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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全球互联网经济概述

美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

英国：数字英国

韩国：ICT 2020

日本：智能农业

3

人类社会已迈入互联网经济时代，各国均提出了重点发展战略。

俄罗斯：“互联网+”

印度：数字印度

澳大利亚：网络安全战略

德国：数字战略2025

阿根廷：联邦互联网计划

中国：“互联网+”

波士顿咨询集团预测，到2016年，全球互联网经济规模将达4.2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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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波斯顿咨询公司 《G20国家互联网经济报告
》

1.2 中国互联网经济（麦肯锡IGDP）

中国互联网经济占GDP比例超过美国

2013年中国互联网经济占GDP比例为4.4%，同期美国为4.3%，

法国为4.2%，德国为3.7%，加拿大为3.4%。

IGDP衡量所有通过创新和应用互联网技术
和服务的活动的经济价值

图片来源：麦肯锡《2014年中国数字化转型：互联网对产能与经济增长影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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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DP指数：互联网经济占GDP的比
重

IGDP = C + I + G + (X - M)

 个人的消费（硬件，软件，互联网使用费用，电

子商务）

 互联网技术上的商业投资

 国家整体互联网相关的公共开支（包含基础设施

建设）

 互联网相关的产品和服务的贸易差额

麦表锡预测，到2025年，中国互联网经济规模每

年平均产生4万亿-14万亿的价值。



2 互联网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探究（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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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核算

GDP是指经济社会在一定时期内运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

经济新常态下
7%的GDP增速

互联网经济

如
何
维
持

GDP核算方式：☆支出法

GDP=投资+消费+政府购买支出+（出口额－进囗额）

GDP

互联网经济

投资 消费 出口



2 互联网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探究（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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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带动基础设施投资

国家：据专家意见，十三五期间我国网络建设累计投资将突破两万亿大关。

企业：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表示腾讯在2016年将投入20亿用于腾讯云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及其相关人才招募

和市场推广，到2020年预计总投资将超过100亿 。

国家
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企 业 层 面
互联网化改革

（设备、人才、运营…）
企业

互联网

国民经济

国 家 层 面
高速宽带、4G网络、5G
网络、IPv6网络、城市数

据中心建设…



2 互联网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探究（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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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带动基础设施投资（案例）

BOT模式
建设-运营-移交

政府向该机构颁布特权，使其在限定期内建设、经营、

管理该设施及其产品，期满私人机构按协议将设施转交

政府经营管理。

“数字衡阳”智
慧城市项目

BT模式
建设-移交

………

政府通过特许协议，引入国外资金或民间资金进行基础

设施建设，建设完工后，该设施的有关协议由政府按协

议赎回。

政府部门信息化
（电子政务、网
上行政审批等）

PPP模式
公私合营

以政府特许协议为前提，政府通过政府采购的形式与中

标单位组建具有特殊目的公司，共同合作开发建设。

重庆两江国际云
计算产业园

带动投资 国民经济



2 互联网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探究（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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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促进精准扶贫
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

设立专项扶贫资金、倡导互助资金扶贫、作社（企业）+贫困户、果园、承包地托管扶贫、林业生态扶贫、生态

旅游扶贫………

提升家庭
消费能力

加速建成

小康社会

拉动消费

国民经济

精准扶贫信息管理平台



2 互联网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探究（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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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拉动服务贸易

据商务部数据，“十二五”期间，我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贸易额年均增长14.5%，规模跃居世界第二，

其中软件、信息技术、文化等新兴服务出口占据半壁江山，成为对外贸易的新亮点和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10.34%
10.62%

11.40%

10.86%

10.32%

10.85%

11.40%

12.31%

9.00%

9.50%

10.00%

10.50%

11.00%

11.50%

12.00%

12.50%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07年-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总额比重 互联网与服务贸易

拉动进出口

国民经济

培育高附加值服务产品

拓宽服务产品出口渠道



2 互联网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探究（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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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机制改革

