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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

21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
心在京发布第56次《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
示，截至2025年6月，我国网民规
模达11.2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9.7%，5G基站总数达455万个。

共享数字发展成果
“我国互联网基础资源持续

丰富，推动了城乡互联网普及率
差距进一步缩小。”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主任、党委书记刘郁
林说，截至今年6月，农村网民规
模达3.2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69.2%，农村地区能够与城市同步
享受数字时代发展红利。

银发群体也深度共享数字
发展成果。统计显示，截至今年
6月，60岁及以上银发网民规模
达 1.61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52.0%。

刘郁林说，适老化服务和特
色乡村产业的创新发展，让老年
人和农村朋友真正享受到了数
字时代的便利和红利。

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持续扩大
报告显示，2025年上半年，生

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实现了从技术
到应用的全方位进步，产品数量
迅猛增长，应用场景持续扩大。

从用户方面看，截至6月，用
户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回
答问题的比例最高，达80.9%。

从产业方面看，2024年我国
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突破7000亿
元，连续多年保持20%以上的增
长率。国产人工智能产品与办
公协同、教育普惠、工业设计、内

容创作等场景深度融合，构建了
覆盖多个领域的智能应用生态。

“随着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
持续发展创新，一批优质的国产
人工智能产品加速出海，我国在
人工智能领域影响力显著提
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
主任张晓举例道，DeepSeek上线
不足20天，全球日活跃用户突破
3000万，成为全球用户增速最快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此外，
我国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
最大拥有国，占比达60%。

数字文娱出海又出彩
网络文学作品《诡秘之主》

《庆余年》等入藏大英图书馆、国
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火爆全
球、多部中国网剧获得海外受众
喜爱……技术赋能之下，中国网
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影视剧等
文化“新三样”正加速出海步伐。

报告认为，2025年上半年，我
国数字文娱领域发展“内外兼
修”，持续向全球输出优秀文化价
值，并不断拓展与线下的融合，为
国内文旅市场增加新动力。

来看具体数据：2024年，网
络文学出海市场规模超50亿元，
海外用户规模超3.5亿，网络文
学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创
新载体；网络剧与旅游深入融
合，短视频平台等整合资源构建
线上线下消费闭环，网络视频对
线下文化赋能效应逐渐显现；今
年上半年，25 款游戏海外吸金
116亿元，5款手游月入破亿元，
网络游戏出海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主骨架基本贯通

“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6.2万
公里”“公路总里程达到549万公
里”“高等级航道通航里程达到
1.76万公里”“颁证民航运输机
场达263个”……发布会上，交通
运输部部长刘伟说，我国交通运
输设施网络更加完善，国家综合
立体交通网加快构建。

刘伟表示，京津冀、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已经
建成全国领先的综合立体交通
网络；西部地区交通“留白”加快
填补，东北地区交通网络整体效
能持续提升，中部地区大通道大
枢纽加快建设，东部地区交通承
载力不断增强；农村和边境地区
交通通达深度明显提升。“交通
运输服务支撑区域城乡协调发
展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刘伟说。

“十四五”时期，交通运输行
业以统筹融合为导向，加快构建
以铁路为主干，以公路为基础，
水运、民航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的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大通道”加快贯通。我国
加快推进出疆入藏、沿江沿海沿
边、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战略骨干
通道建设，“6轴7廊8通道”国家
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已经基
本贯通，连接了全国超过80%的
县级行政区，服务全国90%左右
的经济和人口总量。

“大网络”基本形成。“八纵
八横”高铁网已建成投产81.5%，
高铁营业里程达4.8万公里；33
条国家高速公路主线基本贯通，
高速公路里程达 19.1 万公里；

“四纵四横两网”国家高等级航
道已经达标70.4%，港口规模能
力多年保持世界第一；航空服务
覆盖全国92.6%的地级行政单元、
91.2%的人口；邮政行业设立营
业网点50多万处。

“大枢纽”加快建设。由综
合交通枢纽集群、枢纽城市和枢
纽港站“三位一体”构成的国家
综合交通枢纽系统持续完善；
80%的新建客运枢纽平均换乘距
离不超过200米；37个城市开展
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重
点枢纽货物换装次数缩短至1至
2次，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
过8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谋划
建设一批重大工程项目，加力贯
通综合运输大通道，推动存量交
通基础设施更新提质增效，更好
服务保障国民经济循环和人民
群众便捷出行。”刘伟说。

技术不断突破
装备不断更新

北京亦庄高级别自动驾驶
示范区，一辆无人驾驶汽车正在
道路上平稳完成变道、超车、避
障等动作。为这辆汽车提供自
动驾驶技术的“萝卜快跑”平台，
已在全球15个城市落地，全无人
自动驾驶车队已驶入北京、深
圳、武汉、重庆等多个城市。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自动驾
驶、智能航运、智慧物流蓬勃发
展，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船加快
推广应用。

国家邮政局局长赵冲久表
示，“无人”技术在仓储、运输和
派送环节大显身手，通过自动化
和智能化，提高了快递服务的效
率和服务水平，实现了快递最高
日揽收量7.29亿件。“深度对接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和国家物
流枢纽，积极构建‘枢纽+通道+
网络’的现代物流运行体系，国
内快递服务时效性、服务质量、
性价比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赵冲久说。

