质 量 、安 全 、保 密 、廉 洁“ 四 条 红
线”，营造干事创业良好氛围。

（耀 文）

本报讯 记者齐旭报道：近
日，工信部等十三部门发布《关于
加快“宽带边疆”建设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深化移动和固定
宽带网络覆盖，加快向5G和千兆
光网升级，打通边疆地区高质量
发展信息“大动脉”。

据悉，《通知》的实施范围包
括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
广西、云南、西藏、甘肃、新疆等9
个沿边省（区）的陆地边境县
（市、区、旗）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的边境团场；天津、河北、辽
宁、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
建、广东、广西、海南等 11 个沿
海省（区、市）拥有海岸线的县
（市、区）。

根据《通知》，到 2025 年年
底，边疆地区县城、乡镇驻地实现
5G 和千兆光网通达；行政村、20
户以上农村人口聚居区、边境管

理及贸易机构、有人居住海岛通
宽带（含通光纤、通 4G 或通 5G）
比例达到100%；沿边国道和省道
沿线基本实现移动网络覆盖；内
海海域按需实现网络覆盖。到
2027 年年底，边疆地区行政村、
边境管理及贸易机构通5G网络
比例达到95%以上；20户以上农
村人口聚居区、沿边国道和省道
沿线基本实现5G网络覆盖；有人
居住海岛通 5G 网络比例达到
100%；内海、领海等海域基本实
现5G网络覆盖。

《通知》部署了包括加快县城
宽带网络升级、加强乡村宽带网
络建设、推进道路移动网络覆盖、
增强边境管理机构和边贸区域网
络保障能力、加强海岛海域宽带
网络覆盖、提升网络维护服务水
平、赋能边疆地区数字化发展在
内的七方面任务。

本报讯 记者齐旭报道：近
日，工信部印发《国家汽车芯片标
准体系建设指南》（以下简称《指
南》），引导和规范汽车芯片功能、
性能测试及选型应用，为打造可
持续发展的汽车芯片产业生态提
供支撑。

《指南》根据汽车芯片技术现
状、产业应用需要及未来发展趋
势，分阶段建立健全我国汽车芯片
标准体系，提出到2025年，制定30
项以上汽车芯片重点标准，明确
环境及可靠性、电磁兼容、功能安
全及信息安全等基础性要求，制
定控制、计算、存储、功率及通信
芯片等重点产品与应用技术规
范，形成整车及关键系统匹配试
验方法，满足汽车芯片产品安全、
可靠应用和试点示范的基本需要。

到2030年，制定70项以上汽
车芯片相关标准，进一步完善基

础通用、产品与技术应用及匹配
试验的通用性要求，实现对于前
瞻性、融合性汽车芯片技术与产
品研发的有效支撑，基本完成对
汽车芯片典型应用场景及其试验
方法的全覆盖，满足构建安全、开
放和可持续汽车芯片产业生态的
需要。

《指南》基于汽车芯片技术结
构，形成从汽车芯片应用场景需
求出发，以汽车芯片通用要求为
基础、各类汽车芯片应用技术条
件为核心、汽车芯片系统及整车
匹配试验为闭环的汽车芯片标准
体系技术逻辑结构。以“汽车芯
片应用场景”为出发点和立足点，
包括动力系统、底盘系统、车身系
统、座舱系统及智驾系统五个方
面，向上延伸形成基于应用场景
需求的汽车芯片各项技术规范及
试验方法。

我国连续11年成为

全球最大网络零售市场

本报记者 卢梦琪

近日召开的全国工业和信息化
工作会议指出，2024 年是实现“十
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是
全面落实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
部署的重要一年，也是推动信息通
信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年。

2023年以来，我国信息通信业
实现跨越式发展，建成全球规模最
大、技术领先的信息通信网络，算力
规模全球排名第二，累计建设5G基
站 328.2 万个，实现“市市通千兆”

