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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正在成为

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进一

步激活“双创”经济，7 月 17 日 -7 月

21 日，2018 中国创业创新博览会将

在乌兰察布市举行。

作为新华网主办的国内知名“双

创”主题活动，中国创博会自 2016 年

启动以来，已逐步打造成为汇集国内

外科技创新理念、交流商业新模式、展

示科创新产品、集聚创新人才、促进创

新项目落地和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之

一。今年，第三届中国创博会在会议议

题设置、展区规划、项目聚合、平台服

务等维度将迎来全面升级。

七论坛十展区
构建“双创”服务新平台

“会期 3 天，展期 5 天，将组织 7

场高峰论坛、设置十大主题展区”，创

博会组委会介绍，今年大会将开展“中

国双创好项目”“中国年度双创人物”

评选和投融资对接活动，组织创新平

台落地。此外，在大会宣传上，将充分

利用传统媒体、融媒体、户外广告等进

行全媒体整合传播。届时，大会还将邀

请众多政府部门领导、两院院士、著名

专家、领先企业、创投机构高层和“中

国双创好项目”创客参会。

大会以“科创赋能新业态，开放共

融新高地”为主题，通过院士论坛、大

数据与智能 + 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文

化旅游融合发展高峰论坛、溯源中国

与乡村振兴高峰论坛、高校创业创新

教育高峰论坛、商贸物流产业发展高

峰论坛、双创好项目投融资高峰论坛

等七场高峰论坛深入探讨数字经济时

代的新业态和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

能，展望技术市场趋势，交流创业创新

经验。

本届创博会展区精彩纷呈。组委

会策划了创新科技品牌企业展区、大

数据与智能 +产业展区、视觉工业应

用展区、文化旅游展区、商贸物流展
区、双创好项目展区、农副产品深加工
展区、区域特色品牌展区、内蒙古双创
成果展区、无人产业体验区等十大主
题展区，全面展示国际国内“双创”最

新成果，搭建合作平台，对接项目投

资。

围绕大会主题，组委会还设置了

多项主题活动，包括双创项目对接会，

“2018 中国双创好项目”“2018 中国

双创年度人物”等评选活动，以及区块

链技术应用大赛。上述活动于发布会

当日同期启动。

两年积累 多方合力
打造北方区域经济新高地

中国创博会在乌兰察布的举办，

不仅推进落实了“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国家战略，展示了双创领域前沿科

技与应用成果，更重要的是，通过政媒

合作，探索了一条欠发达地区通过打

造“双创新都”品牌，聚合国内外资源，

实现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路径。

2016 年 8 月，乌兰察布市政府与

新华网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

华网利用自身创业创新及科技成果转

化资源优势及信息传播优势，全面支

持乌兰察布“双创”规划、建设和运营。

新华网副总裁、党委常委、董事申

江婴表示，中国创博会是新华网倾力

打造的科创赋能、开放合作平台。作为

互联网新闻传播领域的国家队、主力

军，以及具有强大创新实力的互联网

文化企业，新华网一方面积极推进科

技与传媒的深度融合，通过“融视频”、

轻应用、无人机等新媒体形态，进一步

讲好中国双创故事，推动双创健康发

展；另一方面，积极布局物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生物传感、无人机、虚拟

现实与增强现实等产业前沿领域，以

自身实践与中国双创共同前行。

乌兰察布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爱

冬介绍，引入创博会为乌兰察布市经

济发展带来了丰硕的成果：一方面，打

响了品牌，集中展示了“双创”领域的

前沿科技和应用成果，成为创意交流、

资源对接、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并通

过新华网整合传播，塑造了“南有文博

会、北有创博会”的城市名片，展示了

乌兰察布现代、开放、多元的城市形

象；另一方面，推动了发展。两届中国

创博会，共 500 多家企业参展，签约

项目 70 多个，签约金额 150 亿元。

他表示，近年来，乌兰察布抓住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京蒙对口帮扶”

等重大战略机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目前，人才、资金、技术各方面优势

资源不断向乌兰察布集中，不断助推

乌兰察布打造内蒙古自治区开放发展

的新高地。 据新华网

提示:

乌兰察布抓住

“京津冀协同发展”和

“京蒙对口帮扶”等重

大战略机遇，大力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深入推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目前，

