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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的背景1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

延续2021年指数报告基本框架，2022年整体仍按“基础设施-平台-应用”三层指标体系，进行城市和产业的数字化发展规模评估
本次指数测算，获得腾讯云、AI、安全、微信支付、TAPD、腾讯会议、腾讯文档等腾讯产品，以及京东和猫眼等合作伙伴的支持

2022年数字化转型指数框架体系

应用层

研发、采购、协作

平台层

  支付、电商、影视娱乐⋯⋯

基础设施层
云计算、人工智能、安全

2022年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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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指数由基础设施层、平台层、应用层三个层次的指数加权平均而得
各维度分指数也类似，分别由其二级指标加权平均而得，具体指标构成如下：

最终得到覆盖全国300余个城市、10余个行业的季度数字化转型指数；覆盖时间区间为2020Q1-2022Q1九个季度，其中2020Q1为指标计算基期

指数构成及计算方法

本研究采用专家评分的方法决定分指数和重要指标的权重。整个评分过程采取背对背的模式，每位专
家针对具体指标根据重要性由低到高给出1分（非常不重要）至5分（非常重要），互相之间事先不进
行任何形式的讨论或沟通。在所有专家组成员打分完毕之后，最终指标j的权重由以下公式决定：

赋权

本研究采用取百分比的方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即某城市的某个指标的数值为该城市该指标的数
值除以该指标基期的全国加总数；采用这一标准化方式可以直观感受到该城市在数字中国版图中所占
据的相对位置

数据标准化

说明：本报告统计范围仅涉及中国大陆（内地）地区，不包含港澳台。

i：第i位专家
j：第j个指标
αij ：第i位专家组成员为第j个指标的评分
n：专家组成员总数
m：评分指标总数

c：第c个城市
j：第j个指标
tcj ：第c个城市第j个指标的去量纲值
xcj ：第c个城市第j个指标的原始值
k：样本城市总数

基础设施指数
云计算、人工智能、安全1

应用指数
数字化采购、数字化研发、数字化协作（如会议、文档）3

平台指数
支付、电商、影视娱乐2



本次报告延续以往方式，采取一横一纵2个主要视角进行指数的交叉分析，一横是从城市角度看分布，一纵是从行业角度看渗透
其中行业指标方面，呼应“上云用数赋智”等国家重点政策，今年选取云计算、人工智能和敏捷研发3个关键指标进行综合测算

指数测算的2个主要视角和3个关键指标

指数的背景1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

2个洞察数字化进程的主要视角

351全国城市
哪些区域数字化规模大
哪些区域数字化增速快
不同区域行业数字化异同

哪些行业数字化规模大
哪些行业数字化增速快
不同行业数字化区域分布异同

个

18主要行业个

3个衡量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指标

敏捷研发 人工智能 云计算



在数字经济大发展的浪潮中，数字产业力量以生产性服务角色活跃在产业数字化进程
里，更新着产业发展的技术基础。从中可以看到，数字产业也是生产价值的实体产业，
而“数实融合”的本质，也就是数字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实实融合”
这个融合的过程，我们可以从投入和产出两个角度构建分析视图——DIO之窗，用来系
统分析和理解数字化在企业、产业和社会三个不同层面，对单元自身及单元间的结构
所发挥的作用

数字技术要素服务的价值创新——在企业组织、产业生态、社会公共三个层面中的新场
景下，进行新实践、产生新价值

通过数字技术服务的普遍形态——资源赋能与互联增效，实现新生产力注入、重塑产
业生态

洞察数实融合的框架模型：“DIO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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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O之窗”
（Digital  Input-Outcome，DIO）

Outcome

Input

数字服务投入 Input

数字价值创新 Outcome

企业组织

产业生态

社会公共

降本强韧提质 敏捷协同增效

增加共用基础 促进产业协作

公共服务优化 社会共益共享

资源赋能
（单元数字化）

互联增效
（单元间数字化）



城市视角的数字化地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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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分析2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

数字化转型指数持续走高，同时面临增速趋缓压力：
2022年一季度指数达到299.2，从绝对值看维持高位，但同比增速低于去年同期；从环比增速情况看，自2020年三季度以来，指数增长波动下行乃至
2022年一季度转为负值，整体显现动能不足的态势
平台带动对数字化转型的贡献依旧显著，云、AI等数字基础设施增长势能今年起加速释放：
分三大类指标看：1）平台指数同比平均增幅最大， 2021年一季度和2022年一季度平均增长245%，体现平台持续带动相关生态的快速恢复和生长的普惠
性价值；2）基础设施指数今年增幅33%最大，数字新基建拉动作用在今年加速显现；3）应用指数维持较平缓稳定的增长态势

疫情早期数字化转型指数大幅提升，但21年以来环比增速呈震荡回落趋势

2020Q1

2021Q1

2022Q1

2020Q1-2021Q1同比增速

2021Q1-2022Q1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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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广东、上海和北京继续保持数字化转型指数第一梯队的位置，其中广东依旧领先全国
2022年一季度，与2021年相比各省排名基本保持稳定，其中湖南再次回到前10名与河北并列第10

从省份看，前10排名持续稳定，北上广保持领先

广东 北京 上海 江苏 浙江 山东 四川 河南 湖北 河北

2021全年数字化转型指数TOP10省份

广东 上海 北京 江苏 浙江 四川 山东 河南 湖北 河北 湖南

2022Q1数字化转型指数TOP10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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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北京稳居第一梯队，在2020Q1-2022Q1九个季度中，北京绝大多数时段位列城市榜单第一名，2022年一季度上海凭借其在基础设施指数方面的优
势超越北京摘得榜首；第二梯队深圳、广州格局较为稳定，深圳持续保持第3名
第三梯队各城市的指数差距不大，但后位城市位次持续变动。其中：成都和杭州排名不变，数字化发展比较稳定；重庆和西安排名上升，数字化呈现相对
良好的成长性

从城市看，北上深广继续领衔，后位城市排名有所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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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成都 杭州 武汉 重庆 南京 苏州

2021全年数字化转型指数TOP10城市

上海 北京 深圳 广州 成都 杭州 重庆 武汉 西安 南京

2022Q1数字化转型指数TOP10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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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上，广西、内蒙古和山东位居前三，前10省份平均增速都超过120%，体现出较强的追赶趋势
城市上，增速位居前10的大多是各地重要的中心城市，
比如呼和浩特和乌鲁木齐是省会城市，玉林、临沂、洛阳、温州都是所在省份经济或人口排名靠前的重要城市

从增速看，广西、内蒙古和山东领先，区域性的中心城市成为增长主力

数字化转型指数增速TOP10省份 数字化转型指数增速TOP10城市

2021Q1&2022Q1两年同比增速均值 2021Q1&2022Q1两年同比增速均值

广西

内蒙古

山东

贵州

湖南

河南

河北

湖北

重庆

江西

0 40% 80% 120% 160% 0 60% 120% 180% 240% 300%

玉林市（广西）

呼和浩特市（内蒙古）

聊城市（山东）

临沂市（山东）

泰州市（江苏）

洛阳市（河南）

湖州市（浙江）

温州市（浙江）

乌鲁木齐市（新疆）

石嘴山市（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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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发展集中于一二线城市（指数占比超50%），其中
一线城市仍具备绝对领先地位，但指数增速已较低
二线城市指数增速达到一线城市的2倍，数字化进程加速向一线城市靠拢，特别是2022年一季度二线城市在五类城市中单季同比增速高居榜首
三、四线城市增速保持高位，表明近两年数字化持续向腰部城市下沉。尾部五线城市增速在一线之外的城市中排名最低，主要受制于云、AI等
基础设施建设应用不足，其基础设施指数占总指数仅2%，低于全国整体的占比情况

从类型看，二线城市加速向一线城市靠拢，同时数字化持续向腰部城市下沉

2020Q1-2022Q1数字化转型指数分线城市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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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数字化转型指数占比

数字一线城市

32%

数字二线城市

20%
数字三线城市

12%

数字四线城市

17%

数字五线城市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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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看，数字化的城市集群特征明显，从东向中西部扩散正在形成数字经济基本盘

数字化转型延续了近年来由东部发达省市向中西部省市扩散的基本特征，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四个核心的区域龙头效应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长江中游、中原和关中平原为代表的中部区域今年增长尤其突出，并且增长势头呈现向南、北延伸的趋势，
代表增长新动能的中部数字经济带正在逐渐成型

0-6.8

6.8-20.1

20.1-39.7

39.7-64.3

64.3-203.4

成都
重庆

广州

北京

天津

西安

武汉

长沙

上海
苏州

南京

深圳

杭州

成渝

关中平原

京津冀

中原

长三角

珠三角

长江中游

2021全年数字化转型指数分布图

11大城市群数字化在全国所占比重稳
定在八成，构成数字经济基本盘

80%

在城市群的带动下，
区域数字化从东部向中西部加速扩散自东向西

代表增长新动能的
中部数字经济带逐渐成型中部数字经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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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区域集聚效应：四区两带一线

文体娱数字活化区

沿海、沿江智慧工业带

智慧医疗“胡焕庸线”

“东数西算”聚集区
商贸数字化繁荣区

智慧零售“长江工业带”

智慧金融全国普惠典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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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大城市群稳定保持我国数字化发动机集群地位： 11大城市群数量占全国49%，但指数约占8成，是各区域数字化发展的发动机
4个发达城市群持续担当东南西北4个主引擎角色：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和京津冀，所辖城市的数字化总值和均值均保持领先
中部3个城市群增长突出，带动中部数字经济带的新势能加速释放：2021年起中部城市群数字化增速开始明显领先，以长江中游、关中平原和
中原3个城市群为代表，两年同比增速均值高达124%，已经成为数字化重要的增长源

11大城市群引领数字化发展，中部数字经济带的3个城市群增长尤其突出

2020Q1-2022Q1 11大城市群分季度数字化转型指数 2020Q1-2022Q1 11大城市群分季度数字化转型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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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市群产业数字化发展共性特征更明显，根据2020Q1-2022Q1共9个季度整体统计，行业工具、金融、文体娱出现频率总体最高
与去年相比，工业出现在Top3中的频率明显增多，典型有哈长、长江中游、珠三角和成渝，工业数字化的增长潜能正在部分区域加速释放

城市群产业数字化异中有同，行业工具、金融、文体娱、工业普遍排名靠前

珠三角城市群
京津冀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
成渝城市群
呼包鄂榆城市群
关中平原城市群
长江中游城市
哈长城市群
中原城市群
兰西城市群
北部湾城市群

城市群 NO.1 NO.2 NO.3
金融
文化体育娱乐
电商
行业工具
金融
金融
行业工具
工业
金融
行业工具
行业工具

行业工具
生活互联
金融
金融
文化体育娱乐
行业工具
文化体育娱乐
行业工具
行业工具
金融
文化体育娱乐

工业
行业工具
行业工具
工业
房地产
文化体育娱乐
工业
金融
交通
游戏
金融

说明：1）行业工具包含互联网、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即各类企业服务）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即为研究和试验发展、科技推广和应用提供技
术服务和相应工具）三大类；2）生活互联包括为消费者提供外卖、出行、票务、家政等各类O2O生活服务的行业。

11大城市群2020Q1-2022Q1行业指标累计排名To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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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佛山作为第二梯队，发展水平在全国范围也处于领先（2022年Q1排名全国第15、16）
珠三角各城市的数字化转型发展基础较好，2022年第一季度的与2021年相比，仅有江门、
珠海互换排名，区域整体格局稳定

珠三角：深广领衔、梯队稳定，数字化整体规模继续引领全国

2021排名 珠三角城市群

深圳市
广州市
东莞市
佛山市
中山市
惠州市
珠海市
江门市
肇庆市

1
2
3
4
5
6
7
8
9

2022Q1排名 珠三角城市群 排名变化

深圳市
广州市
东莞市
佛山市
中山市
惠州市
江门市
珠海市
肇庆市

0
0
0
0
0
0
1
-1
0

1
2
3
4
5
6
7
8
9

增速排名 珠三角城市群 同比增速

惠州市
佛山市
肇庆市
东莞市
中山市
广州市
江门市
深圳市
珠海市

145.2%
143.9%
120.2%
105.5%
102.5%
87.6%
87.6%
61.9%
54.1%

1
2
3
4
5
6
7
8
9

*同比增速为2021Q1&2022Q1两年均值，下同

70%
深圳和广州是珠三角地
区发展的2个领头羊，两
地指数占比达到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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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数字化分布及重点省市发展特点

目前深圳已累计建成5G基站5.1万个，5G用户超900万户，5G流量占比达30.78%，并将
继续加大千兆光网覆盖、推动公共无线局域网全网品质提升，并推出《深圳市推进新型信
息基础设施建设行动计划（2022－2025年）》以助力智慧城市和数字经济的发展
2025年深圳已锚定经济总量超4万亿元的目标，深圳“十四五”规划预期的2025年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预期则为31％，届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将超1.2万亿

