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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实践



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一是数字经济健
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二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三
是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

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

——国务院《“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1年12月12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经济的重要讲话精神

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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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发展至今，重点以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及其应用获得了突破

性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全新的 。

全球态势：数字经济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新形态



数字智能基础设施
• 网络基础设施：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

卫星互联网等
• 新技术基础设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

新型生产资料

新型数据资源

新型生产工具

•数据要素价值

•海量获取

产业间深度渗透融合
• 渗透融合改造传统产业
• 原有变革+新独立的门类

经济组织发生变化
• 产生了大量自由职业者、自媒体
• 自创造使得数字创业成本变化
• 平台成为独立的组织力量

经济
结构

经济
组织

分工
网络

全球分工格局改变
• 技术：开源成为主流，多方协同、

资源共享、   快速迭代           
• 产业：研发、设计、制造、服务全

链深度全球化

新兴数据观

•数据交易“可用不可见”

•数据资产评估

•业务数据

•行为数据

•感知数据

全球态势：数字化生产力带来生产关系发生深刻变革



全球经济进入“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时期，跨越式发展路径正在形成，而产业和经济新格局尚未定型。
世界各国均面临重大战略机遇，围绕数字领域的竞争不断加剧

资料来源：中国信通院

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建设网络强国、制造强国和数
字中国

聚焦数字经济前沿技术，关注
人工智能和云计算，把握制造
业高附加值环节，全面提升国
家创新能力
推动建立数字单一市场，构建
全方位数据法律框架，加强人
工智能前沿探索（数字市场、
数字服务、数字治理三大法案）

制定综合战略，重视科学技术
创新，重视发展高端制造业，
积极培育数字化人才

弥合数字鸿沟，全面推动数字
化转型，以及布局人工智能、
5G和6G等前沿技术，平衡个人
信息保护与数字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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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态势：各国加大数字经济战略部署



• 加强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应用

• 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

• 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

• 提供智慧便捷的公共服务

• 建设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

• 构筑美好数字生活新图景

• 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

• 推动政务信息化共建共用

• 提高数字化政务服务效能

• 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场规则

• 营造规范有序的政策环境

• 加强网络安全保护

• 推动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

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

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营造良好数字生态

p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立足新发展阶段，首次将数字中国与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并列为国家战略，
要求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p “十四五”规划首次将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单独成篇，重点布局，提出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
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

国家战略：数字经济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重点布局方向



优化升级
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
推进光纤网络扩容提速
加快5G网络规模化部署
推进IPv6规模部署
加速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升级

•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
•布局人工智能基础设施

• 贸易数字化
• 数字丝绸之路
• 国际合作环境

• 培育壮大数据服务产业，聚焦数
据清洗、标注、脱敏、脱密、聚
合、分析

• 促进数据要素市场流通
• 建立多样化数据开发利用机制

• 推动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经营管
理、销售服务等业务数字化转型

• 推动农业、水利、工业、商务、物流、
金融、能源能全方位全链条数字化转型

• 引导产业园区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 建立市场化服务与公共服务双轮驱动

• 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
• 强化关键产品自给保障能力
• 加快培育共享经济、智能经济、

新个体经济
• 发挥好领军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

充分发挥
数据要素作用

大力推进
产业数字化转型

加快推动
数字产业化

拓展数字
经济国际合作

• 制定政策措施
• 强化政府数字化治理和服务能力建设
• 建立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

• 加强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网络安全应急处置能力

• 建立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加强对
个人信息的安全监管能力

• 防范各类风险

促进政务服务、社会服务、
数字生活等全面升级

健全完善
数字经济治理体系

强化数字
经济安全体系

持续提升
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

国家战略：国家“十四五”数字经济规划部署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和
创造新需求

“两区”建设

数字
经济

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引擎。北京科技创新资源丰富，是中国数字化发展进程中的创新引领者和产业
先行者。我们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坚持国际一流、首善标准，积极打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北京样板”，努力建设成为全
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2021年8月2日，蔡奇同志在首届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开幕致辞

