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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产业数字化，加快产
业转型升级 >>>

产业数字化是经济发展的主引
擎。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信息技
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推进作用将大
幅提升。与会专家纷纷提出要加强
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
加快发展智能制造，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

一是要加强信息技术与传统产
业的融合发展。中国工程院原常务
副院长、院士潘云鹤提出，要加速
人工智能 2.0 对工业的渗透，通过
工厂智能化、企业经营管理智能
化、产品创新智能化、供应链接智
能化、经济调节智能化等方式，促
进经济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德国
工 业 4.0 研 究 院 执 行 院 长 约 翰 纳
斯·维兹伦认为，智能化改造需充
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把
MES 系 统 变 成 工 业 4.0 的 制 造 系
统。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副总经
理陈锡明提到，要创新服务、构建
平台、优化业态，推进大数据与传
统产业的融合发展。

二是要重点发展工业互联网。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浙江省智能制造专家委员
会主任毛光烈提出了工业互联网

“三网一平台”的基本模型架构，
即自主智能制造物联网、企业内部
工作人员服务的移动互联网、企业
外部客户服务的移动互联网和企业
互联网云平台。宁波工业互联网研
究院院长褚健提出，工业互联网的
本质是智能制造的引擎。浪潮集团
执行总裁王柏华提出，工业互联网
的核心是去中心化，建议宁波发展

工业互联网要申请二级节点，好似
申请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现在收
不了钱，未来总能收钱。

推进数字产业化，培育新
业态新模式 >>>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数字
经济，要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依
靠信息技术创新驱动，不断催生新
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用新动能推
动新发展。与会专家纷纷提出要加
快推动 5G、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发展工业
App，推进数字产业化发展。

一是要推动 5G 产业发展。加
拿大皇家科学院和工程院两院院士
吴柯提出，5G 技术在未来 5 年将带
动 12 万亿元产业的发展，但 5G 产
业发展需更好的智能效率、成本效
率、功能效率等。华为高级副总裁
侯金龙提出，要打造 5G+工业互联
网 等 5G 特 色 产 业 ， 优 化 产 业 生
态，集聚一批创新资源和产业链。

二是要推动云计算大数据产业
发展。东华软件董事长薛向东认
为，随着大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资
源、云计算成为生产动力，云计算
大数据产业将会爆发式发展。王柏
华提出，数据只有共享才有价值，
才能充分释放数据的活力。侯金龙
表示，华为将打造“鲲鹏+昇腾”
双引擎芯片组平台，将结合宁波产
业特点优势，加快营造鲲鹏产业生
态。

三 是 要 推 动 人 工 智 能 产 业 发
展。侯金龙判断，未来人工智能将
渗透到社会每一个环节，改变业务
流程、改造组织模式，预计到 2025
年企业的人工智能利用率上升到
80%以上。阿里巴巴副总裁刘松提
到，要通过未来迁移学习、算法等

基础研究，连同大数据、云计算等
技术共同辐射，推动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

四是积极发展工业 App。毛光
烈称工业 App 为知识的封装，提出
分为针对自主制造互联网过程驱动
的工业 App、针对企业内部工作人
员服务的数据驱动 App、针对企业
外部客户服务的商业 App。褚健提
出，发展工业互联网要构建基于工
业操作系统 OS 的工业 App，把开发
者、服务商、集成商、移动互联网端
的社区等集结起来，共建基于工业
互联网的智能制造开放生态体系。

推进城市数字化，提升城
市智能水平 >>>

为破解传统城市信息化建设模
式存在安全风险、供需错配、迭代滞
后等问题，不少与会嘉宾提到要创
新推进城市数字化发展。

国际物联网论坛主席塞巴斯蒂

安·齐格勒介绍了通过物联网部署、
开放数据及其他服务的部署，推进
了曼彻斯特、赫尔辛基等地的智慧
城市发展。王柏华提出，智慧城市建
设要引入运营理念，数据资源和数
据环境将成为城市竞争力新的指
标。陈锡明希望政府、企业、高校院
所等相关各方广泛开展联合创新，
共商共建共享，携手发展现代数字
城市，助力数字经济做强做大。

强化技术创新，推动新一
代信息技术突破 >>>

我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前沿技术的发展，与会专家提
出要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创
新，赋能生产生活，为经济发展添
薪续力。

