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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月份我国互联网业务收入同比增长4.4%

数据来源：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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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研发费用增长情况（%） 2024年1—8月份分地区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长情况

海南：在自贸港建设中扛起工信责任担当

1—8月份，我国互联网业务收入保持平
稳增长，利润总额降幅小幅扩大，研发经费
实现增长。

总体运行情况

互联网业务收入保持平稳增长。1—8
月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以下
简称“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
11710亿元，同比增长4.4%，增速较1—7月回
落0.6个百分点。

利润总额降幅小幅扩大。1—8月份，规
模 以 上 互 联 网 企 业 营 业 成 本 同 比 下 降
0.8%。实现利润总额 1008 亿元，同比下降
6.3%，降幅较1—7月扩大0.5个百分点。

研发经费实现增长。1—8月份，规模以
上互联网企业共投入研发经费621.5亿元，同
比增长1.6%，增速较1—7月提高1.9百分点。

分领域运行情况

信息服务领域企业收入增速稳定。1—8
月份，以信息服务为主的企业（包括新闻资
讯、搜索、社交、游戏、音乐视频等）互联网业
务收入同比增长 7.5%，增速较 1—7 月回落
0.7个百分点。

生活服务领域企业收入增速提高。1—8
月份，以提供生活服务为主的平台企业（包括
本地生活、租车约车、旅游出行、金融服务、汽
车、房屋住宅等）互联网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3.8%，增速较1—7月提高2个百分点。

网络销售领域企业收入降幅扩大。1—8
月份，主要提供网络销售服务的企业（包括大
宗商品、农副产品、综合电商、医疗用品、快递
等）互联网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8.9%，降幅较
1—7月扩大4.2个百分点。

分地区运行情况

中部地区互联网业务收入保持增长势
头。1—8月份，东部地区完成互联网业务收
入10424亿元，同比增长3.3%，低于全国增速
1.1 个百分点，占全国互联网业务收入的
89%。中部地区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 533.2
亿元，同比增长 11.5%，高于全国增速 7.1 个
百分点。西部地区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726
亿元，同比增长 16.2%。东北地区完成互联
网业务收入26.3亿元，同比增长1.7%。

京津冀地区互联网业务收入稳步提升。
1—8月份，京津冀地区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
3969 亿元，同比增长 8.7%，占全国互联网业
务收入的33.9%。长三角地区完成互联网业

务收入4214亿元，同比下降2.1%，占全国互
联网业务收入的36%。

超半数地区互联网业务收入实现增
长。1—8月份，互联网业务累计收入居前5

名的北京（增长9.1%）、上海（下降4.6%）、
广东（增长6.4%）、浙江（增长3%）和天津
（增长 5.2%） 共完成业务收入 9679.5 亿元，
同比增长3.8%，占全国（扣除跨地区企业）

互联网业务收入的82.7%。全国互联网业务
收入实现正增长的省 （区、市） 有 17 个，
其中甘肃、云南增速超80%，西藏、辽宁、
吉林降幅超20%。

附注：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
口径为上年互联网和相关服务收入2000万
元及以上，文中所有同比增速均按可比口径
计算。

2024年1—8月份经济带地区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长情况 2024年1—8月份收入居前5名省份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长情况

（上接第1版）我们必须找准并充分利用海
南鲜明突出的资源优势、绿色优势、政策优
势、改革开放优势，努力发展具有自身特色
的新型工业化。

（一）利用独具特色的资源优势，打造
新质生产力的实践地。海南虽然不是资源
大省，但所拥有的资源很有特色，尤其是气
候温度、海洋深度、地理纬度等“三度”优势
在全国独有。比如，海南受权管辖约200万
平方公里的海域，平均海深超过1000米，具
有丰富的油气、矿产、海洋生物等资源，对
发展海上能源、海洋生物医药、深海装备制
造等产业非常有利。又如，海南文昌航天
发射场具有纬度低、安全性好、运输限制
少、综合效率高等优势，非常适合发展商业
航天。因此，海南要紧抓新领域新赛道新
机遇，推动种业、深海、航天三大未来产业
发展尽快破局，发展壮大高新技术产业。

