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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2022 年我
国工业互联网产业规模预计达 1.2 万
亿元，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我国将进一步完善顶层设
计，用好用足财税金融相关政策，推
动企业积极利用 5G 等技术开展工厂
数字化改造，加快工业互联网规模化
发展，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不断释放产业升级动力。

赋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作为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的关键路径，工业互联网在
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方面持续释
放效应。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是工
业互联网网络体系的基础，是支撑工
业互联网的重要纽带。2022 年，我国
工 业 互 联 网 标 识 解 析 体 系 全 面 建
成。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赵
志国介绍，目前，东西南北中五大国
家顶级节点和两个灾备节点全部上
线，二级节点实现全覆盖，服务企业
近 24 万家，培育具有影响力的工业互
联网平台 240 余个，其中，跨行业跨领
域平台 28 个，有力促进了产品全流
程、生产各环节、供应链上下游的数
据互通、资源协同，加速企业数字化
转型。

从赋能行业转型上看，我国针对
产业共性需求，打造了一批应用推广
服务载体，培育了“低成本、轻量化”
解决方案，降低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
业数字化转型门槛。

“我们聚焦各行业特性，制定推
广钢铁、电子等 10 余个重点行业的工

业互联网融合应用指南，引导行业企
业因业制宜、因企制宜开展工业互联
网应用。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
工程，加快关键技术产品攻关和产业
化，发布了一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和团体标准，进一步完善标准体系。”
赵志国说。

值得一提的是，在“5G+工业互
联网”建设应用上，我国在汽车、采矿
等 10 余个重点行业建设了 4000 多个

“5G+工业互联网”项目，在协同研发
设计、远程设备操控等 20 个典型应用
场景加速普及，有力促进了企业提质
降本增效。

赵志国介绍，工业 5G 融合产品
日益丰富，模组价格较商用初期下降
80%。各地掀起 5G 全连接工厂建设
热潮，加速 5G 向生产核心控制环节
进一步深化拓展。

组合措施加快规模化发展

在业内人士看来，我国工业互联
网发展正处于起步探索转向规模发
展关键期，但提升工业互联网覆盖面
和应用深度仍面临挑战。

赛智产业研究院院长赵刚认为，
在平台适用性上，工业企业门类多，
工艺流程复杂，通用的工业互联网平
台如何适应不同企业的应用需求需
要进一步探索。

在系统应用上，工业企业生产设
备可能来自不同厂家，设备接口标准
不统一，某些系统还比较封闭，这对
系统整合提出更高要求。在建设成
本上，工业互联网建设涉及传感器、
通信模组、网络设备等采购部署，工

业 企 业 特 别 是 中 小 企 业 面 临“缺 技
术、缺人才、缺资金”等问题。

对此，相关部门将从优环境、抓
创新、强应用等方面发力，加快工业
互联网规模化发展。

赵志国介绍，目前，东西南北中
五大国家顶级节点和两个灾备节点
全部上线。工信部将研究制定促进
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发展的政策举措，
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用好用足财税
金融相关政策，加强产融合作、产教
结合，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强化技术创新，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
创新发展工程，完善标准体系，破解
制约规模化发展的关键短板；深化产
业创新，支持电信企业、互联网平台
企业、工业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发挥
各自优势加强联动协同，大力培育工
业互联网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中
小 企 业 ，打 造 健 康 可 持 续 的 产 业 生
态。

与此同时，工业互联网推广普及
也将进一步加速。赵志国说，将加快
先 进 工 厂 培 育 ，推 动 企 业 积 极 利 用
5G 等技术开展工厂数字化改造，促
进 新 技 术 新 场 景 新 模 式 的 广 泛 应
用。加速产业集群升级，开展工业互
联网“百城千园行”活动，总结推广成
功案例，促进工业园区数字化绿色化
发展。深化重点行业拓展，广泛开展
供需对接，加强工业互联网在重点产
业链普及。

持续推动工业互联网提档升级

业内人士认为，下一步，要结合
行业数字化转型需求，围绕专业化深

耕、跨界融通合作、加强技术创新和
网络安全保障等方面，推动工业互联
网 提 档 升 级 ，为 数 字 化 转 型 提 供 支
撑。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
晖表示，需要进一步支持企业深耕专
业能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
互联网平台。鼓励平台企业充分利
用我国市场广阔的优势，在服务企业
中丰富自身数字化、模块化、平台化
的制造资源，孵化专业工业 APP，开
发出大规模推广的应用。发挥财政
资金引导作用，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
入平台产业，支持平台企业合理利用
融资资金，以兼并收购、合资合营等
方式实现核心技术积淀，推动优势大
平台跨行业、跨领域、跨区域深化应
用推广。

在持续加强技术创新方面，余晓
晖建议，一方面，重点推动工业机理
模型研发与应用迭代，提高工业互联
网 平 台 基 础 技 术 支 撑 水 平 ；另 一 方
面，依托创新中心网络，加快孵化原
创性技术，围绕数字孪生、实时仿真、
边缘智能等开展创新孵化，加速全国
范围平台创新资源共享与利用。

赵刚表示，下一步，一是要深化
不同行业工业互联网定制模板的研
发，针对机械、电子、汽车、材料、装备
等不同行业，开发满足行业特点的工
业互联网解决方案，满足行业企业的
共性需求；二是要加强工业互联网标
准化建设，实现不同设备和系统的整
合和数据共享；三是要加强工业互联
网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保障企业的网
络和数据安全。 （新华）

我国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发展提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