一 是 要 突 破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发
展。潘云鹤提出，我国人工智能要
向大数据智能、群体智能、跨媒体
智能、人机混合增强智能和自主智

能五大方向发展。侯金龙提到，目
前人工智能正从技术探索阶段进入
应用阶段。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乔
治·斯穆特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在自
主驾驶船舶、海上勘测和测量等蓝
色经济中的创新应用。约翰纳斯·
维兹伦提到，人工智能并不是让机
器完全代替人类，而是希望通过技
术突破来提高人员技能。

二是要突破区块链技术发展。
挪威工程院院士容淳铭提到，区块
链技术要加强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
合发展，鼓励利用开源平台保证数
据 共 享 ， 推 进 在 集 成 开 发 环 境

（IDE） 中的应用。塔塔咨询服务
公司首席资询官孟博浦提到，区块
链技术让各领域协作起来，消除壁
垒，形成良好生态。

三是要加强政产研学用合力推
进软件技术突破。薛向东提出，软
件企业应创新综合服务模式，提高
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平；政府应高
度重视软件方面的精准衔接与政策
倾斜，鼓励社会各界联合研发，形
成良好的生态。

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增强
数字支撑能力 >>>

通信网络、云计算平台等信息
基础设施是现代信息社会的基石，
与会专家提出要构建“海天空地”一
体化的高速宽带网络体系，加强云计
算平台对算力算法的平台支撑，增
强信息基础设施的数字支撑能力。

一是要加快 5G 网络的建设部
署与商用。吴柯提出，虚拟现实、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
展，离不开高速稳定的 5G 网络基
础设施。诺基亚贝尔执行副总裁王
玮提到，5G 等新一代基础网络将
改变整个生产和生活，缔造出一个

万物互联的新时代。
二是要积极发挥云平台对算力

算法的平台支撑作用。吴柯、侯金龙
和孟博浦都提到，算力、算法和数据
是人工智能最核心的基础要素。

三是要推动海洋信息基础设施
智能化建设。乔治·斯穆特提出，要
利用物联网技术在海洋、河流及其
他水域建立智能网络基础设施。

强化信息安全保障，提升
自主可控能力 >>>

信息安全事关国家安全，自主
可控能力是重中之重。不少与会嘉
宾提到要加强信息安全建设，强调
网络安全必须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
主可控。

一是要树立信息安全观念。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
术研究所研究员倪光南提出，网络
安全自主可控要解决思想问题，自
主可控是实现网络安全的必要条
件。陈锡明提到建设现代数字城市
必须考虑安全为先，构建自主可
控、过程安全、网络攻防的新型信
息基础设施。

二 是 要 实 现 关 键 技 术 自 主 可
控。倪光南指出，网络安全必须实
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在关系
网信安全的重要领域，实行自主可
控测评一票否决制。薛向东提到，
软件企业应加大软件自主创新的投
入，不断突破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三是要加强数据保护。容淳铭
和塞巴斯蒂安·齐格勒不约而同提
到了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要让数据分享后能安全撤回消除，
又能跟踪分享的数据，管理好数据
的生命周期。乔治·斯穆特提出，
要更多地考虑软件系统安全性，保
证驾驶数据安全，防止黑客入侵。

方丹丹

一、加快数字经济发展，
积极培育新动能

1、加强人工智能和5G技术应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

原常务副院长潘云鹤建议，要把人
工智能和工业经济发展深度结合起
来。宁波在工厂智能化、企业经营
智能化、供应链接智能化三个方面
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产品创新智
能化方面，希望能够详细规划，明
确哪些产品可以往智能化发展。在
经济调节智能化方面，需要开始谋
划布局，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
政府调节经济。

中 科 院 地 理 所 研 究 员 陆 锋 建
议，结合宁波的区位优势和产业优
势，重点围绕智能港航和自动驾驶
开展 5G 应用场景建设，这对于数
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2、重视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

记、副主任，浙江省智能制造专家
委员会主任毛光烈认为，培育行业
工业互联网平台是工业领域发展数
字经济的有效抓手，也是块状经济
与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必由之路。宁
波块状经济发展良好，可在余慈地
区的小家电产业、宁海的模具产业
进行试点。

中国工程院制造业研究室主任
屈贤明认为，宁波的支柱产业主要
是石化、汽车、纺织服装和家用电
器，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建议要更

加重视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
3、加快软件信息服务业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教