深圳市

规划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5%
数字经济产业对当地经济的带动作用明显，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发现：从短期看，数字经济
产值增长1%，广州GDP增长0.4%；从长期看，数字经济产值增长1%，广州GDP增长0.6%
2022年6月1日起，施行《广州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为全国首部城市数字经济地方法
规，打造广州特色数据交易新生态

广州市

51000
已累计建成5G基站

900万+
5G用户

30.78%
5G流量占比

25% 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珠三角2022Q1

指数分布

珠三角2021
指数分布



城市分析2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

北京是京津冀发展的核心，2020Q1-2022Q1指数占整个地区的比重由八成降至七成，地区发展的集中度仍然较高，但差距有所缩小
津、冀发展程度虽然还比较有限，但增长势头较强尤其是区域的后线城市（如沧州、保定、邯郸、邢台、廊坊等）

京津冀：北京稳居数字化核心位置，津冀后线城市增长较快

2021排名 京津冀城市群

北京市
天津市
石家庄市
保定市
廊坊市
沧州市
唐山市
邯郸市
邢台市
衡水市
张家口市
秦皇岛市
承德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2022Q1排名 珠三角城市群 排名变化

北京市
天津市
石家庄市
保定市
廊坊市
唐山市
沧州市
邯郸市
邢台市
衡水市
张家口市
秦皇岛市
承德市

0
0
0
0
0
1
-1
0
0
0
0
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增速排名 珠三角城市群 同比增速

沧州市
保定市
邯郸市
邢台市
廊坊市
石家庄市
唐山市
衡水市
秦皇岛市
承德市
天津市
张家口市
北京市

167.4%
148.0%
140.3%
140.0%
133.1%
114.6%
113.2%
96.1%
91.8%
91.1%
87.7%
87.2%
41.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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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数字化分布及重点省市发展特点

北京市京津冀2021
指数分布

京津冀2022Q1
指数分布

根据《北京市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行动纲要（2020-2022年）》，北京目标是打造
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先导区和示范区，规划到2022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GDP比
重达到55%

《北京市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开放发展行动方案》提出，着力推动北京数字经济全产业链开放发展，充分释
放数据要素价值，激发数字经济活力，构建数据驱动未来产业发展的数字经济新体系，打造数字经济发
展的“北京标杆”

天津市 《天津市加快数字化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指出到2023年，天津数字
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不低于55%
紧扣“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以信创产业为主攻方向，以制造业为重点，增强智能科技

产业引领力，推进大数据与传统产业耦合、衍生

河北省
规划到2025年，全省数字技术融合创新及信息产业支撑能力显著增强，电子信息产业
主营业务收入突破5000亿元
自2022年7月1号起，河北施行《河北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法
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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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数字化发展保持领先，上海在长三角
城市群内所占比重由2020年Q1的六成降
至2022年Q1的四-五成

南京、苏州等排名前十的城市占比在过去
两年内则由26%上升至47%

上海占比相对降低、而杭州、南京等前十
城市占比相对提高，区域数字化“雁阵”
方队正在形成

长三角：上海保持首位，并与杭州、南京、苏州等正在形成数字化“雁阵”方队

上海市
杭州市
南京市
苏州市
合肥市
宁波市
无锡市
温州市
金华市
南通市
常州市
泰州市
台州市
嘉兴市
绍兴市
盐城市
湖州市
芜湖市
扬州市
镇江市
安庆市
滁州市
宣城市
马鞍山市
舟山市
池州市
铜陵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021排名 长三角城市群
上海市
杭州市
南京市
苏州市
合肥市
宁波市
无锡市
温州市
常州市
金华市
南通市
台州市
嘉兴市
盐城市
绍兴市
泰州市
扬州市
湖州市
镇江市
芜湖市
安庆市
滁州市
宣城市
马鞍山市
舟山市
池州市
铜陵市

0
0
0
0
0
0
0
0
2
-1
-1
1
1
2
0
-4
2
-1
1
-2
0
0
0
0
0
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022Q1排名 长三角城市群 排名变化
泰州市
湖州市
温州市
绍兴市
嘉兴市
金华市
台州市
盐城市
马鞍山市
安庆市
芜湖市
宁波市
扬州市
无锡市
常州市
苏州市
合肥市
滁州市
宣城市
舟山市
镇江市
南京市
南通市
杭州市
池州市
铜陵市
上海市

224.8%
204.6%
204.1%
195.0%
153.9%
153.3%
143.2%
133.2%
127.7%
127.2%
125.0%
124.7%
117.7%
117.4%
115.4%
114.5%
111.2%
102.1%
99.7%
91.6%
91.4%
89.8%
87.9%
80.5%
77.6%
50.5%
44.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增速排名 长三角城市群 同比增速

2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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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数字化分布及重点省市发展特点

长三角2021
指数分布

长三角2022Q1
指数分布

上海市
根据《上海市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到2025年上海数字经济增加值达
到3万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GDP）比重超过60%，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
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5%左右，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比例达

到80%左右；发展数字健康，以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基建关键技术为基础，重点聚焦制
药、精准治疗、智慧康养等领域，创造生命健康新发展空间；发展智能制造，加快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实现制造业重新定义与流程蝶变，培育“智”造新动能

浙江省
根据《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2）年》规划，到2027年，浙江数字
经济增加值和核心产业增加值分别突破7万亿和1.6万亿元；实施数字经济“一
号工程”，聚焦“五区四中心”建设，打造数字变革高地，实现新一轮“双倍增”

江苏省
2021年，江苏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0.3%，到2025年要实
现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比达到13.5%左右的目标；自2022年8月1日起，
江苏施行《江苏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以法治的形式进一步释放发展数字经
济的信心和决心



成都、重庆是成渝城市群发展的核心，两地数字化转型指数占比维持在七成以上，且2022年Q1占比较2022年Q1提升了2.6个百分点、集中度
进一步提升；成渝城市群其余14个城市发展水平较成渝“双子星”有较大差距，后线城市有待进一步增强数字化发展动能
就增速较快的重点城市而言，重庆在高基数上仍然保持区域第一的增速，反映其数字化的蓬勃势头；乐山、眉山、南充、泸州、达州等城市规
模和增速均位列前10，表现也较为突出

成渝：成渝“双子星”特征明显，后线城市有待进一步加强带动

城市分析2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

2021排名 成渝城市群

成都市
重庆市
绵阳市
宜宾市
南充市
德阳市
泸州市
乐山市
达州市
眉山市
内江市
遂宁市
广安市
自贡市
资阳市
雅安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2022Q1排名 成渝城市群 排名变化

成都市
重庆市
绵阳市
宜宾市
南充市
德阳市
泸州市
乐山市
达州市
眉山市
内江市
遂宁市
广安市
自贡市
资阳市
雅安市

0
0
0
1
-1
1
2
-2
-1
0
0
0
0
0
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增速排名 成渝城市群 同比增速

重庆市
乐山市
内江市
资阳市
眉山市
南充市
泸州市
遂宁市
达州市
绵阳市
广安市
雅安市
成都市
宜宾市
自贡市
德阳市

122.5%
120.0%
119.5%
114.8%
114.0%
113.7%
111.9%
108.6%
103.6%
101.9%
98.5%
95.5%
95.1%
68.0%
66.6%
65.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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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数字化分布及重点省市发展特点

成渝2022Q1
指数分布

成渝2021
指数分布

据《成都市“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成都力争实现到2025年全市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R&D（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速达到10%，数
字经济领域国家级创新平台数量超过50个，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

值占GDP比重达到14%左右
围绕实现上述发展目标，《规划》提出了“3+1+2”任务体系：提升数字技术、数据要素、
数字基建三大数字经济新要素供给能力；紧抓数字产业集聚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融合关键重
点；营造场景赋能、开放协同的发展生态，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成都市

据《重庆市数字经济“十四五”发展规划（2021-2025年）》，到2022年，
集聚“100+500+5000”数字经济领域市场主体，打造千亿级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集群，创建十个国家级数字经济应用示范高地，高水平建成国家数字

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到2025年，全市数字经济总量超过万亿级规模，建成国内领先、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经
济创新发展高地，数字经济成为支撑重庆“智造重镇”和“智慧名城”建设的主力军

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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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数字化转型指数占中原城市群的比重
自2020年Q1的25%小幅下降至2022年Q1
的23%

这主要是因为中原城市群内第二梯队城市
（如南阳、商丘、菏泽、洛阳、周口、新
乡、聊城等城市群内排名前十的城市）占
比提升了5.6个百分点；说明第二梯度城市
数字化转型发展势头非常明显，中原城市
群一体化发展政策开始发挥作用

中原：以郑州为主导，引领中原城市群数字经济一体化发展

郑州市
南阳市
菏泽市
洛阳市
聊城市
商丘市
新乡市
周口市
阜阳市
驻马店市
信阳市
安阳市
许昌市
开封市
焦作市
平顶山市
毫州市
宿州市
濮阳市
蚌埠市
长治市
晋城市
漯河市
三门峡市
淮北市
鹤壁市
济源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021排名 中原城市群
郑州市
南阳市
商丘市
菏泽市
洛阳市
周口市
新乡市
聊城市
阜阳市
信阳市
驻马店市
安阳市
毫州市
开封市
许昌市
宿州市
平顶山市
焦作市
濮阳市
蚌埠市
长治市
晋城市
漯河市
三门峡市
淮北市
鹤壁市
济源市

0
0
3
-1
-1
2
0
-3
0
1
-1
0
4
0
-2
2
-1
-3
0
0
0
0
0
0
0
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022Q1排名 中原城市群 排名变化
聊城市
洛阳市
南阳市
菏泽市
毫州市
商丘市
宿州市
焦作市
信阳市
新乡市
平顶山市
驻马店市
开封市
周口市
濮阳市
阜阳市
漯河市
安阳市
许昌市
蚌埠市
淮北市
郑州市
长治市
鹤壁市
三门峡市
晋城市
济源市

234.3%
207.5%
199.8%
184.7%
172.1%
168.0%
151.7%
147.3%
144.0%
141.1%
137.0%
136.3%
136.0%
132.0%
130.2%
126.0%
123.8%
117.2%
115.9%
110.6%
104.1%
100.6%
94.8%
92.1%
87.3%
80.0%
31.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增速排名 中原城市群 同比增速

2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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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数字化分布及重点省市发展特点

中原2022Q1
指数分布

《2022年河南省数字经济发展工作方案》提出建设郑州北斗产业园等，发展北斗卫星
导航定位及位置服务软硬件产品
《河南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要求加快推进郑州建设全国新兴的集成电路产业高地，将

河南打造成为全国重要的集成电路材料供给地和特色芯片制造基地
以郑州航空港区为龙头，巩固提升高端智能手机产能，打造5000亿级新型显示和智能终端生产集群，并
形成“核心产业+关联产业+示范应用+产业生态”的中国（郑州）智能传感谷
全面落实“郑州人才计划”，共引进培育了包含电子信息领域人才在内的270余名高层次人才

郑州市

根据《南阳市“十四五”数字经济和信息化发展规划》，到2025年，全市数字经济总量
达到1800亿元，占GDP的比重达30%
形成“一核两翼多点”的数字经济和信息化发展格局（“一核”是指以南阳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为核心；“两翼”是指以白河大数据产业园、卧龙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为重点区域；“多点”是指围绕其
他各县市区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
坚持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培育开放数据生态、发展数字核心产业、加快构建产业互联网、全面推进数字治
理、加强网信安全保障

南阳市

中原2021
指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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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长沙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处于绝对
领先位置，2020年Q1-2022年Q1二城所
占比重由39%上升至44%

长江中游城市群第二梯队（排名前十城市）
所占比重则小幅下降至26%，第二梯队发
展速度与其他后线城市相比无明显差异，
其中宜昌、常德、宜春等18座城市同比增
速高过120%，区域内众多城市基本处于并
行发展态势

长江中游：以武汉、长沙为第一梯队，众多城市并行发展

武汉市
长沙市
南昌市
岳阳市
衡阳市
上饶市
襄阳市
常德市
荆州市
株洲市
九江市
宜春市
宜昌市
黄冈市
益阳市
娄底市
吉安市
孝感市
湘潭市
抚州市
咸宁市
黄石市
荆门市
萍乡市
景德镇市
鄂州市
新余市
鹰潭市
仙桃市
潜江市
天门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2021排名 长江中游城市群
武汉市
长沙市
南昌市
岳阳市
上饶市
衡阳市
襄阳市
荆州市
九江市
常德市
黄冈市
宜春市
株洲市
宜昌市
孝感市
抚州市
娄底市
吉安市
益阳市
湘潭市
咸宁市
黄石市
荆门市
萍乡市
景德镇市
鄂州市
新余市
鹰潭市
仙桃市
潜江市
天门市