——2021年3月23日，蔡奇同志在海淀区调研指出

北京是数字经济的蓝海，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必须要有标杆企业。要立足自身优势，瞄准世界一流，鼓励支持企业加
大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力度，取得更多颠覆式创新成果，培育更多数字经济标杆企业。

建设全球数字经
济标杆城市作为
新发展格局“五
子” 之一

2021年7月30日

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实施

《北京市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

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

北京实践：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时代坐标



北京实践：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时代坐标

智慧城市建设

数字经济

标杆城市建设

高精尖产业发展

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京津冀
协同发展

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城市场景孵化

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

两区建设

制度创新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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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的数字经济实践,在“五子联动”中把握产业经济工作的定位,推动智慧城市和高精尖产业协同发展，
打造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突出“数字”驱动 突出“全球”争先 突出“标杆”引领 突出“城市”孵化

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Ø 把数据作为

Ø 作为城市减量发
展背景下实现高
质量发展、可持
续发展的主路径

Ø 坚持全球化视野
和高水平开放

Ø 努力争取在全球
数字经济的竞争
中处于领先位置

Ø 把北京超大城市
整体作为一个

Ø 加快

Ø 培育一批
Ø 实施一批
Ø 打造数字经济时代

的

北京实践：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思路



北京实践：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思路



数字社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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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实践：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思路



第二部分  
对互联网3.0产业发展几点思考



 ■  元宇宙推动互联网迈向3.0发展的新时代

PC互联网时代 移动互联网时代 元宇宙时代

时间轴

1970

代表公司

应用场景

技术条件

· 1978年第一个BBS系统被建立

· 1996年E-mail数量首次超过邮
寄书信

· 1974年，第一台PC研发成功，取名
Altair
· 1978年，Intel发布8086处理器，X86
架构始祖
1983年，TCP/IP协议正式激活使用
· 1985年，第一代微软windows操作系
统推向市场
· 1986年，CIsco发布第一代多协议路
由器
· 1991年，万维网首次面世
· 1991年，2g技术首次商业化推向市场
· 

2000

· 2009年，移动打车平台Uber成立
· 2011年，社交类移动应用wechat问世
· 2016年，视频类移动应用抖音发布，并迅
速席卷全球，现已拥有11亿全球用户

· 2002年黑莓发布第一代手机产品the BlackBerry 
3810
· 2007年平谷发布iphone手机拉开了移动互联网
的序幕
· 2008年，谷歌发布版第一代移动互联网操作系
统，Android1.0
· 2001年和2009年3g和4g技术陆续推向市场。
· 2018年，苹果的移动应用商城共计提供220万
个应用，下载次数超过1300亿次
· 2019年，5g服务推向市场

2020

互联网对人类生活达到100%
渗透，24小时使用时长，成
为步入算力时代的标志

· 经济系统：区块链、数字货币…

· 软件：虚拟人、AIGC、数字孪生…

· 系统：安卓、IOS、华为鸿蒙…

· 硬件平台：VR/AR、智能手机…

· 底层技术：5G、lot、人工智能、云

技术、边缘计算…

2050

元宇宙（Metaverse）：

是具备新型社会体系的数字生活空间，是由现实世界映射或超越现实世界，虚实交融的新世界。



早在30多年前，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为"虚拟

现实技术"取名“Virtual Reality”。他畅想：

由“灵境技术”触发“形象思维”和“灵感思

维”，进而把“创造能力大提高”，推动“科

学大发展”与“文艺大发展”等。

《 “ 十 四 五 ”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规 划 》 （ 2 0 2 1 年 1 2 月 ）
指出：创新发展“云生活”服务，深化人工智能、虚拟现实、8K 高清视频等技术的融合，

