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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证照系统，以及卫生
健康、民航、铁路等防疫
信息互通，微信和支付宝
的“健康码”在各地迅速
推广。

人们期盼智慧城市成
果进一步下沉，推动新技
术新应用与国家治理体系
现代化相融合。作为领跑
型大数据企业，千方科技
董事长夏曙东认为，智慧
城市将在未来发展中逐步
提升。

“ 相 信 下 一 步 ， 这
些变革和政策引领都将加
速，中国发展的理念、流
程、模式和技术，将引领
世界。”他说。

——智能工厂等产业
互联网成为创新发展新的
动力源，供应链抗风险能
力将得到重视。

连 日 来 ， 联 想 位 于
合肥的全球最大的笔记本
电脑制造厂内，不到一秒
钟就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下
线。依托智能排产系统和
原材料管理系统，2000多
种 零 部 件 能 够 在 1 . 5 小 时
内配齐，全面支撑了80%
产品的高效个性化定制生
产。凭借大数据分析和人
工智能技术，摄像头、传
感器和现场生产系统协同
作业，把产品的出货终检
不良率控制在业界领先的
万分之八以内。

疫 情 之 下 ， 工 业 互
联网率先实现生产要素高
效配置。联想集团高级副
总裁乔健认为，多数制造
业企业通过疫情深刻认识
到，要抛弃落后产能，摆
脱传统人力手工对产能和
效率的束缚，确保企业的
生产和运作不会轻易受到
疫情、事故、人员变动的
影响。

腾讯优图实验室工业
AI项目负责人黄亮表示，
疫情之后，在一些有条件
的地区和企业，工业互联
网领域的投资和应用推进
将会加速，而工业制造和
服务过程将会有越来越多

的环节被重构和优化。
——从商品到服务，

智能供应链进一步降低社
会 成 本 ， 部 署 将 显 著 加
速。

当前，供应链基础设
施正从商品供应链扩展到
服务供应链，例如通过线
上服务为慢性病患者解决
断药求助问题，线上平台
联合线下药房可提供30分
钟药品配送上门服务……

京 东 智 能 供 应 链 首
席科学家申作军认为，在
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
很多国家都在加速供应链
基础设施的整合，并已发
展到与互联网、物联网深
度融合的智能供应链新阶
段。

——大健康行业领域
尤其是高端医疗设备、互
联网医疗和基因产业蓄势
暴发。

疫情期间，上海联影
紧急供应近400台CT和DR
设备，为武汉70%的定点
医院发热门诊、传染病区
提供设备支持，为一半以
上的方舱医院提供CT；在
湖北方舱医院，腾讯觅影
AI辅助诊断技术助力新冠
肺炎CT筛查，几秒钟就能
完成对数百张CT影像的AI
判 定 ， 1 分 钟 内 就 能 为 医
生提供辅助诊断参考，大
幅提升检查效率；微信、
支付宝、丁香园、新浪微
博、好大夫等均上线在线
问诊平台，各地定点医院
也开设了线上问诊服务。

政 策 喜 讯 不 断 传
来 ： 3 月 以 来 ， 互 联 网 医
疗被首次纳入中央级医保
文件，有关部门明确发文
支持互联网医疗机构为参
保人提供的常见病、慢性
病线上复诊服务，各地可
依规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
围。

春雨医生CEO王羽潇
说，从线下诊断到线上诊
疗，从各项数字化工具的
应用到依托云计算、大数
据为药物研制提供技术“

护盾”，医疗行业的改变
正在提速。

3月30日由华大基因
设计和组建的新冠病毒快
速检测实验室“火眼”在
文莱正式运营；4月20日“
火眼”实验室在塞尔维亚
落 成 ； 4 月 2 6 日 沙 特 阿 拉
伯与华大基因签署合作协
议，双方将合作建设6个大
型实验室……在这场席卷
世界的战疫中，基因行业
通过提供国产化测序设备
和技术、检测试剂盒等，
为抗击疫情提供了有效的
技术支撑。