（二）利用极具竞争力的绿色优势，构建
绿色产业支撑体系。绿色低碳是推进新型
工业化和打造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欧
盟已于去年10月试行碳边境调节机制，过渡
期将持续到 2025 年年底，之后将正式征收

“碳关税”。目前，海南全省清洁能源装机比
重已经达到 79%以上，排名全国前列；清洁
能源发电量已经达到70%，预计2025年可达
到 75%，海南具有极具竞争力的绿色优势。
因此，海南要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岛升级版，
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实现
生产过程绿色低碳化，提升产品碳足迹竞争
力，将清洁能源生产和绿色低碳消费转化为
生产成本和市场竞争的优势，让清洁能源成
为海南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三）利用量身定做的政策优势，打造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作为全国唯
一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中央赋予了海
南很多独有的政策。比如，“数据安全有序
流动”为海南推进DEPA规则先行先试提供

政策保障，有利于创新发展“数字保税”“来
数加工”“游戏出海”等国际数据产业。又
如，原辅料“零关税”、自用生产设备“零关
税”、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等政策，将大大
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此外，企业所得税
和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将有效降低企业
的税负，封关运作后还将进一步推动税制
简化。这些政策既有利于让制造业企业长
期稳定受益，也有利于产业的集聚和产业
链的优化。

（四）利用得天独厚的改革开放优势，
打造制度集成创新“新高地”。2020年6月，
习近平总书记对海南自贸港建设作出重要
指示，强调“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
港。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解
放思想、大胆创新，成熟一项推出一项，行
稳致远，久久为功”。这赋予了海南更大改
革自主权，充分支持海南大胆试、大胆闯、
自主改。近年来，海南不断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探索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积极开
展“四链”融合，推动了全球首个商用海底
数据中心项目一期、全国首个商业航天发
射场一号发射工位竣工，海南量子基地开
工建设，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正式揭牌等
等。因此，海南要继续坚持整合资源、创造
优势，瞄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
分工和配置，加快围绕创新驱动的体制机
制变革和制度集成创新，厚植工业经济高
质量发展动力。

三、乘势而上，奋力谱写海南新型工业
化新篇章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强化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引领，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
批示精神，聚焦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压力
测试，聚焦以科技创新引领自贸港现代化
产业体系建设，聚焦工信领域高水平对外

开放，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海南新型
工业化不断取得新成效。

（一）着力推进自贸港建设重点工作。
全力开展加工增值政策、自用生产设备和
原辅料“零关税”政策应用攻坚行动，推动
自贸港核心政策进一步落地见效，为封关
运作提供压力测试“产业大样本”。推进国
际设计岛建设，实效化举办国际设计师大
赛。在消费品、邮轮游艇、高端装备、汽车、
集成电路、游戏产业等领域融合设计要素，
谋划建设一批设计小镇、服务平台。加快
新建国际海缆项目进度，推进全业务国际
通信出入口局建设，推进增值电信业务扩
大对外开放试点落地首单、多单。

（二）利用海洋深度优势，“向海图强”，
发展石化新材料和装备制造产业。推动石
化新材料产业链融通发展。落实石化新材
料“链长制”，实施延链、强链、补链，利用进
口低碳原料做大烯烃产业规模，差异化发
展高端化工新材料，稳步发展芳烃产业链，
适度发展特种油品产业，培育壮大天然气
化工新材料产业，加快海洋油气资源勘探
开发和后勤服务保障基地建设。加快装备
制造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
按照“一园两基地”产业布局，加快推进风
电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建设。依托湘琼先进
制造业共建产业园建设，推动工程机械维
修和再制造产业发展。支持临高加快推进
游艇装备及产业发展，打造海南游艇装备
制造品牌。组织实施好国家海上风电制氢
科研项目，率先开展海上风电制氢工程示
范，培育发展下游绿氢应用产业，加快建设
儋州洋浦、东方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初
步形成涵盖工程机械、航空器材、电子信息
设备、小型船舶（游艇）等领域保税维修与
再制造新业态。