拓展社交、购物、娱乐、展览等领域的应用，促进生活消费品质升级。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 中 央 网 信 办 《 关 于 加 快 推 动 区 块 链 技 术 应 用 和
产 业 发 展 的 指 导 意 见 》 （ 2 0 2 1 年 6 月 ）
明确到2025年，区块链产业综合实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产业初具规模。区块链应用渗透到

经济社会多个领域，在产品溯源、数据流通、供应链管理等领域培育一批知名产品，形成场景

化示范应用。

国 务 院 五 部 门 联 合 发 布 虚 拟 现 实 等 五 年 行 动 计 划 （ 2 0 2 2 年 1 1 月 ）
指出：要提升“虚拟现实+”内生能力与赋能能力，加快近眼显示、渲染处理、感知交互、网

络传输、内容生产、压缩编码、安全可信等关键细分领域技术突破，强化与5G、人工智能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

中国正以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全面带动元宇宙产业探索与布局

 ■  元宇宙推动互联网迈向3.0发展的新时代



10月31日，香港财政司（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正
式发布《有关香港虚拟资产发展的政策宣言》就
在香港发展蓬勃的虚拟资产行业和生态圈，阐明
政府的政策立场和方针，正式迈入Web3「大时
代」。

关注能力和终端研发

《上海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提到：加强元宇宙底层核心
技术基础能力的前沿研发，推进深
化感知交互的新兴终端研制和系统
化的虚拟内容建设，探索行业应用。

上海市

推动数字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

《2022年武汉市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武汉要加快壮大数字产业，
推动元宇宙、大数据、云计算等技
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建设国家新一
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武汉市

基于元宇宙，布局未来产业
未来5年，合肥将前瞻布局未来产业，
瞄准元宇宙、超导技术、精准医疗等
前沿领域，打造一批领航企业、尖端
技术、高端产品，用未来产业赢得城
市未来

合肥市

关注技术、内容、场景

《北京城市副中心元宇宙创新发展行
动计划》聚焦“元宇宙+文旅”、
“元宇宙+商业”、“元宇宙+城市
服务”，培育元宇宙细分产业链，打
造数字设计、数字人、混合现实、数
字艺术四大产业链条。

北京市

韩国快速响应

2020年底，韩国科技部公布了《沉浸式经济发
展策略》，目标将韩国打造为全球五大XR经济
中心，在经济、教育和旅游等领域提供服务。

海外

美国政策审慎 市场先行
政府尚未有明确的政策文件；元宇宙企业
持续推动美国政府对元宇宙的认知，众多
美国科技企业纷纷大量布局元宇宙领域，
NFT等领域于美国快速发展。

中国正以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全面带动元宇宙产业探索与布局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近30个省市发布元宇宙产业规划，从技术研发、产业融合、商业化落实等层面助力元宇宙技术落地。