“县县通5G”“村村通宽带”。技术
产业实现从“跟随模仿”到“引领创
新”，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量全球
占比达 42%，6G、量子通信等前沿
技术研发处于全球第一阵营。融合
应用加速赋能经济社会各领域全过
程，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最活跃的
数字消费市场，工业互联网应用已
融入 49 个国民经济大类。安全保
障能力不断增强，网络安全产业总
体规模突破2000亿元。

展望2024年，我们要统筹推进
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加快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研发和产业发
展，大力促进信息通信业融合应用
赋能，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
步伐，为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铸牢
数字基础。

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要
加快5G和千兆光网规模化部署，加强
6G预研，提升数字社会建设水平。

以 5G 和千兆光网为代表的“双
千兆”网络，具有超大带宽、超低时
延、先进可靠等特征，是新型基础设
施的重要组成和承载底座。通过全
面实施“十四五”规划，深入开展“三
大工程”“六大行动”，我国在5G应用
创新发展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亮眼的
成绩。数据显示，我国 5G 基站总数
已达328.2万个，5G 移动电话用户达
7.71 亿户，千兆宽带用户达到 1.57 亿
户。5G 应用已融入 97 个国民经济
大类，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达 23.12
亿户，移动网络“物超人”步伐持续
扩大。5G标准必要专利声明量全球
占比达 42%，提出的 5 个典型场景和
14 个关键能力指标成功纳入国际电
信联盟 6G 愿景建议书，为推动全球
5G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当前，5G 行业融合应用正迎
来规模化发展的关键期，需要不同
行业不同领域形成合力，共同解决
跨领域融合的难题，探索有效的商
业模式和技术方案，突破技术标准
和政策难点。”中国工程院院士邬
贺铨表示。他认为，5G 发展已经
到了关键拐点，无论是消费需求，
还是工业需求，均对大带宽、低时
延、高可靠等技术指标提出了要求，
需要 5G-Advanced（简称“5G-A”）
来破局。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代晓慧指出，充分发挥5G
千兆网络技术能力关键在于三点：
一是不断深化网络技术创新，推进
5G规模应用发展；二是坚持跨界合
作，共同完善 5G 融合应用标准体
系；三是分业施策，推动成熟应用场
景领域率先实现规模复制。

下一步，我们要积极推动 5G 赋
能实体经济，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一是把网络建设得
更广，稳步推进 5G 网络建设，推动
5G 网络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不断
提升；二是把应用推广得更好，深化

5G融合应用，加快推动个人和行业
应用齐头并进，大力推动“5G+工
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促进 5G 应用
规模化发展；三是把技术研究得更
精，强化5G产业支撑，系统推进5G
芯片、模组、终端等产品和关键器
件的研发与产业化，深入开展技术
攻关，为 6G 标准制定、产业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

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要
加强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畅通经
济社会发展信息“大动脉”，跑出数字
经济加速度。

算力作为新型关键生产力，已
成为影响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
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
算力网络建设布局，取得显著成效。
工信部数据显示，全国在用数据中心
机架总规模超过760万标准机架，算
力总规模达到每秒 1.97 万亿亿次
浮点运算（197EFLOPS），位居全球
第二。算力结构不断优化，智能算力
规模同比增长 45%。围绕数据中心
集群布局新建约 130 条干线光缆，
高速长距传输技术有效提升跨区域
数据传输质量。 （下转第3版）

人工智能（AI）车机系统虚拟
助理感知驾驶员情绪并调整对话
语气，AI PC 打造的 AI 作图、AI
性能调优等功能提升商务办公效
率，AI 泳池清洁机器人兼具形状
扫描和建图能力……

走进 2024 年美国拉斯维加斯
消费电子展（CES2024）的展馆，AI
气息扑面而来。经历了去年生成式
AI的火爆发展，AI成为CES2024各
大科技企业比拼的重头戏，从芯片、
系统到终端，从汽车、PC到家居，AI
浪潮激情澎湃。令记者欣喜的是，
和前几年企业还在“摸着石头”发展
AI技术相比，CES2024上已经有越
来越多的 AI 技术和应用落地。AI
编织未来，不再是梦想。

