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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2016年以来，上海立足
产业和信息化基础，围绕工业互联网
创新发展，在工作布局和产业创新等
方面率先启动、率先探索、率先带动，
全力推动“上海制造”向“质造”和“智
造”转型升级。青年报记者从市经信
委了解到，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
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
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本市近期将
发布《上海市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工
程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提出，通过
实施工业互联网“533”创新工程，全
力争创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创新示范
城市，并带动长三角世界级先进制造
业集群发展的总目标，为上海加快迈
向卓越的全球城市打下坚实基础。

以“三个目标”为导向
明确解题新思路

近年来，国际产业格局面临重大
调整，抢夺制造业制高点的竞争愈演
愈烈。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度融合的产物，已
经成为各国重塑制造业雄风的战略
重心。2017年11月，国务院发布《关
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
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在全国范围
内系统构建工业互联网生态体系。

上海发展工业互联网基础优势

显著。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
长期把实施信息化战略放到城市建
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从
1995- 2000 年的基础先行、2001-
2005年的重点突破，2006-2010年的
协调发展，到2011-2015年的综合
提升，上海信息化建设经过近20年
持续发展，总体保持在国内领先水
平、迈向国际先进行列。近年来，上
海两化融合指数稳居全国前五；处于
信息化集成提升和创新突破阶段的
企业占 50%，高出全国近 30 个百分
点；重点行业云计算覆盖率超过
50%；多数国有企业采取“混合云”方
式加快业务转型。但同时面临着发
展瓶颈，如：龙头企业引领效应不强、
企业互联网应用广度深度不够、产业
生态环境不健全、传统企业转型乏力
等，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面对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上
海紧扣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产业发展
趋势，抢抓消费互联网转向企业互联
网的历史机遇。基于产业特色和信
息化基础，进一步明确以“互联网+
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作为新
一轮产业革命的着力点，深入实施工
业互联网产业创新工程，加强自主创
新突破、加快工业互联网应用步伐、
构建完整的工业互联网体系，全面落
实“促进企业降本提质增效、推动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国家在工业互

联网发展中的主导力和话语权”三大
目标，推进上海经济发展质量、效率
和动力变革。

将发布工业互联网产业
创新工程实施方案

近期，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
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
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衔接《全力打
响“上海制造”品牌加快迈向全球卓
越制造基地三年行动计划》，本市即
将发布《上海市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
工程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提出，通过实施工业
互联网“533”创新工程，全力争创国
家级工业互联网创新示范城市，并带
动长三角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发
展的总目标，为上海加快迈向卓越的
全球城市打下坚实基础。重点任务
聚焦“三个行动”，围绕体系、应用、生
态、环境四个方面形成“3+2+3+5”框
架，具体推动实施22条。

此外，《实施方案》还明确将优化
资金支持。今年下半年，为贯彻国家
工业互联网“322”发展体系和上海工
业互联网“533”创新工程，上海即将
配套发布“新一批工业互联网创新发
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指南和资金管
理办法”，考虑将以平台体系、产业集
群、支撑体系、创新应用为支持重点。

其中，在平台体系方面，一是支

持建平台，考虑支持六类重点产业骨
干企业建设独立运营的行业性工业
互联网平台项目，以及跨行业跨领域
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项目；二是支持
上云上平台，考虑实施工业软件云化
工程，促进基于工业工具、工业数据、
工业能力“上云上平台”。

在产业集群方面，考虑支持本市
两化融合基础较好的重点产业园区
通过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实现传统
产业整体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
级改造项目，打造工业互联网创新应
用实践示范基地，提升区域制造资源
共享和协同水平，形成可复制、可推
广的模式经验。

支撑体系方面，一是服务体系建
设，对纳入服务资源库目录的服务
商，支持其提供“建平台”“上云上平
台”、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工控安全等
第三方服务；二是新型工业软件，支
持面向预测性维护、协同研发、全生
命周期管理等特定应用的新型工业
APP；三是工业控制安全，支持构建涵
盖设备、控制、网络、平台和数据安全
的多层次安全保障。