沙特推行元宇宙城市概念
沙特王储小萨勒曼推行“2030愿景”计划，主导
开发Neom 新城建设项目，总预算高达5000亿美
元，打造科幻新城。

上海市

合肥市

 ■  元宇宙推动互联网迈向3.0发展的新时代



能源消耗

社会健康

两个问题

从一维二维到
三维全面升级

一个本质 供给端+需求端

赋能城市 

赋能产业

赋能生活

三项赋能

关于互联网3.0（元宇宙）产业的三点思考



元宇宙本质：从一维二维到三维的全面升级

三维元宇宙从物理的世界的模拟、复刻，变成物理世界的延申和拓展，进而反过来反作用于物理世界，最终模糊虚拟世界和现实

世界的界限。

二维

一维

三维

三维元宇宙新世界

01

02

03

一  维

二 维

三 维

内容数字化

流程数字化

全真数字化

三维元宇宙完成虚拟和现实的全真融合，形成人类未来社会、生产、生活的全新愿景。



两大问题之一：元宇宙超幻数字世界需要足够能源支撑

• 相关统计，2020年我国数据中心总耗电量达到了2000亿千瓦，占比2.71%。

预计到2025年，占比将增加一倍，达到4.05%。

高计算力数字技术运行、超量数据存储、超强终端制造，能源消耗是元宇宙发展面临的首要发展问题。

•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中国算力发展指数白皮书（2022 年）》指出：

全球算力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期。全球算力规模保持高速稳定增长态势，

2021 年全球计算设备算力总规模达到 615 EFlops，增速达到 44%；

• 2021年我国算力总规模达 202EFlops，保持 50%以上高位增长；

全球算力规模全速增长

5G、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VR、AR等数字技术，每一项大规模发展都将以一定程度提高能耗为代价。

跑步加速进入元宇宙的时候有必要避免催生出高耗能产业。



两大问题之二：元宇宙超幻数字世界面临诸多社会健康挑战

成瘾和心理健康的根源集中在大脑中。在成

瘾方面，成瘾物质和成瘾行为会刺激大脑中

负责快乐的区域，通过刺激感觉良好的神经

递质（如多巴胺）的释放，大脑和个人最终

开始依赖这种体验来感觉良好，并最终感觉

正常。

心理健康影响

• 长时间佩戴VR/AR设备，对眼部和颈椎的

负担很大；

• 虚拟现实还可能影响神经系统，你看到的和
你真正感觉到的时空错位让你头晕想吐，如
同飞行员在模拟飞行中，经常遭遇的“模拟
眩晕症状”。

身体生理健康

社会伦理

• 有害社交、过度沉迷、虚拟犯罪、隐私保护（个人信息过度采集）等安全治理问题；

• 虚拟数字人的产权继承等法律问题；

• 去中心化组织的框架中构建的伦理框架共识，仍需从多视角去进行探索;

• AI“数字人”行为难以监管和规范;

• 脑机接口研究 和应用面临合规风困境。

边界模糊的虚实交融，将对社会价值观、道德伦理形成大量衍生治理问题，亦真亦幻的元宇宙体验

让人类个体造成身心负担过载的挑战。



三大赋能之赋能城市——元宇宙技术推动未来数字城市建设治理与运行

应用领域          智慧城市   智慧建筑   智慧交通   车联网   智慧医疗   智慧通信   智慧工厂

能力层   文本情绪解读 生物体运动预测 节能运行模式 日常运行模式 大流量调度

功能层    数值仿真         分析诊断         学习预测         决策自治 

模型层    机理模型                                      数据驱动模型

数据层    物理空间同有数据                       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

物理层    物理实体                                      逻辑规则

数
字
孪
生
体
系
架
构

应用
能力

功能
模块

动态
模型

对象
数据

物理
对象

数
字
孪
生
核
心
要
素

元宇宙技术可集成3D可视化、GIS（地理信息系

统）、BIM、CIM（城市信息模型）、虚拟交互等

技术手段，构建可视化城市空间数字平台、数字孪

生开放性平台，开展全域高精度三维城市建模，推

出城市设计场景。

元宇宙数字孪生、虚拟交互、全息影像、增强现实等技术赋能城市可视化城市空间规划与建设

Virtual Singapore(虚拟新加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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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赋能之赋能城市——元宇宙技术推动未来数字城市建设治理与运行

物联网、AI、大数据、数字孪生、区块链等元宇宙概念新型技术相为“智慧城市治理”建构了全新逻辑。
元宇宙的城市空间治理更强调链接、应用和人居体验能力，元宇宙以开放、包容的城市信息信息模型，链接各类CIM系统，为城市

管理者、居民提供全方位、多维度、立体综合的城市应用和人居体验。



三大赋能之赋能产业——元宇宙技术赋能产业深层变革

文娱产业领域，VR/AR和数字人快速发

展，元宇宙社交、游戏、文旅等泛娱乐

应用发展较快，全面增强泛娱乐行业衍

生内容创造、超现实体验效果、实现行

业降本增值；

工业产业领域，工业元宇宙带来了全场

景和数实融合应用，汇聚丰富的数字资

产，提升工业价值创造，重构数字工业

生态。

2022年10月我国成立工业元宇宙协同发展组织，发布《工业元宇宙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5）》，未来3年打造100个工业标杆应用