AI定义汽车

在AI技术的加持下，更具实用
性、交互性和娱乐性的智能座舱成
为了CES2024上各大车企争相“炫
技”的焦点。在汽车领域，AI 技术
正得到深层次应用。

德 国 三 大 车 企 聚 焦 人 车 交
互，不约而同发布了基于 AI 大模
型的智能座舱技术解决方案。梅
赛德斯-奔驰推出了集成 AI 虚拟
助理的全新 MB.OS 车机系统，不
仅能够基于情境给出建议，与用户

更自然地进行对话，还可以感知驾驶
员的情绪。当驾驶员情绪沮丧时，它
的提示和反应将更短、更直接；而当
驾驶员心情愉快时，其声音也会更加
悦耳。

宝马集团基于亚马逊Alexa大语
言模型打造全新一代 BMW 智能个
人助理，用户通过语音便可实现人车
智能化交互。“宝马是极致数字体验
的代表，我们将实现增强现实技术的
完美融入，并在人机交互中展示强大
而可靠的人工智能技术。”宝马集团

研发董事韦博凡表示。
大众汽车宣布其现有的IDA语

音助手将引入 ChatGPT 人工智能
技术，可用于控制信息娱乐、导航
和空调，或回答一般知识问题。未
来，AI 将提供额外的信息来回答超
出某些范围的问题，该功能预计于
2024 年第二季度开始在欧洲市场
率先推出。

作为智能座舱的核心载体之
一 ，炫 酷 的 车 载 显 示 屏 闪 耀
CES2024 现场。京东方全球首发了

超大尺寸 Oxide 智能座舱，在其展
台亮相的纯电旗舰轿车吉利银河
E8 搭载着京东方全球首发的 45 英
寸8K车载贯穿屏，是目前量产车型
中最宽的车载屏幕。TCL华星的多
元化车载显示解决方案，集成了
42.7英寸超大异型车载一体式显示
屏、10.1 英寸智能透明 OED 触控屏
等多块显示屏。维信诺带来了智能
车载显示全套解决方案，天马则带
来车规动态弯折OLED显示屏。

（下转第2版）

本报讯 记者齐旭报道：1月
11日，记者从商务部召开的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实物商品网上
零售额占社零总额的比重超过
1/4，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最大网
络零售市场，近5年电子商务从业人
数从4700万增加至超过7000万，电
子商务成为数字化转型新引擎。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在
会上表示，自 2019 年电子商务
法实施以来，我国电子商务营商
环境不断优化，电子商务已经成
为数字经济中发展规模最大、覆
盖范围最广、创业创新最为活跃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服务构建新
发展格局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五
年来，商务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
地方不断优化政策供给、创新公
共服务、加强示范引领，推动电子
商务融合创新发展。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年来，我
国电子商务规模效益显著提升。
电子商务交易总额由 2018 年的
31.63 万亿元增长至 2022 年的
43.83 万亿元。电子商务成为数
字化转型新引擎，化工、建材等一

批交易额过千亿的 B2B 平台涌
现，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带动
形成服装、家具等30余个特色化
数字产业带。

同时，电子商务国际合作逐
步深化。“丝路电商”伙伴国扩大
到30个，云上大讲堂惠及80多个
国家。在上海创建“丝路电商”合
作先行区，扩大电子商务领域对
外开放，打造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新高地。我国已签署的 22 个自
贸协定中有 13 个包含电子商务
的内容。电子商务法和互联网司
法列入亚太经合组织公共政策案
例库的中国实践，为全球数字治
理贡献中国智慧。

此外，我国电子商务规制体
系日渐完善。束珏婷表示，商务
部等部门以电子商务法为基础，
结合原有立法和实践经验，从规
划、政策、标准等领域协同发力，
印发《“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
划》，发布《电子商务企业诚信档
案评价规范》《直播电子商务平台
管理与服务规范》等行业标准，着
力引导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