0
0
0
0
1
-1
0
1
2
-2
3
0
-3
-1
3
4
-1
-1
-4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2022Q1排名 排名变化长江中游城市群
宜昌市
常德市
宜春市
娄底市
抚州市
岳阳市
荆州市
襄阳市
武汉市
咸宁市
长沙市
上饶市
湘潭市
衡阳市
黄冈市
孝感市
南昌市
景德镇市
株洲市
九江市
吉安市
萍乡市
益阳市
荆门市
新余市
鄂州市
黄石市
鹰潭市
仙桃市
天门市
潜江市

181.3%
166.1%
161.0%
159.3%
146.6%
144.5%
142.2%
138.0%
134.0%
132.4%
131.3%
126.1%
123.0%
121.3%
121.0%
120.9%
120.5%
120.1%
119.9%
108.5%
106.8%
105.5%
102.1%
100.0%
99.9%
97.2%
86.4%
78.1%
36.6%
24.0%
13.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增速排名 同比增速长江中游城市群

39%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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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数字化分布及重点省市发展特点

长江中游2022Q1
指数分布

长江中游2021
指数分布

根据《武汉市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武汉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不断提升，到2026
年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14%
数字基础设施效能方面，全域实现5G和千兆光网高质量覆盖，每万人拥有5G基站数达

到33个，500Mbps及以上用户占比达到90%。数据中心平均上架率提升到70%左右
“光芯屏端网”产业集群竞争优势不断提升，高水平建设中国“软件名城”，电子信息制造业与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规模实现“双倍增”
为此，需要推动数字核心技术攻关、数字应用场景开放、数字安全防护构筑、数字创新人才培养和数字区
域特色发展等重点工程的发展

武汉市

湖南省实施“强省会”战略，以深入实施制造强市、创新引领、数字赋能、开放融通、交
通枢纽、能源提升、绿色低碳、精美城乡、文旅名城、全龄友好“十大工程”为总抓手
据湖南省“强省会战略”规划，到2026年，长沙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

比重达15%
届时，长沙市新型智慧城市和数字政府建设的基础支撑、业务应用、安全保障、管理体制等基本完善，智慧
化服务、治理和发展水平达到全国前列、国际领先，基本建成“新型智慧城市示范城市”
推动边缘数据中心互联组网，指明传统数据中心与网络、云计算融合发展发展方向

长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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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处于关中平原城市群的龙头位置，数字化指数规模是咸阳、运城（区域排名第二、第三）的六-七倍，在区域内所占比重始终过半
关中城市群其他城市加速追赶，领头羊运城和咸阳均取得了130%以上的增速；但区域内数字化分化差异仍有待进一步弥合

关中平原：西安保持区域龙头地位，以咸阳、运城为首的城市加速追赶

2021排名 关中平原城市群

西安市
咸阳市
运城市
渭南市
临汾市
宝鸡市
天水市
庆阳市
平凉市
商洛市
铜川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2022Q1排名 关中平原城市群

西安市
咸阳市
运城市
渭南市
临汾市
宝鸡市
天水市
庆阳市
平凉市
商洛市
铜川市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排名变化 增速排名 关中平原城市群

运城市
咸阳市
宝鸡市
天水市
西安市
庆阳市
临汾市
渭南市
平凉市
商洛市
铜川市

132.6%
130.1%
127.0%
121.6%
115.5%
114.1%
111.7%
111.4%
97.0%
93.8%
51.5%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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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平原：数字化分布及重点省市发展特点

关中平原2022Q1
指数分布

关中平原2021
指数分布

《陕西省加快推进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指出，
到2025年，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
10%，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水平大幅提升，整体发展水平西部领先

为实现这一目标，电子信息制造业工业总产值达到3300亿元，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主营业
务收入达到5000亿元；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普及率达到4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关键工
序数控化率超过60%，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超过60；成一批对数字经济产业有重大支
撑作用的新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工业互联网设备连接数达到100万个，通信网络
终端连接数超过1.6亿个，第五代移动通信（5G）技术在工业领域深度应用

陕西省

据《西安市“十四五”产业发展规划》，到2023年，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8%，到2025年，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10%

依托科技创新和资源集聚优势，聚焦技术创新、模式创新，重点发展电子信息制造、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等相关产业，重点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攻关，争创“中国软件名城”和国家级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区

西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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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上，上海、北京、广东位列基础设施指数前三甲，规模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一方面反映出这三个地区目前是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最重要的建设和支撑地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他区域也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增速上，以新疆、山西、吉林、内蒙为代表的北方省份增长幅度排名领先，反映出近两年北方省份普遍在明显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指数：北上广三个地区规模明显领先，增速高的大多是北方省份

2021全年基础设施指数TOP10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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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上，广东的平台指数规模领跑全国，江苏紧随其后并表现出较强的追赶趋势，相较于广东从21年占广东50.8%上升到22年Q1的56.8%
增速上，排名高的主要来自西北（新疆、宁夏、内蒙古、甘肃）与中部（湖北、河南、安徽），表现出平台数字化正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
部内陆地区扩散的特征

平台指数：广东规模最大、江苏强势追赶，中西部地区增长势头普遍强

2021全年平台指数TOP10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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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上，广东的应用指数2021年就明显高于其他地区，2022年Q1超出其他地区的程度更大，表现最突出
增长上，各省都呈现比较平缓的增长态势，其中天津、江苏、河南增速相对领先，反映出产业数字化应用在各地都有较大提升空间

应用指数：广东规模持续突出，各省增长差距不大排名较稳定

2021全年应用指数TOP10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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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指数2022年一季度虽再创新高，但增长从2020年三季度就开始呈现震荡下行趋势。
2022年一季度，指数的同比增速远低于去年同期、环比增速更转为负值，反映出增长的压力明显加大

城市分析2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

小结：数字经济增长承压，未来发展更有赖于稳固基本盘和挖掘新动能

数字经济增长承压

我国数字化发展的城市集群特征持续明显，已形成11大城市群为主的数字经济基本盘，
50%的城市数量对全国整体的贡献占比稳定在80%，对稳定全国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基本盘重要性突出

平台对数字化转型的贡献依旧显著， 反映了平台持续带动生态恢复和发展的普惠价值；
基础设施指数今年同比增幅33%排名第一，表明云、AI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加快开展，对整体增长的贡献加大新基建势能加速释放

区域看，珠三角城市群指数长期处于全国之首，担任主引擎角色；省级看，广东省指数稳居全国第一，
平台和应用发展尤其突出；城市看，深圳、广州位列全国第3、4名，且增速在大城市中位列前茅大湾区火车头带动

不同等级城市对比，二线城市数字化规模继续加速向一线城市靠拢，二线城市指数增速达到一线城市的2倍；
同时三、四线城市增速保持高位领先，反映出数字化正持续向腰部城市下沉腰部之力持续增强

城市群产业数字化异中有同，行业工具、金融、文体娱、工业等排名靠前；
特别是工业出现在Top3中的频率明显增多，典型有哈长、长江中游、珠三角和成渝等工业基地集群区域产城融合异中有同

1



行业视角的数字化地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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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增速：传统行业领头，尤其工业和医疗遥遥领先

行业分析3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

数字化规模：数字原生行业领头，文体娱和工业位居中游

数字原生行业数字化规模依然领先，但工业为首传统行业加速“数实融合”已显露成效

第一梯队：行业工具（包括互联网、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各类
2B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金融和电商领先明
显，大部分行业工具、电商都属于数字原生行业
第二梯队：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及工业居于中游位置，工业是典型的
传统行业，其跻身前列反映了“数实融合”已获成效

第一梯队：工业和医疗遥遥领先，两年同比增速均值近100%，接近行
业均值的3倍，反映“数实融合”在加速推进
第二梯队：政务、文体娱、零售、金融、交通，增速明显超过平均值，
反映出未来的增长潜力

行业工具

金融

电商

文体娱

工业

生活互联

游戏

零售

教育

医疗 均值=50
0 40 80 120 160

规模TOP10行业（2021）

工业

医疗

政务

文体娱

零售

金融

交通

游戏

行业工具

生活互联 均值=37%
0 25% 50% 75% 100%

增速TOP10行业
（2021Q1&2022Q1两年同比增速均值)



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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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行业数字化发展情况对比：三类行业 + 两个指标

规模领先
（指数绝对值大）

行业工具 金融 电商

双重领先
(指数绝对值大且增速高)

工业 文体娱

增长领先
（指数增速高）

医疗 零售

某行业在某地区数字化转型指数值/该地区数字化转型指数整体数值
代表该行业对该地区数字化的贡献程度，占比越高对地区贡献越大、重要性也越高

某行业在某地区数字化转型指数同比增速的平均数值（2020Q1-2021Q1与2021Q1-2022Q1）
代表该行业在该地区的增长情况，增速越快、增长推动力也越强

比较行业数字化在各地重要性的关键指标

增速



沿海、沿江智慧工业带

工业数字化在本省数字产业占比(2021)

占比排名 省份

吉林
上海
宁夏
重庆
山西
湖北
广西
四川
河北
福建

1
2
3
4
5
6
7
8
9
10

增速排名 省份

宁夏
上海
内蒙古
海南
青海
重庆
湖北
四川
湖南
云南

1
2
3
4
5
6
7
8
9
10

行业分析3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

工业：“数实融合”进程加速，推动沿海、沿江智慧工业带成型或复兴

占比、增速双高地区，该行业对该地区数字经济的贡献势能较大

1/1.1/16
1/16.1/2
1/2.1/26
1/26.1/3
1/3.1/4

沿海智慧工业带成型：东部沿海省份，工业数字化本地占比已经普遍较高，以上海、福建为代表
老工业基地数字化加速复兴：不少西、北老工业基地工业数字化占比高、增长快，典型有宁夏、重庆、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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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娱：南北两大“数字活化区”连片，人文或自然资源丰富省份普遍活跃

文体娱数字活化区

1/1.1/13
1/13.1/15
1/15.1/17
1/17.1/2
1/2.1/5

占比排名 省份

内蒙古
北京
湖北
海南
广东
青海
黑龙江
浙江
四川
湖南

1
2
3
4
5
6
7
8
9
10

增速排名 省份

陕西
广西
内蒙古
海南
浙江
四川
青海
西藏
河北
山西

1
2
3
4
5
6
7
8
9
10

占比、增速双高地区，该行业对该地区数字经济的贡献势能较大

南部：广东、湖北为占比高的典型，并向南部和西部延伸成大片区。特别是四川占比高且增速快，发展潜力较大
北部：北京、内蒙古排名领先，并向东部和南部延伸成大片区。其中北京作为首都，历史文化资源极大丰富，具有重要的中心地位；内蒙古有丰富
的自然资源和少数民族文化，增速排名还高，发展潜力较大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数字化
在本省数字产业占比(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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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大本营仍在长三角，自东向西持续激发多个“商贸数字化繁荣区”涌现

1/1.1/13
1/13.1/15
1/15.1/19
1/19.1/3
1/3.1/5

商贸数字化繁荣区

占比排名 省份

上海
辽宁
天津
山西
贵州
新疆
宁夏
湖南
浙江
福建

1
2
3
4
5
6
7
8
9
10

增速排名 省份

浙江
黑龙
广东
青海
云南
西藏
福建
上海
湖南
北京

1
2
3
4
5
6
7
8
9
10

占比、增速双高地区，该行业对该地区数字经济的贡献势能较大

长三角：上海占比最高、电商重要性突出；浙江不仅占比位居前十、同时增速位列第一，呈现强势的繁荣景象
北线：典型是辽宁、天津、山西、宁夏、新疆，占比排名居于前位，电商对地方数字经济贡献明显
南线：福建、湖南表现突出，占比和增速均位居前十，不仅反映电商对地方的重要性、更反映发展活跃、对全国增长贡献大

长三角是电商的发源地、持续彰显大本营的地位，同时自东向西呈现南、北两条路线的带动繁荣趋势

电商在本省数字产业占比(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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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工具：“东数西算”特征凸显，数字化占比高或增速快的西部省份为多

1/1.1/3
1/3.1/36
1/36.1/4
1/4.1/56
1/56.1/8

“东数西算”聚集区

占比排名 省份

甘肃
青海 
河北
湖南
山东
浙江
福建
四川
贵州
陕西

1
2
3
4
5
6
7
8
9
10

增速排名 省份

西藏
青海
黑龙江
天津
江西
新疆
宁夏
河北
江苏
山西

1
2
3
4
5
6
7
8
9
10

占比、增速双高地区，该行业对该地区数字经济的贡献势能较大

国家“东数西算”战略推动更多数据中心和云基础设施落地西部，云上应用（SaaS）为主的行业工具也随之呈现“西迁”特征
占比高：西北的甘肃、青海排名领先，西南的四川、贵州、陕西也居前10，行业工具对地方数字化贡献相对大
增速快：西北的西藏、青海排名领先，新疆、宁夏也居前10，行业工具的增长潜力正加速释放

行业工具数字化在本省数字产业占比(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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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形成数字化全国普惠态势，东南西北都有占比高、增速快的省份

智慧金融在本省数字产业占比(2021)