三大赋能之赋能生活——元宇宙内容场景创建未来生活方式

元宇宙终端带来人体体验感官的无限延伸，将在元宇宙时代迎来人类文明和精神世界的极大富足

形成以沉浸式体验、虚拟身份、永续性、

开放性、互动性、多元性等为主要特征

的新兴元宇宙数字文明



三大赋能之赋能生活——元宇宙内容场景创建未来生活方式

元宇宙时代的新生活方式将引导新产品和新服务层出不穷

VR购物

“云”旅游

线上音乐节

数字资产

VR虚拟现
实技术

云计算、物
联网

XR扩展现
实技术

区块链

元宇宙超强体验，帮助人类生活场景无限化扩展，带来全新的文化精神消费和物质消费新产品、新服务



丰台区海淀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副中心

北京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互联网3.0产业发展新示范

• 经信局与通州区、市科

委联合印发《北京城市

副中心元宇宙创新发展

行动计划》，用未来3

年时间将城市副中心打

造成以文旅内容为特色

的元宇宙应用示范区，

搭建“1+N”产业承载

空间；

• 截至2022年上半年，建

设元宇宙应用创新中心，

蓝色宇宙等23家元宇宙

企业落户副中心。

• 经开区已对60平方公里

核心区进行了3D建模，

推动城市治理可视化、

规范化、精细化；

• 成立北京元宇宙文化有

限公司；

• 举办WMC2022世界元宇

宙大会。

• 创新文旅产业发展，聚

焦VR+影视/操作系统。

• 朝阳区VR/AR/元宇宙企

业：

  蓝色光标

  黑弓文化

  国承万通

• 依托文教中心地位，大

力推动成果研究，百度、

腾讯、字节、中关村产

业园，形成元宇宙硬核

科技研发桥头堡。

• 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

正式启动建设；

• “南中轴元宇宙产业基

地”落户。

• 建立元宇宙与数字经济

创新联合体，实施以文

化产业重大项目带动虚

拟现实、元宇宙产业发

展；

• 中关村虚拟现实产业园、

中国科幻大会；

• 首钢一号高炉·SoReal

元宇宙乐园。

• 互联网3.0产业尤其元宇宙作为数字经济的未来方向，将成为新一代互联网创新创业的主战场，北京拥有最为丰富的科技人才资

源、众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以及独角兽企业，元宇宙相关产业在北京的发展具有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

• 截至2021年12月10日，上市公司元宇宙概念板块总共77家公司，总市值14558.12亿元，其中属于北京地区的共18家，总市值

3218.62亿元，占全国约22%。（来源：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

朝阳区 石景山区



北京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中互联网3.0产业发展新示范

1 2

3 4

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突破

• 渲染引擎、仿真、云计算、隐私计算、人机交

互、新型图像与显示

• 支持共性技术平台建设

探索自主风险管理机制

• 在审慎发展政策下，探索治理与监管沙盒机制，

提升产业、金融、社会、人民的数字风险防范

路径。

构建数字信任安全保障 

• 夯实以数字安全基础设施，加快安全芯片、零信

任网络、可信计算、量子通信等技术的研发和产

业化，提升覆盖终端、网络、云、应用的数据安

全服务与保障能力。

全面推行元宇宙场景打造

• 面向城市、产业、生活打造元宇宙赋能应用，强

化元宇宙产业链衍生，形成全球示范项目、示范

园区。

• 2022年8月发布实施《北京市促进数字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 2022年9月发布《关于促进新基建投资中加大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项目申报的通知》，支持互联网3.0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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