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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1月我国规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业务收入16186亿元

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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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1月经济带地区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长情况 2024年1—11月收入居前5名省市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长情况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研发费用增长情况（%） 2024年1—11月分地区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长情况

互联网业务收入累计增长情况（%）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营业利润增长情况（%）

2024 年 1—11 月，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长
放缓，利润总额降幅收窄，研发经费保持平稳
增长。

总体运行情况

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长放缓。2024年1—
11月，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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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6亿元，同比增长0.1%，增速较2024年
1—10月回落2.2个百分点。

利润总额降幅收窄。2024 年 1—11 月，
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434亿元，同比下降0.3%。

研发经费保持平稳增长。2024年1—11
月，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共投入研发经
费855.7亿元，同比增长1.8%，增速较2024年
1—10月提高0.1个百分点。

分领域运行情况

信息服务领域企业收入小幅增长。2024
年1—1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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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增速较 2024 年
1—10月回落4.8个百分点。

生活服务领域企业收入平稳增长。2024
年1—1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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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分地区运行情况

西部地区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速持续领
先。2024年1—11月，东部地区完成互联网
业务收入14503亿元，同比下降0.4%，低于全
国增速0.5个百分点，占全国互联网业务收入
的 89.6%。中部地区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
664.5亿元，同比下降3.5%，低于全国增速3.6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
984.8亿元，同比增长11.4%。东北地区完成
互联网业务收入33.9亿元，同比下降9.1%。

京津冀地区互联网业务收入稳步增长。
2024年1—11月，京津冀地区完成互联网业
务收入5642亿元，同比增长1.8%，占全国互
联网业务收入的34.9%。长三角地区完成互
联网业务收入5740亿元，同比下降4.5%，占
全国互联网业务收入的35.5%。

近半数地区互联网业务收入实现正增
长。2024年1—11月，互联网业务累计收入
居前 5 名的北京（增长 1.7%）、上海（下降

8.7%）、广东（增长5%）、浙江（增长1%）和天
津（增长 2.4%）共完成业务收入 13436 亿
元，同比下降 0.5%，占全国（扣除跨地区企

业）互联网业务收入的83%。全国互联网业
务收入实现正增长的省（区、市）有14个，其
中甘肃、贵州增速超 30%，西藏、新疆、吉林

降幅超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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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1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2024 年，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有力拉动了我国相
关领域设备工器具投资、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在“两新”政策综合带动下，全国重
点领域设备更新总量达2000万台 （套） 以
上，2024年11月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7.6%，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贡献
率接近50%。

近日，国家对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相关
政策再次升级。2025 年 1 月 8 日国家发展
改革委、财政部发布的《关于2025年加力扩
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政策的通知》提到，增加超长期特别国债支
持重点领域设备更新的资金规模，在继续
支持工业、用能设备、能源电力、交通运输、
物流、环境基础设施、教育、文旅、医疗、老旧
电梯等设备更新的基础上，将支持范围进
一步扩展至电子信息、安全生产、设施农业
等领域，重点支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设
备应用。

记者通过梳理近期各地工信系统 2025
年重要工作部署时发现，加力扩围实施

“两新”政策，加快工业领域设备更新等，
成为各地2025年稳定工业经济、塑造竞争
优势的重要方向。

实施传统产业的大规模设备更新，是河
南省本轮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重点。河南作
为传统产业占比较高的工业大省，装备、食
品、汽车、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传统产业
占比高达75%。2024年，随着各项政策的推
动落实，1—11 月，河南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21.5%，高于全国9.4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居
十个工业大省首位。

作为全国“智改数转”模范生，江苏
省锚定“新型工业化走在全国前列”的目
标，于近日出台 《江苏省深化制造业智能
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联接三年行动计

划 （2025—2027 年）》，提出每年将推动
约 1 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在产品设计、生
产管控、营销管理等应用场景中，实施设
备和业务上云，实现单个细分场景的效率
提升。到2027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基本完成智能化改造，人工智能赋能取得
明显成效。

“工业设备更新的重点放在提升数字化
与智能化水平、能效和安全性上，不仅能够
提升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还有助于减少资
源浪费、加速产品创新，实现可持续高质量
发展。同时，提升设备安全性将为工人提供
更安全的工作环境，保障生产顺利进行。”中
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
始院长朱克力对记者表示。

消费品以旧换新

激发产业“焕新”活力

来自北京的邓女士在2024年家里换新
房，需要购置新空调，她趁着以旧换新活动
果断出手。经过对比，她最终选择了TCL新
风空调 P7，一台 1.5 匹，一台 2 匹，原价合计
约7500元。得益于以旧换新政策和北京市
的补贴，最终仅花费5500元。邓女士对以旧
换新补贴带来的实惠非常满意。

以旧换新不是简单的同类产品置换，而
是满足更高端、更智能、更环保、更个性化的
需求趋势。自 2024 年我国“消费品以旧换
新”工作实施以来，在激发消费活力的同时，
带动相关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转型也十分
显著。数据显示，新能源乘用车国内市场渗
透率连续7个月超过50%，全年国内零售量
达到1100万辆。高能效等级和智能家电零
售额连续4个月超两位数增长，智能坐便器、
扫地机器人、智能门锁等智能家居产品换新
近1000万件。