智慧金融全国普惠典型区

1/1.1/19
1/19.1/26
1/26.1/3
1/3.1/36
1/36.1/6

占比排名 省份

西藏
河南
重庆
广西
四川
广东
江苏
辽宁
山东
浙江

1
2
3
4
5
6
7
8
9
10

增速排名 省份

西藏
宁夏
新疆
青海
辽宁
山东
吉林
湖南
河南
江苏

1
2
3
4
5
6
7
8
9
10

占比、增速双高地区，该行业对该地区数字经济的贡献势能较大

智慧金融形成全国普惠态势：智慧金融占比高的省份较多，遍及全国东南西北各区域
智慧金融在全国各方位都有占比高、增速快的高势能省份：西部的西藏、东部的江苏和山东、北部的辽宁是典型，成为当前全国智慧金融增长的重
要来源



智慧零售在本省数字产业占比(2021)

占比排名 省份

湖北
江苏
海南
重庆
安徽
陕西
河北
山东
北京
内蒙古

1
2
3
4
5
6
7
8
9
10

增速排名 省份

安徽
海南
西藏
内蒙古
福建
山东
青海
浙江
上海
北京

1
2
3
4
5
6
7
8
9
10

行业分析3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

零售：“长江经济带” 东西主干显现，并在东部、中部与两条南北线形成交织网

占比、增速双高地区，该行业对该地区数字经济的贡献势能较大

1/1.1/126
1/126.1/13
1/13.1/17
1/17.1/2
1/2.1/3

长江经济带：长江沿线多个省份占比高，典型有湖北、江苏、重庆、安徽，说明智慧零售对长江沿线数字经济贡献较大
东部南北线：东部近海高占比地区形成南北连片，其中占比和增速双高的有北京、山东、安徽，增长贡献较大
中部南北线：中部高占比地区也形成南北连片，其中海南和内蒙古占比高且增速靠前，刚好形成当前南、北两个“极亮”省份

智慧零售“长江经济带”



行业分析3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

医疗：分布与“胡焕庸线”高度匹配，东部地区占比大多较高、西部普遍较低

智慧医疗在本省数字产业占比(2021)

智慧医疗“胡焕庸线”

占比排名 省份

海南
黑龙江
湖南
江西
云南
安徽
河北
广东
贵州
广西

1
2
3
4
5
6
7
8
9
10

增速排名 省份

海南
宁夏
内蒙古
北京
河北
西藏
新疆
天津
四川
吉林

1
2
3
4
5
6
7
8
9
10

占比、增速双高地区，该行业对该地区数字经济的贡献势能较大

各省智慧医疗占比高低分布基本符合“胡焕庸线”的特征，反映出当前智慧医疗建设与地方人口、经济有较强的正相关性
目前占比普遍不高、但一些边疆省份占比较高：与其他行业相比，目前各地智慧医疗对本地数字经济的贡献普遍处于低水平，大多在4%以下；
个别省达到4%-20%，典型有边疆的海南、黑龙江、云南，尤其海南占比、增速均居首位，展现领头羊气质
西部多个地区增速快：宁夏、内蒙古、西藏、新疆增速均居前10，反映较强的增长势能，但也受人口、经济等客观条件约束



东部沿海、长江沿线省份，工业数字化占比普遍较高、部分增速还快，如上海、福建、重庆、四川

小结：“数实融合”全国加速铺开，七大行业领衔、区域协同发展的态势显现

沿海、沿江智慧工业带1

文体娱数字化占比较高形成南北两大连片区域，其中南部四川、北部内蒙古增速还快，潜力较大文体娱数字活化区2

长三角（上海、浙江为代表）是发源地和大本营，同时自东向西呈现南、北两条路线带动繁荣趋势。
北线（辽宁、天津等），南线（福建、湖南等）商贸数字化繁荣区3

行业工具呈现国家“东数西算”战略推进趋势，西北的甘肃、青海，西南的四川、贵州为代表区域聚集“东数西算”聚集区4

智慧金融占比高的省份遍及全国东南西北，以西部西藏、东部江苏和山东、北部辽宁为增长典型智慧金融普惠典型区5

长江沿线多个省份占比高（湖北、江苏、重庆、安徽为典型），同时呈现与东部（北京、山东等）、
中部（内蒙古、海南等）两条南北线构成智慧零售网的特征智慧零售“长江经济带”6

占比高低分布高度匹配“胡焕庸线”特征“东高西低”，个别边疆省份领衔增长（海南、黑龙江、云南）智慧医疗“胡焕庸线”7

行业分析3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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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看数字化转型：十大关键词

大湾区火车头

腰部之力

数字经济基本盘

新基建势能

智慧工业带

胡焕庸线

东数西算

文体娱数字活化区

商贸数字化繁荣区

长江经济带



数实融合洞察模型4

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



借鉴创新管理领域的“模块创新”与“架构创新”分析方法，数字技术投入其他产业的作
用主要有两方面：1）面向实体产业业务组成单元（模块、组件、要素）提供服务，使
单元本身数字化，定义为资源赋能；2）面向业务组成单元之间的连接、交互方式提
供服务，使模式、关系、结构数字化，定义为互联增效

企业是构成现代产业的细胞，产业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社会则为产业生态发展、
企业组织运营提供了基础环境。数字化进程是在社会生产生活全面展开的，尽管每个
具体案例的作用、情境、节奏各不相同，我们都可以从企业组织、产业生态、社会公
共三个层面来观察数字技术要素服务创造的价值

在各行各业数字化进程中，数字产业力量承担着生产性服
务提供者的角色并发挥重要作用。我们通过关注服务投入-
价值创新的“DIO之窗”框架来观察、反映数字技术服务与实
体经济价值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

数字技术要素服务的价值创新——在企业组织、产业生态、社会公共三个层面中的新
场景下，进行新实践、产生新价值

通过数字技术服务的普遍形态——资源赋能与互联增效，实现新生产力注入、重塑
产业生态

洞察数实融合的框架模型：“DIO之窗”

数字服务投入 Input

数字价值创新 Outcome

“DIO之窗”
（Digital  Input-Outcome，DIO）

Outcome

Input

企业组织

产业生态

社会公共

降本强韧提质 敏捷协同增效

增加共用基础 促进产业协作

公共服务优化 社会共益共享

资源赋能
（单元数字化）

互联增效
（单元间数字化）

洞察模型4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

注 ：在创新管理理论中，产品创新可分为模块（单元、元件、组件）创新与架构创新，因为大部分产品和工艺是由模块（单元、元件、组件）构成的嵌套系统，整体由部分组成但并非简单的部分之和，模块（单元、元件、组件）
之间连接和作用方式也扮演着关键作用。 模块创新作用于模块（单元、元件、组件）内部而不改变结构，而架构创新则针对模块（单元、元件、组件）之间的连接与作用方式，往往也伴随着模块（单元、元件、组件）本身的改变。



注：设施、模块、工具都是特定的技术与相应互补性资产、资源的组合、封装形式，由于技术知识本身具有无形、外溢的特征，在经济活动中，除
专利授权、特许等技术市场交易外，不同形态的封装设施、模块、产品、服务正是技术创新主体获得技术创新收益的主要方式。   

洞察模型4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

数字服务投入(Input)：注入新生产力、重塑产业生态

注入敏捷高效的新生产力

共享设施

数字产业力量应对企业、产业、社会各层主体的具体需求提
供了存储、计算、网络等数字共享设施，并可成为不同产业对
象的创新资源平台，以及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的市场平台，成
为新生产力形成的必要条件。

技术模块

数字产业力量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积累形成的大数据、人工
智能、数字孪生等大量数字技术不断成熟，通过标准化、模
块化、中间件等形式，与各行各业的产业技术结合，形成新
的生产力要素。

应用工具

数字产业力量往往积累了优秀数字产品的能力，能够针对不
同主体的生产、运营、管理等场景，转化为面向供给侧的数
字化产品和服务，形成新的生产力工具。这些工具往往具备
即插即用等特征，能够低门槛高效应用。

互联人与人

数字平台和工具能够消弥物理距离与束缚，在复杂多变的环
境中，将会议、办公、协作等不同互动场景中的人与人紧密
相连，在人际友好体验的数字环境中实现高效协同。

互联人与事物

随着技术发展带来的互联能力，人与设备、工作等事物的互
动减少了物理空间限制，这促成人的智慧与机器智能之间的
新型协作关系——人与事物两端可在不同范围、程度上，形
成“双端智能”的协同。

互联事物与事物

基于安全与智能的数字互联技术发展，更多的事物之间也能
根据设计建立动态的链接，使跨设备、跨部门、跨组织的业
务，能够按照需要形成自动衔接与协同运转。

资源赋能 组成效率提升的新协同关系互联增效



创新场景指数字化需求的来源和作用环节，典型场景有4类：

场景1：原有方案受诸多限制、效率低下，而数字化方案高效敏捷。
场景2：原有方案成本高企，在降本的需求下，数字化方案优势鲜明。
场景3：原有方案难以应对波动与不确定性，数字化方案提供弹性和稳定性 。
场景4：原有方案无法实现的生产目标，基于技术与协议的数字化方案则创造可能。

洞察模型4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

数字价值创新（Outcome）：在不同层面涌现新场景、新实践、新价值

数字化
创新场景

创新实践指应用数字化技术和产品的实施方案和办法，针对本报告研究案例可归纳为4个典型：

实践1：数字化方案完全替代了原有非数字化的方案，例如，远程会议工具替代原有电话会议系统。
实践2：数字化方案部分替代了原有方案的组成部分，并与其他部分形成了新的组合。
实践3：数字化方案为原有业务活动提供了补充，强化了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与质量。
实践4：数字化共享设施重构了原有的业务结构，形成了新的行业生态。

数字化
创新实践

创新价值指采用数字化后获得的收益，数字化在3个层面都能发挥作用产生价值：
企业组织层面：云服务设施、AI等各类技术参与，数字应用工具的广泛使用，为大量企业实现了降本提质、协同增效的目标，
面对疫情干扰使业务更有韧性，面对激烈的竞争使产品和服务更有竞争力。
产业生态层面：数字服务下的共用平台为产业带来了更多的创新产品或服务，平台的开放性在诸多行业促进了市场的繁荣；基
于技术保障与协议信任关系，新的业务合作结构正在形成，推动跨平台的产品与服务、跨组织的产品与生产资源调用方式的发
展普及。
社会公共层面：疫情影响下数字化服务在疫情防控、医疗服务、教育、公共管理、精准扶贫等诸多领域的积极作用已经展现无
疑，公共服务效率与质量因数字化而得到优化，更广泛的社会公众因此而获益。

数字化
创新价值



数实融合的典型工具与案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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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实践5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

结合指数研究，本报告选择不同层面的、发展较为成熟的典型工具和案例进行调研，并用“DIO之窗”分析归纳其中的共性与个性，
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体系化的参考借鉴。

研究对象

应用层

平台层

基础设施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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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业业务发展在向云化为基础的数
字化、智能化转变。

云原生相关技术逐步成熟。

云原生技术在互联网行业被广泛接受，
并开始向其他行业扩散。

云原生：腾讯全面自研上云，提供上云最佳实践方案1

环境趋势

实践3步上云

INPUT

OUTCOME

各直播业务上云

沙箱上云

整体业务上云

成就5步方案

在实施“自研上云”前，腾讯产品的云资源相互独立，
在某业务云资源需求变化较快时，其云部署速度往往
会拖累业务发展。在新业务和客户需求下，腾讯全面
开展云原生建设，3年内实现所有业务“自研上云”。

通过探索，通过“3步上云”和“5步方案” 实现“自研上
云”后，腾讯在数据、安全、低代码、维护方式、
开发计算等的云原生服务上的能力被提升了，从而
形成了高效率、低成本、高安全的云技术优势，自身
云资源被有效利用，大幅提高了运营和开发效率。

DevOps理念的代
码开发平台；

Serverless、微服
务框架等技术促
进运维

K8S组合满足容器
弹性付费、突发
流量低成本资源
均衡、多重细化
计费方式等

资源赋能：从私有到共享的云基础方案 
优化安全投入

安全融合于云平台
部署，实现数据联通
和安全产品联动，安
全资源充沛。

数据与安全 云建设投入 开发与计算 其他产品联动分布式云经验

聚焦业务

提效率

按需分配

降成本

云生防护

增安全
开发云原生1
计算云原生2
架构云原生3
数据云原生4
安全云原生5

Outcome

Input

企业组织

产业生态

社会公共

降本强韧提质 敏捷协同增效

增加共用基础 促进产业协作

公共服务优化 社会共益共享

资源赋能
（单元数字化）

互联增效
（单元间数字化）

云技术 云基础资源投入 研发资源 网络安全技术 云生态与产品 组织调整能力 

效率/成本/弹性/使能

资源私有化的云服务无法适应变动的业务发展，产
生效率和成本限制
1，云部署效率低，限制业务发展
2，不同业务的云资源难以共享
3，升级维护难度大、效率低
云原生的大型案例欠缺，急需大规模的示范，客户
才有信心
大规模应用项目来证明云原生的优势，才能让企业
客户在选择减少担忧