简政放权

创新市场
监管机制

优化政府
服务

 深化行政审批改革

 建立以社会信用体系为核心的互联网经济市场监管机制

 推进“互联网+政府服务”改革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推进综合监管

 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



3.1 重庆互联网经济发展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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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社会环境指数位于西部前三

2015重庆信息社会指数为0.4（西部第3）

重庆信息社会发展指数为0.4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高于川贵两省

符合重庆处于信息社会的准备阶段（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过渡阶段）的现状

ICT产业对GDP贡献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已成为重庆市支柱产业

2015年全市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突破5000亿元，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产值1664亿元，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规模达800亿元（西部第3），物联网产业规模达200亿元

国家和地方政府政策支持

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互联网+”、“宽带中国”、大数据、信息消费等相关政策十余项

重庆市政府：2015年9月发布《关于印发重庆市建设互联网经济高地“十三五”规划的通知》

2016/11/18



3.2 重庆打造互联网经济战略（1/3）

通道经济——建设国际数据出口通道

12

广
州新

加
坡

欧洲

南亚地区

重
庆

“渝新欧”铁路

“一带一路”、
“中新（重庆）战略性
互联互通示范项目”

上
海

 提升国际专用数据通道能力。优化数据通道质量，提升数据通道速率，丰富数据业务类别。
 建设重庆——欧洲数据出口通道。沿“渝新欧”铁路布局光缆，打通重庆到欧洲的国际信息大

通道。
 建设重庆——新加坡数据出口通道。依托“一带一路”，推动重庆到新加坡的国际数据出口通

道建设。
 建设重庆——南亚数据出口灾备通道。论证建设陆路经缅甸，老挝，泰国等国家前往南亚，中

亚国际数据出口灾备通道。

2016/11/18

南亚灾备数据通道



3.2 重庆打造互联网经济战略（1/3）

通道经济——建设通信信息枢纽

13

打造宽带化、泛在化信息高速公路

打造全国重要的数据集散中心

打造国内存储处理能力强的数据处理中心

建设“光网·无线重庆”，实现校园、
医院、商圈等公共场所无线全覆盖。

推进全市公共数据开放共享
三库 ：自然人、法人、地理空间。
四平台：政务共享、信息惠民、

信用建设、社会治理。

建设数据容灾备份中心，依托两江云
计算产业园、仙桃数据谷等云计算和
大数据基础设施，利用电力成本低、
气候条件佳等区位优势。

建设离岸数据中心 ，加快国家级离岸
数据中心硬件基础和配套设施建设。

2016/11/18 13



3.2 重庆打造互联网经济战略（2/3）

服务经济

 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开始迈入服务经济时代。

 麦肯锡预测，互联网能够促进中国GDP提高至4万亿到14万亿之间，占2014年至2025年中国GDP增长

总量的7%~22%。

互联网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智慧农业

智能制造

智慧交通

现代服务

… …

2016/11/18 14



3.2 重庆打造互联网经济战略（2/3）

服务经济——促进传统工业、农业和服务业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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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新技术产业发
展行动

实施智能化绿色化
制造行动

发挥互联网的渗透性，推进三次产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重构传统产业组织、生产、经营模式，提高

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助推供给侧与需求侧精准对接，促进工业提档升级、农业提效升级、

服务业提质升级。

2016/11/18

促进传统农业提效升级

农业生产智能化标准化改造

农产品质量安全溯源体系

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加快传统服务业提质升级

互联网教育云中心

智慧物流服务中心

互联网特色旅游
经济体系

互联网健康服务
体系

加速传统工业提档升级



3.2 重庆打造互联网经济战略（3/3）

新生经济——互联网经济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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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础设施：

云网端

新生产要素：

数据资源

新分工体系：

大规模社会化协同

DTIT

新产业

新模式

新业态

企业边界

生产组织体系

劳动雇佣关系

催生



3.2 重庆打造互联网经济战略（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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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互动娱
乐新业