业内人士认为，如果
说计算机和互联网是信息
时代的“新基建”，基因
就是生命健康时代的“新
基建”。经过疫情洗礼，
以高通量测序技术为基础
的基因产业正在迎来又一
轮暴发式发展契机。

五方面政策培育新
兴产业释放经济潜力

为进一步释放经济的
巨大潜力，促进经济社会
的信息化、数字化、智能
化，加快建立同疫情防控
相适应的经济社会运行秩
序，受访专家提出以下建
议：

一 是 加 大 对 “ 新 基
建”的顶层设计，做好落
地的细节工作。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工业互联网与物联网研究
所技术研究部副主任池程
建议，建立协调机制做好
统筹协调，提高跨行业、
跨部门之间合作力度，共
同制定推进路线图，尽可
能地开放数据与平台，避
免盲目建设，提高运营效
率 。 同 时 要 精 准 定 位 新
型基础设施“卡脖子”问
题，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
施核心关键技术研究，加
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
和前瞻部署。

二是针对高端医疗设
备等领域加大支持力度，
做好医疗大数据保护。联
影集团品牌与市场战略中
心 C E O 俞 晔 珩 说 ， 高 端
医疗设备行业是关乎民生
健康与国家安全的战略产
业，为真正打破数十年来
国内市场被垄断格局，建
议国家帮助国产重大创新
设备快速走向市场。同时
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医
疗设备储备与技术平台建
设中，加大与传染性疾病
相关的医疗大数据保护力
度。可在全国范围建立传
染性疾病和慢性疾病的区
域智能筛查与分级防控体
系，从根源上避免数据泄
露、外流的风险。

三 是 加 大 互 联 网 医
疗、在线教育等新兴领域
的发展。陈启宇建议，重
新审视互联网条件下的医
疗服务体系顶层设计，进
一 步 推 动 完 善 “ 分 级 诊
疗”体系。可通过加快推
进医生备案开办全科或专
科诊所制度落地，尽快构
建和完善基层家庭医生运
行机制。

王 羽 潇 表 示 ， 希 望
出台相关政策，打通互联
网医疗平台数据与医院数
据共享，以互联网问诊实
现真正的“家庭医生”作
用，发挥商业健康险在补

充社保方面的价值。
作 为 领 跑 型 教 育 企

业 ， 好 未 来 关 负 责 人 期
盼“互联网+教育”的体
制创新。建议鼓励优秀学
者以直播方式给孩子上课
分享，通过将网络授课次
数及时长作为国家高级专
业人才各种奖章评比的加
分 项 等 方 式 ， 吸 引 高 端
人才向青少年提供更多线
上学习资源。通过在线教
育的方式普惠优质教育资
源，同时针对在线教育课
程进行质量认证，促进行
业规范发展。

四是针对中小微企业
数字化转型，探索普惠型
云服务等支持政策。伍浩
认为，当前不少企业数字
化转型中存在一些问题和
挑战，特别是广大中小微
企业，有的还面临“转型
是找死、不转是等死”的
困境。

针 对 企 业 “ 不 会
转 ” “ 不 能 转 ” “ 不 敢
转”等困难，他建议，要
搭平台降门槛，重点是开
展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
强化区域型、行业型、企
业型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
等公共服务能力建设，降
低转型门槛。同时，要探
索推行普惠型的云服务支
持政策，加大对企业智能
化改造的支持力度，推进
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
度融合。

五是推动产业互联网
引领互联网新变革。互联
网技术正在从消费互联网
转为与实体经济密切结合
的产业互联网，当前应从
国家层面加速推动向产业
互联网转型，提升基础性
技术能力，建立产业互联
网生态。同时，要通过数
据智能驱动制造业变革。
乔健建议，应大力发展智
能制造，打造创新增长新
动能，推动中国经济航船
稳定向前，穿越复杂多变
的宏观经济格局和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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