企业：云资源效率限制业务发展

场景挑战

1

2

替代/补充/重构

腾讯“自研上云”磨练了云原生的技术和服务，降低了自
身成本
同等量级的云资源扩容部署工作，所需时间可从7天缩
短为12小时内；总计规模5000万核，节约成本超30亿

示范作用带来了企业用户的选择
目前云原生API每日调用100亿次，涉及开发者上百万。
客户如：南方电网、微信读书、小红书

企业：自研上云磨练出可行方案

实践成效

1

2

企业/产业/社会

通过数字化新技术带来了云资源的高安全、共享模式，
腾讯云以技术模块的形式促进着企业的业务并形成效益
不但降低了成本、提高着维护效率，同时促进新业务在
新时机中的发展，并形成内部资源重组和调整，实现了
企业整体的降本增效，由此而大为获益

企业：降本增效，提高业务质量

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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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原生：降低IT复杂度、提升开发效率、优化成本并保障稳定1

南方电网

IT高度复杂、分散，效率低
案主：大型复杂国有能源集团
业务复杂、要求高、IT系统分散低效，
无法满足电网内部复杂化、外部市场
化的需求
数字化升级和转型的需求强烈

Stack平台、TSF微服务框架融合
通过TSF、TCNP平台建设云业务平台，
对多个业务系统打通
通过微服务架构搭建，逐步构建出南网
云平台能力，支持后续业务

案例挑战 创新输入
提供高效率的平台化数字管理
仅用45天完成了基地和子公司上线
TSF微服务平台响应时间仅0.52秒
实现376个系统和519个微服务运行
达成IT系统的统一管理和灵活调配，
成就高效敏捷的数字化转型

实践成效

微信读书

传统的开发模式的效率低
案主： 图书阅读和分享小程序
用户增长迅速，开发更新频繁
传统Node上线复杂、人力资源需求量大、
面突发流量运维响应较慢、数据分析不方
便，并且外置非专业视频环节导致低效

小程序云开发方案 Cloud Base
云原生提供一体化开发环境和工具
前端全栈开发替代过去传统组合
促进团队能力升级和聚焦业务
高可用、自动弹性云提供稳定性

案例挑战 创新输入
提高开发效率，保证业务增长
大幅度增加应用上线迭代频率
动态扩容保证了运营活动稳定性
节省人力、优化协作、提高效率
10个月发布349次版本，用户千万

实践成效

小红书

用户激增，成本和稳定性成问题
案主：大型生活和消费决策应用
通过机器分发匹配内容和用户兴趣
日活用户超过3500万，原有的云技术
方案已经效率低，需要大计算量的稳
定、快速、高度弹性的方案

容器TKE、弹性容器EKS的融合
通过容器技术设计方案解决痛点
核心推荐系统容器化部署
同城多可用区双活架构
弹性增扩和缩减容量
使用服务网格进行精细化交付

案例挑战 创新输入
容器技术提供了容量与成本的优化
大规模用户模型训练得到支撑
实现了模型每小时快速迭代
容器弹性带来成本节约40%
使得更多人力得以聚焦在业务发展上
而不是资源维护上

实践成效

小程序 H5 APP

30天 
迭代次数 65 18 3

同功能 
开发时间 5 6 8

开发平均 
人力资源 1.5 2 4

开发效率 427 267 100

业
务
侧

管
理
侧

数据采集 数据仓库

模型训练

流计算对象储存

模型Serving

推荐系统

模型特征

小红书业务解决方案示意图
（蓝色部分采用云原生技术）

小程序云平台开发效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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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信任：腾讯零信任安全系统，满足复杂环境的安全保障2

传统的安全架构基于企业网络边界作
为信任分界线，内网默认受信，在边
界部署防火墙、入侵检测等来构筑护
城河。

随着移动办公、产业互联网、云计算
业务的普及，传统的边界定义已经失
效，企业网络和业务安全需要更高能
力的保障。

环境趋势 INPUT

OUTCOME

腾讯iOA零信任安全管理系统，基于腾讯的丰富实践，以持续访问控制
为核心，围绕身份安全、设备（终端）安全、应用安全、链路安全等要
素，对终端访问过程进行权限控制；并持续监测关键要素的安全状态，
动态调整访问权限，提供全生命周期安全保护，实现终端在任意网络环
境下安全、稳定、高效低访问企业资源和数据。

iOA可管理企业公有云、私有云及本地应用的访问权限，通过验证身份、
设备、应用、链路的安全状态来确定是否允许访问资源，确保企业资源的
可信访问、降低泄露风险，并提高业务操作的便捷性，改善工作体验。

资源赋能：更新的安全管理理念与安全能力

Outcome

Input

企业组织

产业生态

社会公共

降本强韧提质 敏捷协同增效

增加共用基础 促进产业协作

公共服务优化 社会共益共享

资源赋能
（单元数字化）

互联增效
（单元间数字化）

效率/成本/弹性/使能

远程办公常态化，需要不同人员、不同设备无边界
办公方案。
多云接入条件下，混合云的管理方案。
更加复杂的安全需求使得终端安全管理需要更高效
的解决办法。
在保障安全前提下，解决员工通过企业微信等进行
内网访问的问题。

企业：开放多元的业务对弹性、
全面的安全保障提出更高要求

场景挑战

1

2
3

4

替代/补充/重构

腾讯于2016年开始研发基于零信任的iOA版本，建立起
一套安全、稳定、高效的零信任工作环境，目前已经全
面应用于集团内部网络架构中。

从自身实践出发，腾讯已经与物流、文旅、金融、地产、
教育、政务等多个领域的诸多伙伴基于零信任方案形成
了广泛合作，取得大量经验。

企业：始于腾讯自研、展于生态共创

实践成效

1

2

企业/产业/社会

基于多领域的广泛实践，零信任方案在提高企业一体
化风险管控能力、提供更高水平的安全保障的同时，
也为快速、多元化发展的业务提供了更具弹性、韧性、
可扩展性的基础保障，改善了从业者与用户的体验。

企业：防控风险、提高弹性、改善体验

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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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信任：对不同类型、不同范围的安全风险，都能及时有效防范2

贝壳找房

业务生态化拓展 风险承压
案主：房屋中介龙头企业
发展迅速，流程庞杂，安全挑战众多
终端安全缺乏统一管理，消耗大量管理资源且
效果不佳；原有VPN方案扩展性差，难以应对
生态化发展的业务；业务访问缺乏统一入口和
审计手段，存在安全隐患

引入iOA零信任安全管理系统
iOA系统为安全防护、补丁管理、管控、零接入、数据安
全、网络准入提供统一方案
与原有身份管理系统实现标准对接
异地双云集群部署，可无缝扩容，保持弹性，改善体验

案例挑战 创新输入
安全保障能力、效率、体验提升
集成多种能力，减少资源占用
避免安全漏洞，弹性部署助力门店无缝覆盖
有效提升了员工的工作效率与办公体验
安全保障能力与业务场景紧密结合，业务数据全程
审计，提升了安全保障能力

实践成效

顺丰速运

原有方案已不满足业务要求
案主：国内领先的综合物流服务商
横向拓展多元业务，纵向完善产品分层
传统VPN方式既不安全又不能灵活拓展
数字化转型中需要随时随地安全访问，原有多
软件方案已不适用；业务的快速拓展需要更高
效的授权管控方案

iOA提供弹性和权限动态解决方案
iOA支持负载均衡和水平扩展，有效应对业务弹性需求
一体化安全能力形成运营闭环
零信任最小化权限理念下，业务授权统一管理，实现基于
不同场景与安全状态的动态权限策略

案例挑战 创新输入
统一高效完整的安全保障体系
解决了终端多而散的问题（如大量快递员终端），
提升了用户体验与运维效率
收敛了业务暴露面，做到了统一权限管理，提升
了访问灵活性和自定义
iOA与顺丰体系标准对接，形成一体化安全体系

实践成效

华润集团

大型集团的多元化业务挑战
案主：超大型综合性业务集团
行业多元化、业务庞大、条线众多
集团各业务单元终端安全建设割裂，参差不齐，
缺乏统一管理，存在安全隐患
各业务部门自建VPN，对外发布业务混乱，内网
对外暴露太多

联合实验室建设适用性方案
腾讯与华润成立联合安全实验室，开发适用于国企集团的
零信任产品
采用一体化安全客户端的建设思路，对各BU终端安全产品
做统一管理。
iOA与华润现有平台和认证体系进行进行对接，通过零信任
介入统一对外发布业务，缩小业务对外暴露面

案例挑战 创新输入
实现统一管理、提升风险管控力
通过iOA纳管各业务单元终端安全产品，实现入口
统一，降低运维复杂度，提升用户体验
实现软件正版化管控与集团职场漫游，规避知识
产权风险，提升办公效率
收缩业务暴露面，降低业务风险

实践成效

通过与腾讯成立联合安全实验室，把
华润集团作为一个样板，打造适用于
国央企大型集团的安全产品，探索出
一条合作新模式，实现互惠双赢。腾
讯iOA产品自身的终端安全建设一体化
思路，与华润集团终端安全建设思路
不谋而合，双方根据华润现状制定的
联合产品开发路线，切实解决了华润
集团在终端安全、远程接入管控、权
限管理等方面暴露的短板，提升整体
安全性的同时，更实现了用户体验与
工作效率的极大提升。

企业集团客户的评价

腾讯零信任第一百万台部署终端

——华润集团客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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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正在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变。

传统人工检测在部分场景无法适应。

AI、物联网等新技术在工业场景应用逐渐被
接受。

智能质检：腾讯工业AI质检，实现生产运营智能化降本增效3

环境趋势 INPUT

OUTCOME

腾讯通过自身的AI、音视频、物理引擎等技术的积累，带来在
AI质检方面取得产品与服务上的比较优势。

通过AI技术包括视觉与识别、小样本分析技术、优秀的算法组
合，以及系统化的云端协同技术，能够在多个质检环节去深度
结合用户需求，从实际出发服务生产流程和促进效率， 具备了
高兼容性、高弹性、多场景、高效率并存的优势。

在取得的良好效果的同时，也获得了业界认可，其服务形式和
指标已经被相关部门参考用于AI质检标准化。

资源赋能：技术模块深入结合赋能生产

Outcome

Input

企业组织

产业生态

社会公共

降本强韧提质 敏捷协同增效

增加共用基础 促进产业协作

公共服务优化 社会共益共享

资源赋能
（单元数字化）

互联增效
（单元间数字化）

效率/成本/弹性/使能

高要求下，人工难以完成。比如，特殊生产质检环
境不适合人工、速度质量要求超出人力范围。

人力资源成本紧张。比如，企业在竞争中需要降低
人工成本；质检人员流动性大，人力资源不足。

企业：市场发展要求质检环节的质量和效率，
人工已经无法满足

场景挑战

1

2

替代/补充/重构

领先的方案和模块化的产品服务，可以与不同企业生产深
入结合，并能提供系统化、模块化的方案解决问题。

比如：某新能源企业动力电池若干工序的外观检测；立铠
精密对于3C产品的外观缺陷检测；富驰高科摄像头支架外
观检测。

企业：高标准、系统化的AI质检技术与方案，
逐一解决场景痛点

实践成效 企业/产业/社会

企业质检得到技术赋能。质检通过技术模块的提升，
促进了质量、降低了成本，从而提高了竞争力。

促进AI质检标准化。腾讯产品已经成为同业标杆，
助推AI质检的标准化进程。

企业：质检环节的降本增效，
促进了AI质检的标准化

创造价值

小样本学习效率强，训练时间短，满足工业需求

深度学习推理框架的高兼容性

支持多场景的检测技术，具备普适性

基础视觉AI的精确检测、分割和分类，提供效率

努力推动产业的标准化落地

视觉识别 算法组合 云端协同技术小样本技术AI要素丰富AI

各类AI技术 云技术与基础 音视频技术 互联网技术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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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质检：有效应对人工能力有限、成本高、劳动力不足等问题3

某新能源
企业

人工跟不上生产效率和质量
案主：新能源车电池主要供货商
市场要求着生产环节的高质量、高难度、
低成本，提出“极限制造理念”
锂电池质检要求人工检测难以完成
人员培养跟不上产能扩产

视觉技术与云边协同计算技术
“2D+3D”缺陷检测多模态融合图像识别
智能技术
通过综合的云边协同，衔接各个环节，
多重算法完成结果判定

案例挑战 创新输入
完成人工替代，解决生产难题
解决“安全判断”环节质检难题
云边协同大大提高判定效率，每一套端设
备可以替代多个脑力工作
打造出高效智能数字化生产实现对人工检
测的替代

实践成效

立铠精密

质检要求高，人员成本压力大
案主：大型3C制造型企业
对于产品的质检要求非常高，人检压力大
产品的产量大，人员需求大，成本高
产品类别多，迭代需求多，AOI费用高