态

互联网
数字传
媒新业

态

图像
渲染

出
版

会展

新
闻

文化
传播

创意
设计

…

数
字
影
像

虚拟
场景
合成
技术 虚

拟
现
实

增强
现实

混
合
现
实

位置
服务

…

体验式
消费新
业态

O2O

智慧
商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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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
产业

跨境
人民
币结
算

离岸
金融
结算

…

跨境公
司总部
结算

信用卡
清算业

务特色电子商务
产业

农村电
子商务
服务站

跨境电
子商务
试验区

特色农
产品电
子商务
示范

跨境电子
商务服务

窗口

重庆
网货
生产
基地

…

云计算大数据
产业 大数据

外包服
务试点

云计算
产业服
务示范

大数据
应用示

范
…

新生经济——互联网经济新产业、新业态



信息消费的概念和内涵随着ICT技术对人类社会的不断渗透而发生变化，但我国信息消费的口

径是结合国情和产业形势科学界定的，国际上没有标准的定义和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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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信息消费的概念和内涵

信息消费成为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核心动力

如果说“互联网+”是信息对社会各行各业（包括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大领域）的效率提升，那么信息消费

是扩大需求促进消费增长的主要力量。

2016/11/18

1994

“信息消费”首次提出

郑 英 隆 （ 1994 ） 在

《信息消费论纲》一文

中首次提出信息消费的

概念，他认为信息消费

是社会各种类型决策者

将现有的有关决策信息

进行消化吸收，并通过

若干转换加工后形成行

动方案决策或思想决策

的过程，具有非消耗性、

共享性、无形性、增值

性等特征。

2000

由狭义到广义

蒋序怀（2000）提出，

狭义的信息消费是指直

接或间接以信息产品和

信息服务为消费对象的

消费活动，广义的信息

消费还包括信息含量相

当大的信息产品和信息

服务。

2014

大数据信息消费

闫强（2014）提出了

大数据驱动下的新型信

息消费，呈现出精细化、

碎片化和个性化等特点。

2016

新兴信息消费

万晓榆（2016）进一

步将基于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兴

行业，以智能设备为载

体，以比特产品为消费

对象的消费活动称为新

兴信息消费。



4.2 信息消费的统计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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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统计口径不适应信息消费的发展趋势

鉴于统计数据的滞后性，大多数学者将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文化三项支出之和作为信息消费额，在

未来信息消费的统计工作将给相关部门形成一定的挑战。

当前：手机、平板电

脑、微型计算机、智

能电视、IPTV

未来：延伸至云家

电、智能穿戴设备、

物联网终端、电子导

航、智能安防设备等

信息
产品 当前：以语音服务、

互联网接入服务、信

息内容服务以及软件

应用服务为主

未来：大数据服务、

云服务等将成为信息

服务重要内容

信息
服务

2016/11/18



4.3 信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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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信息消费对社会零售总额的贡献

2012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占社会零售总额比重7.9%；

2015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占社会零售总额比重上升至10.6%。

注：根据工信部和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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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信息消费对GDP的直接贡献

2012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占GDP比重3.3%；

2015年我国信息消费规模占GDP比重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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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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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消费测评指标确定困难，统计工作需要跟进

虽然从2013年开始，重庆市被选为信息消费试点城市之一，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相关部门在信息消费的

统计上还相对滞后，建议加强高校与政府统计部门的沟通和协作。

打破信息孤岛，建立数据共享机制

当前大量有价值的数据为政府部门所掌握，形成了信息孤岛。一方面要加强政府部门间的数据共享，方便社会

公众，继续推进“三证合一”等项目；另一方面，建议相关部门开放部分公众数据，建立健全数据开放、共享

和开放机制。

加强网络空间治理，净化网络交易环境

网络信息污染成为网络社会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类似百度魏则西事件时有发生。建议加快推进网络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进度，设立不良企业黑名单制度，设计公众参与的网络空间治理机制。

邀您一起探讨！

2016/11/18



感谢大家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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