聚焦新技术应用、新装备研
发、新业态发展，开展系列创新
场景应用和核心技术攻坚。“比
如，通过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
型升级试点，推动20个区域、超
过6万公里通道改造升级，通行
效率、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效率分
别提升20%、30%左右。”刘伟说。

技术不断突破创新，装备不
断与时俱进。

“十四五”期间，深中通道创
造了多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
小洋山北集装箱码头等重大工
程科技成果竞相涌现；CR450动
车组发布，首艘国产大型邮轮正
式运营，C919大型客机常态化商
业运营；超过4000公里公路完成
了智能化升级改造，电子航道图
发布里程9950公里，自动化码头
在建设规模、作业效率、技术水
平上稳居世界前列。

“技术装备更加先进。中国
高铁、中国路、中国桥、中国港、
中国快递等‘中国名片’更加亮
丽。”刘伟说。

公众出行从“走得了”
向“走得好”转变

万人执火，踏歌而行，近日
的四川凉山彝族火把节吸引不
少游客。面对新成昆铁路凉山
段旅客大幅增长的出行需求，7
月18日至24日国铁成都局动态
调整运力，加开列车20列，日均
开行旅客列车超60列。

“当前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向
好，城市间的人员流动和联系更
加频繁，人民群众对商务、通勤、
旅游和探亲这些方面的出行需

求越来越多。”国家铁路局副局
长安路生表示，如今铁路出行服
务品质更优，高铁成网和公交化
的开行让人民出行更快捷，“坐
着高铁看中国”已经成为老百姓
享受生活的生动写照。

航空服务与旅客出行体验
息息相关。“十四五”期间，我国
约有3.5亿人乘坐飞机出行，目
前航空人口数量已达4.7亿，成
为全球航空人口最多的国家。

中国民航局局长宋志勇介
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民航大
力提升运行效率，航班正常率保
持在较好水平；千万级机场航班
近机位靠桥率提升至83.8%，上
下飞机更加便捷。同时，我国还
大力推进智慧化服务，国内旅客
自助值机占比超过七成，具备无
纸化便捷出行能力的运输机场
超过260家，机上WIFI使用越来
越广泛，旅客云上生活越来越丰
富。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
交通运输领域表现最突出的，就
是期盼出行有更多选择、有更大
便利、有更优品质。

高铁、民航成为快速出行首
选。刘伟表示，2024年，动车组
旅客发送量32.72亿人次，占铁
路旅客发送量的75.9%；民航日均
服务200万人次以上，年旅客吞
吐量1000万人次以上的机场已
经达到40个。

自驾成为跨区域出行主
流。刘伟说，平均每天大约有
1.3亿人次选择自驾出行，占跨
区域人员流动量的七成以上，全
国有约90%的县级行政中心实现
30分钟上高速。

通勤出行得到有力保障。
刘伟表示，每天约有1亿人次乘
坐轨道交通高效通勤，1亿人次
乘坐公交穿梭街巷，1亿人次乘
坐出租车和网约车“门到门”出
行。

“我们始终坚持‘人民交通
为人民’，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推
动公众出行从‘走得了’向‘走得
好’转变。”刘伟表示，总的看，我
国交通运输综合能力、服务品
质、运行效率大幅提升，“人享其
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正在
加快实现。

据新华社电

“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

交通强国建设交出亮眼答卷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日举行“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

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我国交通强
国建设的新成效和新进展。

记者在发布会上举手。 新华社 图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
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
要求按照市委部署，扎实做好三
季度和下半年经济运行工作；推
动上海域外农场高质量发展。

会议指出，上半年，上海经
济运行顶压前行、韧性增长，稳
中向好、符合预期。面对外部环
境的不确定性，全市各区、各部
门要进一步对标对表、真抓实
干，补短板、拉长板、锻新板，扎
实完成三季度目标任务，为实现
全年目标任务蓄势增能，全力跑
出“加速度”，更好为全国“挑大
梁”。要强化产业支撑，加快培
育一批重大产业项目，深化科
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持续
做大三大先导产业规模，培育壮
大新质生产力。强化需求支撑，
兼顾稳外贸、扩内需，更好帮助
企业拓市场、抢订单，持续激发
消费活力。强化主体支撑，激活
招商引资“活水”，大力吸引优质
项目落地，夯实企业服务，坚持
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及时发现
和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

更大力度做好安商稳商。强化
政策支撑，发挥国家战略牵引作
用，放大各类政策撬动效应，在
政策制定环节提高及时性、针对
性、有效性，在政策实施环节最
大限度实现免申即享、直达快
享，在政策评估环节及时查漏补
缺，动态优化完善。强化作风支
撑，虚心学习各地领先之策，敢
于打破常规拓展增量增势，严守
各项硬规矩，切实为基层减负，
切实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

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域外农
场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并指
出，域外农场是上海农产品的重
要供应基地，也是上海超大城市
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要提升
域外农场产业能级，稳定主要农
产品产能，打造全产业链供应体
系。要强化共商共治，发挥长三
角合作机制作用，建立跨区域协
同共商共治、产业联动发展等机
制。要增进民生福祉，推进基础
设施升级改造，优化民生领域公
共服务，提升域外农场治理水平
和群众获得感。

市政府常务会议部署做好三季度和下半年工作

补短板拉长板锻新板
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蓄势增能

我国网民规模达11.23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