优化AOI质检+AOI无代码训练
平台
多重视觉算法结合提升检测精度
优化光学方案和机械结构，提高效率
提供一站式AOI训练平台，快速实现迭代
建立样本库和算法库，形成企业算法资产

案例挑战 创新输入
算法替代人工，降本增效
全面完成人工的替代
提高了产品的质检效率
产品的漏检率大幅降低
建立自己的AOI质检开发能力

实践成效

富驰高科

人工难度大、周期长、成本高
案主：粉末注射成型制造商
摄像头支架产品质检痛点多
需要大量人力投入，成本高
人员招聘、培训困难，流动性大
生产工期紧，质检要求高

「腾慧飞瞳」AI质检仪方案
AI分析80多个不同拍摄视角
多轴联动柔性控制采集
一站式工业AI之间一体机
测量精度达0.02mm
TNN算法模型加速

案例挑战 创新输入
高质量、高效率的一体化方案
每个产品质检仅需4秒
全方位的完善质检过程
产线漏检率大幅度降低
每年节约成本数千万
降低人工检测的健康问题

实践成效

富驰高科 + 腾慧飞曈AI检测仪

直面行业普遍
外观质检难题

榍嵐今消侊侳㓅醑藹。軟
鄚。鲻脇訵邁21侸䎋鈇䆈

壤查诫戊侊471ˇ彾絹瑪
㒉苼䯖雜鲲閔㳕蹕砎瀕㢋
㫓311跣

应用腾讯云
工业质检训练平台

两消吾赖v 假鐮悌赖v

兹兄堀

孟弘赖v 殃谮赖v

助力立铠精密
实现降本增效

=1/6&

斂坞堀

=26&

伍洪瓮挨涌

2/7

灭碜啐烫垂

個调6

工业质检训练平台有效解决3C行业外观缺陷检测难题
助力立铠精密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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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全球化经营、合作趋势不减，对于在线
办公的需求越来越旺盛。

疫情影响促进了在线办公的发展。

在线办公生态分散且多样，相互的协同和兼
容性差。                                                                

IT和视频、云等技术成熟、资源丰富。

远程会议：腾讯会议持续开放，提供全场景的音视频协同办公体验4

环境趋势 INPUT

OUTCOME

腾讯会议基于自身技术积累，通过面向企业场景的产品与方案，提供了覆盖移
动会议与会议室的解决方案；同时，其开放的API、与客户设备兼容性开发的
投入，进一步补充了用户在已有IT工作系统的能力并提升了在线流程完整度。

资源赋能：可被客户IT系统集成的开放式会议系统

腾讯会议便捷链接能力和快速云资源投入，使全球性范围的不同工作人员
被紧密连接，提高了在线工作的范围和效率；同时，通过API和应用平台，
可以形成与其他应用和系统的协作，易于为客户提供更为完整的解决方案
从而促进在线办公生态发展。

互联增效：互联打破区域限制，开放形成生态协作
。

Outcome

Input

企业组织

产业生态

社会公共

降本强韧提质 敏捷协同增效

增加共用基础 促进产业协作

公共服务优化 社会共益共享

资源赋能
（单元数字化）

互联增效
（单元间数字化）

效率/成本/弹性/使能

传统的视频会议系统功能不完整、能力不足、无法嵌
入已有工作IT系统流程，导致线上工作流程不完整，
部分工作受限影响工作效率。

企业：在线工作效率和完整度弱

现有的视频会议应用多为封闭系统，这导致应用间
的联动难，能力和资源无法形成互补，使得整体生
态发展受阻。

生态：合作的程度与整体发展差

场景挑战 替代/补充/重构

腾讯会议通过系统开放、功能全面、资源投入，让视频会
议形成了对原有工作流的替代和补充，给因为地域受阻的
工作环节形成有效连接。如：中国交建跨国项目、中原地
产视频签约。如：中国交建跨国项目。

企业：形成工作模块替代和补充

通过良好的开放性，促进了不同应用、不同产品之间链接和
能力互补，重构了应用生态间的合作模式，更易于通过合作
形成客户的整体解决方案。如：MOKA人力资源面试案例。

生态：合作互补满足市场需求

实践成效 企业/产业/社会

企业工作效率大幅度提升，尤其是在环境影响下，创新性的使
用开放远程会议、直播，多终端协同让企业的经营和业务发展
得以持续。

企业：工作协同增效、消除障碍

腾讯会议的开放，赋能于垂直领域数字化办公系统互补、APP
生态的协同发展，可形成更多办公场景下的创新组合，在满足
市场需求的同时带来线上办公生态的整体发展。

生态：促进在线办公生态协作

创造价值

AI专家和实验室资源 IT系统开发能力 音视频引擎

云会议 云资源 开放平台会议室设备企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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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会议：高质量、低消耗的跨时空便捷沟通，从开会向生产环节拓展4

中国交建

特大企业跨多地域工作障碍
案主：特大型企业，上百国市场
业务在企业微信和内部系统分开
评审会议流程不连贯，效率低
疫情影响人移动，现场评审障碍
无法评审，项目出现停滞

腾讯会议企业版本+Rooms
打通企业账号，视频会议嵌入
提供API接入，融合业务系统
远程直播评审，保障项目流程
提供多终端、场景接入方案

案例挑战 创新输入
打破时间空间限制，完成重任
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提供的远程评审会议流程
在马来西亚码头项目中，远程专家会议与
实地直播考察评审，超业主预期拿出方案，
最终促成项目合作

实践成效

MOKA

HR云服务的视频流程缺陷
案主： HR 管理SaaS 云产品
环境影响增加线下面试难度
云产品+线下面试效率低
高频率流程化面试中，因为外置非专业
视频环节而不够连续，带来不好的体验

腾讯会议企业版开放API
提供MOKA调用腾讯会议方案
一步完成批量面试者邀约
面试前后的日历可以同步
提供高质量视频面试效果

案例挑战 创新输入
整合视频环节完美服务客户
面试全流程可以完整衔接
提供互动方式等多维度评估
给规模批量面试提供效率
增加了视频面试的功能质量

实践成效

上海市
仲裁委员会

疫情下远程仲裁需求增加
需要便捷的工具，支持仲裁双方稳定
接入
满足谈话笔录、开庭记录的存档需求
需同步支持调解协议签署

腾讯会议+腾讯电子签
通过腾讯会议应用市场与腾讯电子签打
通融合体验
线上直接完成仲裁沟通与协议签署
签署的协议具有法律效力

案例挑战 创新输入
数字化全流程面签
数字化工作流程可以有效应对疫情下
办公挑战，提升服务效率

实践成效

腾讯会议rooms

腾讯会议企业版

腾讯会议+电子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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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档工作沟通已被广泛流行，通
过传递文档来解决工作中复杂多样的
信息和协作。

线上的数字化互动式沟通已经成为社
会各界的主要沟通方式，如微信群等
IM工具。

无论是社会还是企业，个性化线上协
作场景需求越来越多。

在线文档：腾讯文档持续丰富和深化协作功能，提升组织协同规模和效率5

环境趋势 INPUT

OUTCOME

腾讯文档通过在AI、云、IT等技术上的优势，促成了腾讯文档产
品在功能和性能上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具备智能化、创新性、
开放性、多终端协同的通用工作效率工具。

资源赋能： 通过文档协作能力提升工作运行效率

在腾讯文档的开放API、模板库等创新支持下，用户得以很容易
的建立可自定义的实时互动工作模式。这样的互联改变了原有
的企业工作协作模式，同时也可以支持了社会间的协作活动。

互联增效： 实时性改变工作协作与社会协作关系

Outcome

Input

企业组织

产业生态

社会公共

降本强韧提质 敏捷协同增效

增加共用基础 促进产业协作

公共服务优化 社会共益共享

资源赋能
（单元数字化）

互联增效
（单元间数字化）

效率/成本/弹性/使能

企业工作沟通中除IT系统外主要是通过文档，但使用本地文
档协作的方式是间接和低效率的，而针对每项工作都开发
电子流需要成本和时间，无法满足快节奏的工作发展趋势。

企业：IT&本地文档协作效率低成本高

现有的社会性即时通信平台是以生活信息传递为蓝本，包
括论坛和群的形式很难满足工作与社会活动中的丰富、复
杂的需要，无法建立有效的协作方式，参与者往往需要消耗
大量的精力。

社会：缺乏有效低成本协作工具

场景挑战 替代/补充/重构

腾讯文档提供丰富稳定的功能，超2万实用模板，公开专利超
过70件，通过在线文档协作方式给企业管理、员工协作带来
了实时、可靠、形式丰富的工作效率空间。

企业：实时完善的工作效率空间

通过腾讯文档的协作编辑功能及事件模版进行信息共创、分享，
起到了资源对接、社会互助的作用。比如：在疫情信息统计、物
资分发、社区团购等发挥作用；在2021年7月河南暴雨洪灾时，
群众自发创建《待救援人员信息》文档，发挥紧急互助作用。

社会：助力高效大规模社会协作

实践成效 企业/产业/社会

企业通过腾讯文档协作，将工作中的交互方式形成了个性
化、实时化，降低了基于文档办公的效率，同时良好的模
板提供，给中小企业提供了低成本的数字化管理方案。

企业：协作方式创新中降本增效

腾讯文档的用户容量和资源投入助力了社会级大规模的信
息协作、汇总、管理，使得社会活动和沟通得以以此顺利
展开，促进了社会合作互信的风范，在社会活动产生积极
作用。

社会：促进合作互信的社会共益

创造价值

AI 语音识别 自然语言处理 云技术

学习成本低
满足多种需要
实时互动
文档类型丰富
兼容性
智能化

文件容易掌握
在线使用方便
事件模板丰富
实时互动高效
对比优势明显

全面文件类型
多种功能模板
远程协作演示
其他工具协作

社会协作工具低成本数字管理

智能化 多终端协同 开放API 模板库云技术投入功能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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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新变化逐渐由数字化、智能化
技术来驱动。

疫情限制和经济形势增加了企业对质
量和生产效率追求，竞争更为激烈。

AI、物联网等新技术在工业场景逐渐
被应用和广泛接受。

工业互联：腾讯工业互联网平台，支持产业集群数字化升级6

环境趋势 INPUT

OUTCOME

技术模块：对于垂直行业的客户，腾讯通过自身的云计算、仿真等技术形成技术
模块与这些企业的生产、管理环节深入融合，形成创新价值；

共享设施：腾讯通过工业互联网、云资源的建设与投入，铸造出区域数字基建设
施，提供了区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共享资源。

资源赋能：垂直行业的技术模块&产业集群的共享设施

互联不同工作模块：对于垂直行业的客户，腾讯通过技术的深入结合来解决问
题，包含了链接企业生产的不同环节模块，打通企业不同生产单元的管理和数
据交换，成为了企业打造“透明工厂”的前提；

互联产业集群企业：腾讯打造Wemake方案的1+3+6+N发展模式，建立了产业
数字基础，形成了企业间业务、数据共享互联，促进协作发展。

互联增效：互联工作模块、互联产业集群企业

Outcome

Input

企业组织

产业生态

社会公共

降本强韧提质 敏捷协同增效

增加共用基础 促进产业协作

公共服务优化 社会共益共享

资源赋能
（单元数字化）

互联增效
（单元间数字化）

效率/成本/弹性/使能

在面对行业整合机遇和自身集约管理的需求情况中，企业急需数字化方
案来完成战略部署，但往往由于自身的数字化技术能力不足而产生阻碍。

企业：寻求数字化的行业垂直整合，
但是相应的数字化技术能力不强

传统行业形成的区域产业集群，往往需要通过数字化基础建设来形成互
联协作，但是地方上缺乏数字化发展经验和基建能力，需要专业支持。

产业：区域产业集群数字化建设分散、
基础薄弱，无法形成合力

场景挑战 替代/补充/重构

通过腾讯的云、数据、AI的深度结合，富士康、三一重
工等多个垂直企业的完成了内部集约管理、外部资源互
联整合；帮助瑞泰马钢打造智能制造的“灯塔工厂”。

企业：技术结合后数字化升级

WEMAKE工业互联平台帮助多个产业集群地区进行数
字化发展，相继落地佛山、德州等10余个地市，在国内
覆盖范围最广、增速最快的厂商。

产业：多地产业集群建设和获益

实践成效 企业/产业/社会

腾讯数字化技术和产品助力垂直行业企业从自身战略
出发的数字化转型， 提升生产敏捷性与内外链协作，
从而起到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生产效能的作用。

企业：降本增效，实现内外协同

腾讯针对区域产业集群需求，提供数字基建、建设生
态和服务企业，通过云平台与应用环境赋能了区域企
业数字转型，成为区域产业集群提高协作效率的前提，
促动区域经济发展。

产业：共用基础推进区域产业

创造价值

AI能力 数据协同 云技术 音视频技术 游戏引擎 互联网工具

AI相关技术 云建设投入 云技术实践 仿真引擎应用 服务模式实践AI



瑞泰马钢打造的“透明工厂”