如今，消费品以旧换新又迎来政策“升
级”大礼包。2025年1月8日国新办举行的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宣布，2025年国家将
扩围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享受以旧换新补
贴的家电产品由 2024 年的 8 类增加到 2025
年的12类，单件最高可享受销售价格20%的
补贴，将每位消费者购买空调产品最多补贴
1件增加到3件。

随着2025年春节临近，许多城市年货节
即将火热开启，持续推进“两新”政策，能够
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从 2025 年 1 月 1 日
起，山东、四川、河北等地补贴范围更大、补
贴兑付周期更短的新一轮“消费品以旧换
新”政策开始实施。

山东省全面启动汽车、家电以旧换新十
大专项行动，2025年将推动举办200场促消
费活动，推动消费市场稳定增长；河北省推
出以旧换新“一站式”办理平台，将车辆销户
上牌、旧电池回收服务、安全指导等业务，放
到销售门店通过网络直接完成；江苏省44类
家电产品最高优惠20%，其中南京市于2025
年1月1日起继续发放汽车消费补贴，最高
补贴4000元。

“汽车补贴新政策出来了，刚好可以在
春节前换新车了。”此前，南京市民顾先生
因为没有选到心仪的车型，在2024年就没
有置换车辆，没想到新的补贴政策来得这
么快，刚好可以在2025年春节前就把新车
买了。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国家加力扩围实
施“两新”，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等
多种数码产品也被纳入支持的品类中。对
此，赛迪智库规划所副所长李杨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消费品以旧换新覆盖范围
扩大，将通过刺激市场需求，倒逼产业链
上的相关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出更多符
合大众、企业需求的新产品和新设备，形
成良好的内需市场循环。此外，也将会助

力首发经济、银发经济的发展，带动回
收、加工、销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
更多的就业机会。

“‘两新’政策扩围，对智能终端厂
商而言是一次机遇。”荣耀相关负责人表
示，企业能够充分享受到我国超大规模消
费市场优势，以高质量供给引导有效需
求，延续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连续复苏态
势，带来新一轮市场增长。随着市场需求
被进一步激活，企业更需要在接住短期政
策红利的同时，加大技术创新、产品创新
和服务创新，锻造自身面向未来的长期发
展内生动力和核心竞争力。

打好“组合拳”

发挥政策最大效能

“两新”政策持续落地显效，各项政策
工具综合运用至关重要，打好“组合拳”，
才能充分释放政策红利。

“我国工业领域存在较大更新潜力，比
如石化化工、船舶等行业，还存在一批超
期服役的老旧设备；工业企业现在使用的
大量电机、变压器、锅炉还未达到先进能
效水平；还有较多工业企业在使用‘哑’
设备。”李杨告诉记者。

记者在广东一家智能设备制造公司
调研时了解到，对企业而言，资金筹集成
为设备更新的首要难题，企业需要权衡发
展资金、原材料成本以及投资收益等多方
面的因素。

如何更好调动市场积极性，确保政策
红利充分释放，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
题。李杨告诉记者，国家实施的新一轮大
规模设备更新，正是针对上述问题对症下
药，为地方、企业、金融机构提供细化的
工作指引。给予税收优惠、财政支持、金

融支持和标准支撑，切实帮助企业解决资
金难题，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最近，多地工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
加大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投融资
对接力度，集中开展企业与银行服务机构
及生产销售企业供需对接。

河南省工信厅会同有关部门全力推动
工业领域 500 万元以上项目、“两重”“两
新”超长期特别国债项目，以及智能化、
绿色化、技术升级改造更新等项目达产达
效，着力解决好项目融资、用地、用能等
问题，尽快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山东对
接会现场 20 个项目签约，总投资 109 亿
元，拟授信或股权投资金额23.54亿元。江
苏省南通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
年，将滚动摸排工业领域设备更新需求、
供给、融资“三张清单”，常态化举办供需
对接系列活动。

业内专家指出，以工业园区、产业集
群为载体，整体部署并规模化实施设备更
新，有利于更好激发园区和中小企业推动
大规模设备更新的积极性。记者了解到，
已有部分园区通过整体部署设备更新，实
现了良好效果。

自2024年以来，西宁甘河工业园区整
体推进工业设备更新，鼓励企业采用新技
术、新设备、新工艺实施技术改造，同时
进一步整合现有资源，强化企业数字化改
造引导、扶持力度，分层次、分行业、分
区域推进数字化转型服务。工作人员通过
企业生产设备及产品情况摸底调研，梳理
出 2024—2027 年大规模设备更新项目 46
个，总投资22.31亿元，促进园区整体实现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未来，园区将持续针对重点行业和领
域，分类施策，积极争取金融扶持力度，不断
扩大技术升级改造和设备更新覆盖面。”甘
河工业园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两新”激发工业增长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