授陈纯指出，围绕大数据、人工智
能、区块链、物联网、5G 等新技
术的平台型软件，宁波要加大力度
扶持。宁波制造业基础好，希望能
为企业提供一些好的应用场景，催
生大而强的平台型企业。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
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倪光南认
为，中美贸易摩擦给了中国机会，
工业软件最怕做出来没人用，所以
希望宁波要抓住时机，下定决心，
加大力度，把工业软件做起来。

二、夯实发展基础，做强
产业集群

1、基于产业链协同推进产业
集群建设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教
授都有为指出，产业集群是个相互
促进的有机整体，以石化、汽车和
材料为例，未来电动汽车、新能源
汽车的发展离不开材料，所以要把
汽车、石化、材料作为一个有机整
体来考虑，通过汽车产业的发展，
把其他产业带动起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
学副校长钱锋建议，宁波培育“246”
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应该基于产业
链协同。以石化为例，一方面应该借
助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技术
实现智能制造，提高生产效率；另一
方面要注重石化的下游产业，即三
大高端合成材料，为汽车、高端装

备等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2、高度重视基础能力建设
中国互联网协会常务副理事长

高新民建议，宁波要错位竞争，凸
显特色，积极发展双“四基”，即老

“四基”（包括基础元器件、基础原材
料、基础工艺和基础核心技术）和新

“四基”（包括基础核心芯片、工业软
件、工业互联网、以人工智能为主
的核心技术。。宁波老“四基”已
经形成一定优势，要把新“四基”
放在更重要的地位来推动。

3、注重产业协调融合发展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信息师张新

红认为，“246”万千亿级产业大部
分强调的是制造业，其他领域的数
字化提得相对较少，未来金融、农
业、教育、医疗等都是万亿级的产
业规模，建议宁波也要注重产业的
协调发展。

三、构建产业生态，优化
发展环境

1、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生态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

副主任、研究员刘亭认为，现在企
业的组织形态是不同功能等级的平
台企业，带动着大量中小微企业形
成了一个泛在的协同网，重要的是
大中小微企业能否形成一个紧密联
系、高效协同的生态圈，思维方式
应该往这方面转变。

2、立足新形势调整完善规划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

长、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专家委
副主任汪玉凯指出，当前中美贸易

摩 擦 、 经 济 下 行 压 力 等 对 “246”
产业集群规划的影响需要深入研
究，并对规划进行适当调整完善。

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究院院长
何万篷建议，未来宁波的制造业发
展要对标东京湾区，尤其是港区和
大田区，和宁波产业禀赋高度一致，
这是未来宁波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浙江省经信智慧城市规划研究
院首席专家孙谦认为，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将是一个统一规划、中心扩
散（科技、产业）、次区域竞争的动态
建设过程。宁波市作为重要节点之
一，在长三角次中心建设方面，尤其
需要未雨绸缪，把握先机。

3、注重人才建设和价值发挥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

上海分院院长王建宇指出，宁波创
新平台整体偏弱，要把能做大的创
新平台真正做大做实，从长远发展
看，对宁波科技提升和人才引进，
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加拿大皇家科学院和工程院两
院院士吴柯认为，国内一刀切的人才
制度会对国家造成一定损失。在硬件
领域，年纪越大，经验越丰富，尤其是
针对硬件和软件，要有一定的区分考
虑，特别是硬件领域的老工程师、老
技术员，不应该轻易放弃。

4、加快城市管理智能化建设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

授江亿建议，宁波要加强市政系统
智能化建设，包括供水、排水、地
下的基础市政系统，人流、车流、
大气监测控制等，建成中国最好的
高效运行的城市系统之一。

推进宁波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智能经济发展

编者按：

为加快“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推动宁波市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智能经济发展，不久前，2019年宁
波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智能经济战略咨询委员会专家
咨询会在甬举行。26位咨询委专家参加会议，提出了许
多有价值的意见建议。现整理形成专家发言摘要，供学
习参阅。

宁波宁波::数字经济澎湃启航数字经济澎湃启航
——2019世界数字经济大会主论坛专家观点集萃数字经济大会主论坛专家观点集萃

编者按：

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
济的深度融合，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
积极营造数字经济发展氛围，汇集国内外要素资
源，打造面向全球高端交流合作平台，不久前，
2019年世界数字经济大会在宁波召开。在主论坛
上，与会专家从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城市
数字化、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信息基础设施、
信息安全等方面发表了精彩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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