“根云”连续三年上榜Gartner
《全球工业互联网魔力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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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互联：企业内要素互联提升效率，产业间集群互联加强协同6

三一重工

价值链外延的工业互联需求
案主： 全国最大工程机械制造商
与下游互联的规模庞大，包含90万机械
的千亿数据，但自身的互联平台在数据
处理能力上不足，很难及时完成分析和
响应，影响业务战略发展

云与数据分析技术提供效率
腾讯和三一共同成立“树根互联”开发“根
云平台”，完成物联数据采集分析
腾讯云大数据处理TBDS解决方案，超大
规模的分析和处理，大幅度提升了“根云”
的处理能力和效率

案例挑战 创新输入
数字化互联形成行业垂直化优势
加速了千亿数据的分析后，产品故障后可以
2小时到现场、24小时内修好
备件库存云效率超越同行40%，每年库存
费用节省超过3亿元
入选Gartner2021工业互联报告案例

实践成效

瑞泰马钢

传统信息化分散管理效率低
案主： 耐火行业信息化领先企业
存在不同系统、设备的数据互联互通问题
复杂性带来管理决策困难
互联互通障碍导致无法精细管理

链接散点，打造数字智能管理平台
以腾讯工业云技术为基础，将自身智能设
备、多层IT系统、内部ERP等融合成数据
管理平台
集合仿真、智能等技术，实现工厂透明化、
全流程、全周期管理

案例挑战 创新输入
成就“透明工厂”的业界标杆
工序成本下降15%~20%
产品合格率提升3~5%
存货周转率提升30%
交付及时性达到100%
成就“透明工厂管理的模式”

实践成效

张家港

区域产业集群分散度高，
急需数字化的协同发展
案主：东南港口城市工业集群
工业品种多密集度高、结构复杂
中小企业占比高，业务联动差，如果打
通业务链接可以增进生产效率
中小企业独立投入数字化成本高

打造堆栈云基础和工业互联服务
针对性的打造工业云基础平台
边缘层提供设备数据接入能力和相应完整
云技术堆栈
提供给针对中小企业的轻量级SaaS，降
低企业数字化的成本

案例挑战 创新输入
助力集群数字化，实现产业协作
实现集封闭管理、智慧安全、智慧环保、智
慧应急、道路运输一体
2021工业互联网推动数字化创新领先县第
三名，完成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项目
1589个

实践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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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消费品市场走向需求极多样化、
个性化的“杂合市场”阶段。

行业内竞争，从产品的竞争转移到供应
链整体效率和运营质量的竞争。

数字化技术在市场分析、信息传递、柔
性生产、智能供应上有了良好的应用。

产销协同：京东C2M智造平台，构建按需定制的产业生态7

环境趋势 INPUT

OUTCOME

依托数字技术与新型供应链合作关系，实现以顾客为中心、需求拉
动的个性化生产与供应模式。

尽管服务顾客是企业的使命，但受限于过去的技术条件，传统的供
应链是以产品为中心、单向的组织运转方式，消费者需求的捕捉是
以间接、测试、反馈的方式进行的。基于数字技术和新型产业合作
关系，C2M方式实现了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直接、双向拉动供
应链模式。

互联增效：通过数字技术，重构消费与供应链关系与模式

Outcome

Input

企业组织

产业生态

社会公共

降本强韧提质 敏捷协同增效

增加共用基础 促进产业协作

公共服务优化 社会共益共享

资源赋能
（单元数字化）

互联增效
（单元间数字化）

效率/成本/弹性/使能

消费者需求的多样性、个性化与日俱增，如何更加
有效的捕捉需求趋势、开发适销产品、保持竞争优
势，构成巨大挑战。

数字化、平台化背景下，企业间的合作方式在发生
巨大变化，需要以开放、合作的方式从事创新。

产业：追踪需求、降低成本、
敏捷生产新时期构成了数字化新挑战

场景挑战

1

2

替代/补充/重构

依托京东数智化供应链与实体制造的强效连结，京东C2M
智造平台以用户需求驱动生产，串联智能供应链端到端各
环节的合作伙伴，将更好的商品生产需求提前推送至生产
端，助力制造商降低新品研发成本、提高新品成功率，致
力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优化社会供给结构。

产业：通过数字技术重构供应商的供应链
体系和生产模式

实践成效 企业/产业/社会

产业：更精准的满足需求，更高效的组织生产

创造价值

C2M需求拉动供应链的方式创造了更多“爆款”产品，缩
短了产品开发与上市周期，使得供需两端得到了更优的
配置。
适度规模化的需求匹配，为从大规模生产走向个性化生产
提供了有效的过渡解决方案。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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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销协同：让企业生产能快速响应市场变化，提高企业的柔性生产能力7

数码家电

在疫情影响背景下，洞察年轻人下厨和健康
饮食观念的变化，发现家用破壁机自制果蔬
汁成为新的生活方式。然而，清洗困难则是“
痛点”，制约了产品的推广。京东联合九阳推
出了免手洗破壁机，解决消费者使用中的困
扰，C2M团队进一步洞察消费者需求，推出
不同色彩的产品。

创意设计团队为雷神新品Zero游戏笔记本
电脑进行创新CMF设计，基于IP粉丝的偏
好洞察，以标志性的亮黄色外观为设计内
涵，通过IP机甲美学与产品「启世」ID设计
语言相结合，点燃消费者的极致热爱，既
有收藏价值又有话题性，精准传达‘开局即
高能’的产品理念。

群体需求 —— 反向定制数字创新1

快销品

新年之际，京东联合伊利安慕希全新上线的
丹东草莓口味酸奶，结合了冬季热门水果的
甜香口味和安慕希本身的浓醇口感，加之0
蔗糖的健康品质，一经上市即收获了好评如
潮，上市首日就实现了30000瓶的销量。
同时，其包含草莓元素的包装，搭配与京东
生鲜草莓礼盒的促销联动，也为产品增添了
一抹新年的喜庆气息。

京东C2M智造平台通过消费洞察及仿真试
投，深度挖掘用户需求，精准设置产品卖点、
定价、促销、包装等要素，为产品孵化和上
新推广赋能助力。联合沙宣推出男性洗发水
产品，上市即爆款，精准的满足了消费者
的需求。

个性需求 —— 个性定制数字创新2

以用户需求驱动生产，
京东C2M模式不断助力
制造商降低新品研发成
本、提高新品成功率。
截至目前，京东C2M智
造平台已与超3000个
品牌合作，节省了75%
的产品需求调研时间，
新品上市周期比以往缩
短67%，帮助品牌实现“
新品即爆品”的确定性
成长。

实践成效

京东C2M模式围绕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核心目的，通过数智化社会供应链全流程覆盖，打造柔性
生产合作体系，实现消费端与制造端关系重构。

洞察需求 —— 联络协同创新产品 —— 形成爆款案例挑战

案例1 九阳/免手洗的破壁机

案例1 伊利/丹东草莓酸奶 案例2 沙宣/男性爆款洗发水

案例2 雷神/粉丝美学笔记本



工具实践5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

国家人工智能发展相关政策和要求在教育
系统推进。

AI技术发展与应用落地迅速。

社会对人工智能素质教育形成共识。

数字化技术在教育方面的应用探索迅速。

教育支持：腾讯AI青少年教育，借助数字化提升AI教育普及效果8

环境趋势 INPUT

OUTCOME

腾讯的解决方案为广大中小学校提供了AI及编程的体系化课程、虚
拟化实验工具以及教学实施配套服务，有效降低了学校开展AI课程
的门槛，有效推动青少年AI教育的普及与发展。

资源赋能：技术与服务赋能AI青少年教育普及

Outcome

Input

企业组织

产业生态

社会公共

降本强韧提质 敏捷协同增效

增加共用基础 促进产业协作

公共服务优化 社会共益共享

资源赋能
（单元数字化）

互联增效
（单元间数字化）

效率/成本/弹性/使能

学校资源差异大，开课困难。中小学与AI课程相关的
基础设施参差不齐，且资金投入有限，实施困难。

教师重新培养成本高。教师水平决定课程效果，但教
师培育面对的复杂要求，现有的培训方式无法满足。

传统课程成本高、无法适应发展。实体教学成本高、
更新难、维护差。

公共：中小学AI素质教育普及的
复杂情况和难以推进

场景挑战

1

2

3

替代/补充/重构

腾讯自主研发了国产化中小学AI课程，适配中国孩子学习习
惯。打通腾讯内容生态，提供3500+IP创作素材。

通过全流程、全场景的满足，成就业界领先。当前在30+省
市区100+项目签约，签约500+学校。

公共：高质低成本数字化方案，深入结合的服务，
解决多方痛点，在不同的学校得以展开

实践成效 企业/产业/社会

公共：解决教育普及问题

创造价值

低成本高素质的课程与教学平台、系统化的教师
培养方案，促进了AI素质教育的迅速普及。

社会：教育公平与人才发展
通过数字化方案，在AI素质教育方面提供了教育
公平性，带来良好的示范效应，同时通过兴趣培
养促进社会AI人才的未来发展。

课程设计
全数字化方案
高质量低成本
内容合规丰富
中小学全覆盖

教学产品
腾讯扣叮编程
教学实验平台
教学管理平台
外部资源嵌入

教学服务
全面的师资培训
结合实际的方案
政府合作普及
各类竞赛活动

仿
真
实
验

课
堂
教
学

AI专家资源 IT能力 游戏引擎提供虚拟仿真 音视频技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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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工智能发展相关政策在教育系统落地。

AI技术发展与应用落地迅速。

AI开发人才成为社会长期需求，并且呈现
供不应求的趋势。

产学研环境各有所长，但在人才培养方面
缺乏配合的模式。

教育支持：腾讯AI高校教育，产教融合打造AI人才培养机制8

环境趋势 INPUT

OUTCOME

腾讯通过自身的AI技术和产品经验，将自身的资源禀赋与区域
高校、产业组织相结合，形成一套完整的“产、学、研、用”一
体化的人才培养机制，已经初见成效。

这其中，一方面产校合作打造课程内容体系、建立实操结合的
学习模式；另一方面结合产业生态需求与地方一起打造实操实
习模式、能力认证体系和就业平台渠道建设等。

在学校培养、产业实习、就业渠道三方面采取了优势互补的创
新后，最终在人才的培养、就业有效性上成效显著，给AI产业
发展人力资源提供了新范式。

资源赋能：赋能区域产业人力资源培养

Outcome

Input

企业组织

产业生态

社会公共

降本强韧提质 敏捷协同增效

增加共用基础 促进产业协作

公共服务优化 社会共益共享

资源赋能
（单元数字化）

互联增效
（单元间数字化）

效率/成本/弹性/使能

AI属新兴技术能力，人力资源稀缺。全国多地发展AI
产业，但区域AI人力资源供给不足。中小企业招聘效
率低、自身培养能力不足。

高校培养AI人才效率低、就业难。由于学科新，教学
资源和培养能力不足，教育与产业需求脱节，造成就
业问题。

产业：AI人力资源培养与供给问题

场景挑战

1

2

替代/补充/重构

地方培养与认证。全国85所高等院校持续推动1+X证书落地
试点，服务学生近万名。

新的“腾班”模式。广州工业大学、深圳大学独立招生、单独
课程体系的“腾班”，后者已经迎来首届毕业生，超过90%学
生已落实去向。

产业：“产学研用一体”重构了AI人才培养方案，
产生良好效果

实践成效 企业/产业/社会

产业：区域AI人力资源基础

创造价值

腾讯以自身科技能力面向区域高校、产业、政府进行有效
教学资源整合，解决人力资源问题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社会：促进人才发展的社会共益
在AI学科方向上，给产业脱节导致的就业问题带来解决方
案，减少了人力限制，产生了社会人才发展的社会共益。

学校培养
产教深入结合
共同开发课程
打造示范班级
区域高校支持

升学就业
地方政府合作
1+X能力认证
实习考评就业
生态就业平台

产业实习
产学研用一体
AI实验室学习
实操案例教学
举办产业赛事

成熟的AI产品和技术 AI专家和实验室资源 产业人才培养经验         

+ +

产学研用一体培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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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时期，人力资源要求也在变
更，人才需要终身学习才能保持活力。

AI、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逐渐
提高线上在线学习效果。

传统线下方式效率低，在线学习形式
被社会广泛接受。

教育支持：腾讯课堂构建职业培训平台，为职培供需双方提供高效对接8

环境趋势 INPUT

OUTCOME

腾讯自身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经验，创新性的将课程体系、教
学服务与IT系统融合成有效的学习服务平台，以此支持培训机
构的发展和个人学习的体验，并针对企培需求提供针对性的
解决方案，形成了完善的在线终身教育生态。