（三）利用气候温度优势，打造生物制
造产业集群。推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充分利用海南自贸港政策、乐城先行先试政
策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的叠加效应，
瞄准创新药、医疗器械、儿童药、南药饮片、
医药服务等完善落实产业政策，优化创新监
管措施，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开展龙头
企业、外资企业靶向招商。发展高端食品产
业集群。以热带果蔬精深加工、肉制品精深
加工、粮油深加工、保健食品、特色健康食品
等为发展重点，依托洋浦国际健康食品港、
老城科技新城、文昌约亭产业园、定安塔岭
工业园等产业载体，加强省、市、园区联动招
商，全力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产。

（四）利用生态环境优势，“向绿图强”，
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围绕建设“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和海南清洁能源岛目标，大
力发展核能、氢能等清洁能源，以电动汽
车、氢燃料电池汽车、智能汽车等为重点发
展壮大清洁能源汽车产业链，持续建立优
化全省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和
清洁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加快发展车联
网，落实全省车联网产业发展规划、三年行
动计划，支持海口、三亚、琼海加快创建智
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推
动儋州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
点，推动海口、三亚、儋州、琼海、文昌等市
县加快落实省级车联网先导区建设工作，
积极推动环岛旅游公路车联网建设。

（五）利用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政策优
势，“向数图强”，发展数字经济。出台《海南
自由贸易港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实施《海南
省 数 字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攻 坚 行 动 计 划
（2024—2025 年）》，开展数字产业生态根植
壮大攻坚行动，以集成电路设计、半导体制
造为重点打造特色电子信息制造业产业
链。加强重点企业服务，确保互联网相关服
务业稳定增长。加快推进国家区块链试验
区创建工作。依托游戏出海试点，面向东南
亚发展游戏出海业务。在卫星互联网、人

工智能大模型等领域抢抓新赛道新机遇。
（六）加快推动信息基础设施提质升

级。实施新一轮信息基础设施三年行动，推
动5G网络向城市流量大区域深度覆盖和20
户以上自然村广域覆盖，打造“同网同速”的
城乡一体化5G和千兆光纤“双千兆”网络。
探索建设海南自贸港特色的卫星通信和支
撑封关运作的沿岸雷达信息系统。加快推
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启动实施新一轮工
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每年在
5G+工业互联网、数字工厂、企业上云、生产
场景智能化等方向打造应用优秀案例。

（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坚持“项目
为王”理念，大力“抢招商、抢建设”。加快
开展海南特色新质生产力培育课题研究，
绘制我省新质生产力产业发展图谱，进一
步做深做实分行业领域的产业项目谋划。
建立“链长制”招商机制，围绕数字经济、生
物医药、石化新材料、新能源等重点产业集
群梳理产业链，针对行业龙头企业和产业
链企业进行招商。坚持大企业、大项目带
动，更加注重引入外资项目，加快推动标志
性、引领性、示范性项目落地。进一步扩大
湘琼合作维度和广度，实现湘琼资源共享、
产业共建、合作共赢。

（八）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扎实
开展高质量发展大调研大服务专项行动，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建立健全服务企业
长效机制。深入贯彻落实惠企政策，充分
应用“海易兑”系统做好线上政策服务。持
续抓好中小企业公共服务。构建完善省市
县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社会各类服务
机构服务体系，推动服务直达企业。支持
引导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充分用好
海口市成为全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
城市的契机，着力打造一批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小灯塔”企业。全力做好有分歧拖欠
账款化解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