人才、资金、技术各方

面优势资源不断向乌

兰察布集中，不断助

推乌兰察布打造内蒙

古自治区开放发展的

新高地。

数字经济的能量不仅在于网信产业本身，也来自与传

统产业深度融合所激发出的新变革。业内专家认为，传统

产业由于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数量、质量和生产效

率提升，其新增产出构成了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为转型升级带来了怎样

的新动能？又如何作用于普通人的工作和生活？

“互联网 +产业”提升效能

“在消费者端，在网上花几百万元买艘游艇已经不是

新闻。去年在我们采购平台上最大的一笔在线订单是

1.06亿元，而且一天就完成了。这笔订单里面有 2000 种

采购品，子类目就有 170 页，有 60 多家供应商服务这笔

订单。能够实现这样一笔订单，是因为数字化的自动分单、

拆单，让不同的供应商向采购商提供报价，在线就能完成

采购流程。”阿里巴巴中国内贸事业部工业市场总经理陈

意明这样介绍阿里巴巴的工业品采购平台，“通过数字化

的解决方案，大企业就可以与小企业顺畅地连接在一起，

企业采购也会变得更加高效、透明和分散。”

1.06 亿元的庞大订单一天完成，这正是产业互联网

效能的体现。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

向高质量转变，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动力引擎。

在制造业领域，软件定义、数据驱动、平台支撑、服务

增值、智能主导的特征日趋明显。制造业数字化水平由

2015 年的 14.2%增长到 2017 年的 17.2%。我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达到 63.3%，关键工

序数控化率达到 46.4%。智能制造工程深入实施，开展

428个智能制造项目，网络化协同制造、个性化定制、服务

型制造等新模式新业态持续涌现。在服务业领域，融合同

样带来了“提档升级”，2017 年我国网络零售额达 71751

亿元，同比增长 32.2%，跨境电子商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农村电商实现网络零售额 1.24 万亿元，同比增长 39.1%。

“互联网+政务”深化改革

“福州网上审批和项目全程代办按时办结率达

100%，最快办件时间 3 分 4 秒；青岛‘一窗式’企业设立

联合办理，平均办理时限为 1.39 天，提速 82.6%；广州行

政审批服务效率比承诺时限平均提速 60%以上。这就是

我们‘互联网+政务服务’解决方案所带来的体验提升。”

浪潮集团董事长兼 CEO 孙丕恕这样告诉记者，“智慧政

府提升了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互联网 +

政务’也是政务互联互通全面落实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的必要手段。”

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腿。正如孙丕恕所说，“互联网

+政务”服务深化“放管服”改革。截至 2017年 6月底，71

个国务院部门和直属机构开通政府网站，92.9%建立了信

息发布制度。线上线下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基本形成。

“互联网 +政务”也在公安、金融、法院等垂直场景中

得以应用。“电子身份证”（居民身份证网上功能凭证）在衢

州、杭州、福州 3 个城市开始试点；中央银行会计核算数

据集中系统、金融业统计平台已经建成；全球首家互联网

法院在杭州揭牌，100%在线开庭审理案件，开庭平均用时

仅 25 分钟，平均审理期限 32 天，构建了网上法治新空

间。来自第三方的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电子政务市场规

模达到 2722 亿元，同比增长 16.2%，近三年复合增长率达

到 14%，预计 2018 年市场规模将突破 3000亿元。

“2017 年我国省级政府的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显著提

高。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体系初步建成；全面优化网

上服务成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亮点；‘应上尽上、一

网服务’成为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的重要抓手；‘一次认证，

全网通办’成为发展重点；政务系统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

成为提升网上政务服务能力的核心。”国家行政学院电子

政务研究中心主任王益民表示，“下一步需要推动构建全

国统一规范的‘互联网 +政务’服务体系，实现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和‘全国漫游’。”