资源赋能：通过技术服务模块推进终身教育数字化

通过贯彻以学习效果先导的价值主张，在课程策划、学习体
验、治理原则上，都能让参与腾讯课堂服务的各方形成积极
的良性互动，使终身教育市场的供需高效匹配、多方获益。

互联增效：互联市场各方，形成良性互动

Outcome

Input

企业组织

产业生态

社会公共

降本强韧提质 敏捷协同增效

增加共用基础 促进产业协作

公共服务优化 社会共益共享

资源赋能
（单元数字化）

互联增效
（单元间数字化）

效率/成本/弹性/使能

教培机构在线服务能力差、缺少标准；企业培训需求
个性化，管理成本高。

产业：在线终身教育市场缺乏规范性，
参与者都没有很好的获益

个人在线学习需求碎片化、学习服务体验不佳，遏制
了个人再学习与提升。

社会：个人低成本的再学习难以保证，
不利于能力提升和再就业

场景挑战

1

替代/补充/重构

年度上课用户8600万、教培机构12.3万、培训课程与自学内
容超100万。

产业：良好的平台治理和服务赋能，
带来在线教育的成功案例

如：残障人士在线学编织，带领全村留守妇女创业；保安通
过业余时间自学设计，转行开工作室月入过万。

社会：在线课堂带来自身质变，
助力个人职业发展和灵活就业。

实践成效 企业/产业/社会

产业：促进终身教育行业发展

创造价值

数字化平台的服务投入、培训机构治理的价值导向、企
培业务的专业化支持，都在促进终身教育产业发展。

社会：有效学习平台带来普遍提升的渠道，
形成社会共益
通过数字化给社会人力资源再学习和再上岗提供了机会，
很多人因此改变了命运，带来了社会的共益。

个人服务
学习引导与服务
个性化学习路径
个人创作平台
全面一站式服务

企培服务
牵头制作课程
外部合作整合
完整培训方案
政府合作认证

教培管理
提供丰富客源
智能化课堂工具
规范价值评判
平台引导孵化

数字化通用工具 AI技术 大数据技术          云技术与建设 音视频技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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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爆发后，防疫任务紧迫，流行病
学调查工作更是重中之重。

传统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新冠这样传
播快、范围广的传染病流行病学调查
工作，新时代流调方案呼之欲出。

AI、互联网技术等数字化能力逐渐成
熟，在公共管理方面已经广泛应用。

健康服务：智能流行病学调查系统，借助智能化、数字化提高公共服务效率9

环境趋势 INPUT

OUTCOME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利用互联网智能电话、语音识别技术、自然语言
处理识别、智能报告生成等能力，为流行病学调查过程中的病例流调提
供符合时代的新方案，赋能公共服务。

资源赋能：数字化模块赋能人工处理能力

利用数字化信息手段，将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实现全业务覆盖，多区、
多角色线上实时互通协作；利用大数据赋能，实现信息互联互通，提
质增效，提高流行病学调查的效率和质量。

互联增效：系统化的将流调工作流程和资源串联

Outcome

Input

企业组织

产业生态

社会公共

降本强韧提质 敏捷协同增效

增加共用基础 促进产业协作

公共服务优化 社会共益共享

资源赋能
（单元数字化）

互联增效
（单元间数字化）

效率/成本/弹性/使能

公共：疫情流调工作初期只能通过传统工具，
导致工作量大、流程不连贯，
无法高效完成流调任务
传统的方案效率低，工作人员根据信息使用电话、短信
等方案联系和手动记录；同时，系统与现场沟通往往脱
节，不能够适应实时需求。这导致流调与其他防控工作
不能够形成连贯性，降低了防疫工作效率。

场景挑战 替代/补充/重构

系统成熟落地后，发挥高效的作用。例如：深圳疾控牵头
腾讯推出智能流行病学调查系统，为病例流调、现场处置、
密接管理、采样送检、指挥协同等疾控流调处置全流程提
供多角色、多区的实时协作，帮助一线流调员高效工作。

公共：
智能化流调处置系统的助力流调效率提升

实践成效

2

企业/产业/社会

公卫防控领域数字化的良好实践，提高了公共服务运行效率；
在流调过程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让社会防疫工作有了积极地进
步，有效的减少了社会消耗和工作失误，节约了社会资源，促
进了卫生安全。

公共：公共卫生效率的提高，
带来了公共服务优化的促进

创造价值

AI 数字化 多端协同 智能报告

智能流行病学
调查系统

跨区、多角色协同
全流程覆盖
高效流调
全程实时记录
统一流程

语音语义识别 多维协同 大数据赋能智能语音电话



工具实践5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

政府推进电子健康卡民生工程，让医疗
信息走向数字化管理。

疫情期间，公共卫生数字化管理效率需
求增长。

电子身份认证和IT系统技术应用已经成
熟。

健康服务：电子健康卡开放平台，聚合多方开发和普及应用9

环境趋势 INPUT

OUTCOME

腾讯基于小程序平台、AI技术、大数据技术、云技术的投入，
建设电子健康卡开放平台，形成医疗健康数据和资源的信息
媒介。

功能包括公共卫生服务模块、建设健康信息应用，以及引入外
部健康服务资源。其中内容包括医疗流程、就医与电子档案信
息管理、公共卫生辅助服务与系统化建设。

同时，腾讯还积极投入和配合进行电子健康卡渠道拓展工作，
助力推广普及。

互联增效：互联医疗健康数据和资源，提高医疗效率

Outcome

Input

企业组织

产业生态

社会公共

降本强韧提质 敏捷协同增效

增加共用基础 促进产业协作

公共服务优化 社会共益共享

资源赋能
（单元数字化）

互联增效
（单元间数字化）

效率/成本/弹性/使能

传统就医的流程包括导诊、问诊、开药、治疗、复
诊等环节，多数都是从线下展开或者线上线下不同
流程结合，这不方便。国家推进电子健康卡的出现
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需要互联网专业力量的数字
化建设和推广。

公共：电子健康卡用于解决传统医疗低效，
但医疗系统单位缺乏数字化建设和推广
的专业能力

场景挑战

1

替代/补充/重构

腾讯电子健康卡已服务21个省级行政区、2400多家医院，
800w次实现“通行、就医、健康管理”一码通。比如：湖南全
省绑卡9000万，医院接入超90%；武汉完成挂号、检验、
病历，一站式就诊。

公共： 腾讯以电子健康卡为核心建设综合医疗
数字化平台，
带来了多地医疗流程数字化发展

实践成效 企业/产业/社会

公共：医疗流程数字化建设和推广提高了
医疗事业效率，
给公众就医带来方便

创造价值

医疗流程
跨机构跨地域就医
线上线下全流程
信息解读与同步

健康平台
电子健康档案
开放外部应用服务
家庭健康管理助手

公卫辅助
公共卫生服务
创新服务与应用
疫情信息管理

微信小程序 AI技术 大数据技术 云技术与建设

面向电子健康卡的渠道推广工作

健康应用
与外部资源

公共卫生
服务模块

电子健康卡
开放平台

促进医疗公共服务水平，有力支持了医疗行业流程
化、数字化建设，造福社会公共服务。
促进健康服务的社会共益。平台提供的问诊、健康
内容，使民众就医更有效率。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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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亿跨省流动人口，“跨省通办”需求
强烈。

“十四五”规划推进医保联网和电子化。

电子医保所涉及的数字化技术已经成熟。

健康服务：医保电子凭证，有效提升医保安全和服务效率9

环境趋势 INPUT

OUTCOME

腾讯自身技术实力确保了电子医保卡平台的建设，并通过推广
工作有力促进全国各地的签发进度，并助力医院、药店、机构
打通支付、查询等医保服务环节。通过数字化互联的努力，实
现了“一码通”“一码办”的方便。

依托医保微信平台，实现了数据统一协调与信息化服务，让参
保人、医院、局内部数据实时统一、协同管理，通过强大的数
字化平台打通医保相关业务流程环节，赋能地市局“互联网+医
保”服务能力。

资源赋能：通过平台建设推动医保数字化，提高效率

Outcome

Input

企业组织

产业生态

社会公共

降本强韧提质 敏捷协同增效

增加共用基础 促进产业协作

公共服务优化 社会共益共享

资源赋能
（单元数字化）

互联增效
（单元间数字化）

效率/成本/弹性/使能

社保实体卡有很多弊端，如丢失、损坏、冒名顶替就
给民众医保报销带来麻烦。另外，由于卡机成本、手
续等原因，社区、药店医保刷卡网点推广慢，同时，
地方医保数字化推进也需要配套的数字系统建设。

公共：传统医保报销繁琐、效率低，
管理难度大，数字化建设可以解决问题，
但缺乏专业力量进行建设和推进

场景挑战

1

替代/补充/重构

腾讯助力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60万家两定机构完
成医保数字化，其中，广东已完成全省1.07亿入系统；
山东还创新性的向患者推出“慢病线上续方”服务，成
为典范。

公共： 腾讯与地方深入合作，
通过产品服务与医保系统数字化结合，
使得医保电子凭证大范围落地

实践成效 企业/产业/社会

公共：医保数字化促进了相关的公共服务效率，
给公众就医报销带来便捷

创造价值

便民数字医保
实现医保电子化
实现远程医保支付
医保网点增加便民

医保管理平台
数据统一协调与信息化服务

参保人、机构、局端数据实时统一
赋能地市 “互联网+医保”服务

微信小程序 AI 人脸识别 大数据管理 云技术与建设

电子医保建设和全面推广工作

医保云平台
+数据系统+安全服务

数字化
电子医保服务

通过完善的服务系统和能力，促进了地方医保公共服务的能力，
提高了医保公共服务能力，给医疗服务的创新提供了空间。很
大程度的推进了线上数字化开药、报销，通过异地就医、远程
取药等手段方便了群众。



企业
组织

产业
生态

社会
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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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数字技术对不同层面的对象，都能发挥效用和价值

OUTCOME

INPUT

降本强韧提质 敏捷协同增效

促进产业协作

社会共益共享

增加共用基础

公共服务优化

资源赋能 互联增效

智能质检 腾讯工业AI质检
生产运营智能化降本增效

云原生 腾讯全面自研上云
提供上云最佳实践方案

工业互联 腾讯工业互联网平台
支持产业集群数字化升级 产销协同 京东C2M模式

构建按需定制的产业生态

智能流行病
学调查系统

智能流行病学调查系统
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零信任 腾讯零信任安全系统
实现复杂环境的安全保障

远程会议 腾讯会议走向开放
连通丰富的协同办公组件 在线文档 腾讯文档丰富协作功能

提升组织协同规模和效率

青少年教育 腾讯AI青少年教育
数字化提升AI普及效果 产教融合 腾讯AI高校教育

联合打造AI人才培养机制

在线课堂 腾讯课堂职业培训平台
为职培供需提供高效对接

电子健康卡 电子健康卡开放平台
聚合多方开发和普及应用

医保
电子凭证

医保电子凭证
提升医保安全和服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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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实融合” 可能存在的误解

数实融合

数字经济不属于实体经济？

数字经济 实体经济+
的融合

数字技术不在实体经济里？

数字技术 实体经济+
的融合

数字技术不在实体产业里？

数字技术 实体产业+
的融合

“数字”
属不属于
“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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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纸质书到电子书，变与不变
从纸质书到电子书，“书”的形态、生产角色和过程都有变化，但“书”的价值一直存在。
纸质书无疑属于实体经济，那么具备相同价值的电子书应该也属于实体经济。
以此类推，其他数字产品呢？

印刷厂

纸质书 电子书 手机厂

软件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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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实融合” 本质是 “实实融合”

任何时代、任何产业都建立在特定的技术基础之上
每个时代的产业面貌都基于当时相应的技术条件，今天的支柱产业曾经是以前的新兴产业，今天的
通用技术也曾经是以前的新兴技术。经过几十年的积蓄与发展，数字技术已经从探索性的新兴力量，
变成大规模产业发展的技术基石。

数实融合重建了各个产业发展的技术基础
数字技术更新了现代生产生活的技术基础，原有产业的资源和结构被数字化重构，以量的增长、质
的提升、韧性增强等方式，形成生产生活的新面貌。在数字要素基础上形成的数字经济，是继农业
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经历了由新兴到普及、由消费到生产、由商业到社会的递进。产
业数字化的发展过程，就是数字技术作为要素被其他产业融合的过程。

数字产业力量以生产性服务角色活跃在产业数字化创新发展进程中，以“实实融合”方式实践“数实融合”
一般而言，数字产业指数字技术产业化后形成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包括ICT产业、互联网产业等；实体经济指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和服务的生
产、流通等经济活动。显然，数字产业本身也是实体经济的组成部分。不过，为便于讨论数字化，人们往往把数字产业力量提供的生产性服务
，看作是其他产业的工具箱、赋能者，从而产生了“数”与“实”的分离。实际上，技术-经济意义上的“数实融合”，在实践中往往是以产业合作经
济活动意义上两个实体产业间的“实实融合”的形式达成的。

产业数字化

数字产业

实体经济

其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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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坚守开放、包容、前瞻的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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