创新应用方面，支持重点产业领
域龙头企业通过工业互联网开展网
络化协同、服务化延伸、个性化定制、
智能化生产等应用模式创新项目，实
现生产制造过程降本增效、全产业链
协同、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下周，由上海市青年企
业家协会等联合主办的“2018中国
长三角青商高峰论坛”将于上海市松
江区拉开帷幕。青年报记者获悉，这
是继第十届论坛在上海市奉贤区举
办后，长三角青商论坛时隔一年再度

“落脚”上海。
据悉，自2008年起，长三角地区

的杰出青年企业家们就开始通过“中
国长三角青商论坛”这一平台交流经
济话题，加强商业合作，在互动中觅
得商机。中国长三角青商论坛是在
共青团江苏省委、共青团浙江省委、
共青团上海市委共同指导下，由江苏
省青年商会、浙江省青年企业家协
会、上海市青年企业家协会、风流一
代杂志社（江苏）、青年时报社（浙
江）、青年报社（上海）联合主办，南京
大学商学院、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复
旦大学管理学院作为学术支持的公
益性年度经济论坛。

时至今日，长三角青商论坛已
成功举办了十届，其足迹遍及上
海、南京、太仓、嘉兴、丹阳、盱眙、
海门、宿迁和绍兴，而参加每年一
届的论坛似乎也成了长三角青年
企业家们的一项“传统”活动。在

这里，青年企业家们曾深入探讨过
诸如“第三代企业家”“中国制造业
转型机遇”“互联融合”“匠心回归”
等经济课题，也见证了一批又一批
青商领袖、杰出青商和新锐青商的
诞生与成长。

十年来，长三角青商论坛不断
凝聚青年企业家们的共同智慧，持
续助力长三角地区产业升级，积极
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为提升
长三角地区整体优势和国际竞争力
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届时，将有三省一市青商、知名
投资人、专业学者、青年人才等近千
人齐聚松江，与大家共话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市青年企业家协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本次论坛演讲大咖云
集，我们将邀请商界巨子、创业达人
进行主旨演讲，共同探讨长三角未来
经济发展机遇。演讲主题包括：以产
业资本联动长三角，共同参与国际合
作竞争；创业在长三角等。对话主题
也更丰富，包括聚焦长三角一体化的
五个着力点以及上海“四个打响”、乡
村振兴等。

与此同时，还设置了内容丰富
的圆桌对话，对话主题包括打造世
界级产业集群，构建长三角竞争新
优势等。

本市近期将发布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工程实施方案

全力推动“上海制造”向“质造”和“智造”转型升级

2018中国长三角青商高峰论坛即将于5月28日、29日两日在上海松江举
行。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地方政府代表、青商、知名投资人、专业学者、青年人才将
汇聚于此，共议长三角的协同与青商责任。本报从今日开始，将聚焦本次论坛背
景、大咖对话、圆桌会议等内容，与大家共话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018中国长三角青商高峰论坛将于下周在沪举行

探讨长三角未来经济发展机遇

编者按

2010 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实

施《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将

长三角的范围确定为江浙沪，明确了

长江三角洲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

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

进制造业中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

的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定位。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上海时强调：要按照国家统一规

划、统一部署，围绕落实全国城镇

化工作会议精神、参与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推动长

江经济带建设等国家战略，继续完

善长三角地区合作协调机制，加强

专题合作，拓展合作内容，加强区

域规划衔接和前瞻性研究，努力促

进长三角地区率先发展、一体化发

展；同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

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的指导意见》，促进长江三角洲

一体化发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世界级城市群，并首次明确了安

徽作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一部

分，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时至2016年6月，《长江三角

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正式由国务院

批复发布。规划站在全局统筹的

高度，对今后一个时期长三角城市

群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功

能定位和目标任务等做了总体部

署。根据规划，“长三角城市群”范

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9市、浙江省

8市和安徽省8市，区域面积21.17

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2%。

规划提出，长江三角洲要构建

适应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空间格

局，形成“一核五圈四带”网络化空

间格局；到2020年，长三角基本形

成经济充满活力、高端人才汇聚、

创新能力跃升、空间利用集约高效

的世界级城市群框架，人口和经济

密度进一步提高，在全国 2.2%的

国土空间上集聚 11.8%的人口和

21%的地区生产总值；到 2030 年，

长三角将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长三角要形成“一核五圈四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