“互联网 +民生”突破瓶颈

“孩子腋下有硬包是什么病，该挂哪一科？”回答这个

问题的不是医院的分诊台，而是人工智能引擎。腾讯的首

款医疗 AI 引擎“腾讯睿知”日前在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

心得以应用。智能导诊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解决资源错

配问题，通过智能的人机对话，基于大数据打造的知识图

谱，结合人工智能算法模型，实现对疾病及病程的预判，帮

助患者推荐合适的科室和医生。

数字经济的发展，要响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信

息化已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教育、养老、医

疗、交通等“老大难”问题在“触网”后的新面貌，让人民群

众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了更多获得感。

“根据我们发布的《中国“互联网 +”指数报告

（2018）》，在高速增长的全国数字经济诸产业中，医疗、教

育延续了去年的爆发式增长势头，产业指数增速继续领跑

所有行业，分别达到 371.90%和 226.09%。”腾讯研究院产

业经济中心主任李刚这样表示，“在这两个行业中，也可以

看到正在从模式创新驱动到技术驱动的变化趋势。拿医疗

来说，最早的‘互联网 +医疗’是从线上挂号开始，这只是

浅层次提升医院效率的方式，但随着数据打通的实现和人

工智能等技术的加入，‘互联网 +’正在进入包括智能导

诊、医保结算支付、早筛等最核心的诊疗环节中，从而为缓

解‘看病难’作出更大的贡献。” 据《经济日报》

中国烈酒市场增速 未来 5年或达两位数

YUCE预测

由于新生代消费群体的影响，去

年中国烈酒（除白酒外）市场整体增长

5%~8%之间，业内人士认为未来 5 年

烈酒市场增长速度将上升到两位数，

但主要市场份额仍被进口烈酒所占

据。

国际烈酒巨头保乐力加最新数据

显示，2017~2018 财年前 9 个月销售

额有机增长 6.3%，其中第三季度销售

额受益于中国农历新年而有机增长

9.3%。

分析发现，马爹利和尊美醇的强

势增长，以及芝华士的恢复增长对业

绩起到较大提振作用，销售额增长部

分受益于亚洲和其他地区实现了 10%

增长，其中主要因为中国市场恢复强

劲增长。

2017 年，中国烈酒市场呈现明显

的恢复增长迹象。据海关统计数据，

2017 年，中国进口烈酒总额约 67.5

亿元，同比增长 8.03%。有业内人士认

为，这种增长部分得益于全球烈酒市

场的增长趋势。

据美国烈酒协会公开的 2017

年美国蒸馏烈酒销售情况，最大的

增长领域是高端烈酒，增长最大的

是美国威士忌，上涨 8.1%至 34 亿美

元；龙舌兰酒，上涨 9.9％至 27 亿美

元；干邑，上涨 13.8%至 16 亿美元；爱

尔兰威士忌，上涨 12.8％达到 8.97 亿

美元。而伏特加酒仍是该行业最大的

类别，占销量的三分之一，其 2017 年

成交量上涨 2.2％，收入上涨 3％至 62

亿美元。

不过，在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

丹蓬看来，中国烈酒市场的再度崛起，

主要还是因为新生代消费群体成为

主流消费群体：“烈酒的消费类型

从以前的商务型转向聚会型、社交

型，消费场景的变化带来了消费需

求。”他认为，这是中国烈酒市场的增

长在全球烈酒市场中最为突出的主要

原因。

中国烈酒市场（除白酒外）2017

年整体增长幅度在 5%~8%之间，而随

着 00后逐步进入主流消费市场，朱丹

蓬认为，未来 5年，烈酒市场有望达到

两位数的增幅。

然而，烈酒的上涨，必然带来冲

击，首当其冲的就是白酒市场。业内人

士认为，尽管 2017 年中国白酒市场保

持强劲的增长势头，但不可忽略高端

白酒部分受到进口洋酒的强烈冲击。

消费群体的更替，令白酒企业感受到

自身产品的“天性”带来的危机。“白酒

的年轻化、小瓶化，还有跨界的发展，

比如涉足果酒、葡萄酒、气泡酒等领

域，都是希望化解这种危机。”一名白

酒行家如此分析。

同时，朱丹蓬称，消费群体的更替

对国产烈酒推动并不大，因为大部分

消费者希望从品饮烈酒中满足对阶段

性特定场景的需求，而国产烈酒目前

暂时无法满足：“国产烈酒目前仍只能

坚持走三四线城市的路线，往渠道深

度走，用高性价比占据一定的市场份

额。”

据新华网

数字经济激发传统产业变革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医疗、养

老、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推进“互联网 +”，

发展智能产业，拓展智能生活。运用新技术、新

业态、新模式，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这说

明，数字经济在以数字化丰富要素供给，以网

络化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以智能化提升产出效

能，既能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

和动力变革，也将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增

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姻提示

激活“双创”经济

2018中国创博会
7月在乌兰察布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