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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部分省市推进新基建建设经验及启示 

 

编者按：今年以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新冠肺炎疫情

爆发等诸多挑战，国家作出推进新基建建设的重大决策部

署，新基建建设已成为地方政府的共同行动，多省市陆

续发布新基建发展方案、意见，加速新基建布局。课题

组梳理了上海市、山东省、青岛市等六省市的主要做法，

结合我区实际，提出了相关启示建议，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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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信息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 2020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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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部分省市新基建规划布局 

（一）上海市出台“新基建”35 条，预计三年总投资

2700 亿元。 

《上海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

年）》立足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跨界融合化、品牌

高端化，坚持新老一体、远近统筹、建用兼顾、政企协同，

提出了指导思想、行动目标、4大建设行动 25 项建设任务、

8项保障措施，形成了上海版“新基建”“35 条”。 

《方案》提出，通过三年努力，率先在四个方面形成重

要影响力：率先打造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标杆城市，率先形

成全球综合性大科学设施群雏形，率先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超大规模城市公共数字底座，率先构建一流的城市智能化

终端设施网络。到 2022 年，上海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和

创新能级迈向国际一流水平。明确“新基建”的 4大重点领

域：以新一代网络基础设施为主的“新网络”建设；以创新

基础设施为主的“新设施”建设；以人工智能等一体化融合

基础设施为主的“新平台”建设；以智能化终端基础设施为

主的“新终端”建设。初步安排未来 3 年实施的第一批 48

个重大项目和工程包，预计总投资约 2700 亿元。提出全力

实施四大建设行动： 

“新网络”建设行动。高水平建设 5G 和固网“双千兆”

宽带网络，加快布局全网赋能的工业互联网集群，建设 100

家以上无人工厂、无人生产线、无人车间，带动 15 万企业

上云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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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施”建设行动。加快推进硬 X射线等大设施建设，

开展下一代光子科学设施预研；争取国家支持布局新一轮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电镜中心、先进医学影像集成创新中

心、国家集成电路装备材料产业创新中心等若干先进产业创

新基础设施；围绕前沿科学研究方向，布局建设重大创新平

台。 

“新平台”建设行动。建设新一代高性能计算设施，打

造超大规模人工智能计算与赋能平台。建设政务服务“一网

通办”和社会治理“一网统管”基础支撑平台，探索建设数

字孪生城市。构建医疗大数据训练设施，支持人工智能企业

开展深度学习等多种算法训练试验。探索建设临港新片区互

联设施体系和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智慧大脑工程。 

“新终端”建设行动。规模化部署千万级社会治理神经

元感知节点；新建 10 万个电动汽车智能充电桩；建设国内

领先的车路协同车联网和智慧道路；建成市级公共停车信息

平台；拓展智能末端配送设施，推动智能售货机、无人贩卖

机、智慧微菜场、智能回收站等各类智慧零售终端加快布局；

建设互联网+医疗基础设施；培育教育信息化应用标杆学校；

打造智能化“海空”枢纽设施；完善城市智慧物流基础设施

建设。 

（二）山东省“新基建”发力网、云、端，打造“中国

算谷”。 

《山东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指导意见》明确了推进新基

建和传统基建数字化升级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到 2022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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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和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意

见》围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网、云、端 3个方面，以及传

统基础设施升级和安全防控设施保障，提出了 5项重点任务，

着力构建“泛在连接、高效协同、全域感知、智能融合、安

全可信”五位一体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 

“网”主要是建设泛在连接的信息通信网络。加速发展

融合 5G、全光网、卫星通信和量子通信等新一代信息通信网

络设施，通过骨干网扩容、国际通信枢纽建设和 IPv6 升级，

进一步提高网络容量、通信质量和传输速率。 

“云”主要是构建高效协同的数据处理体系。加快数据

中心高水平建设，推动云计算、边缘计算、高性能计算协同

发展，促进数据中心空间集聚、规模发展、存算均衡、节能

降耗，提升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应用场景支撑能力，全力打

造“中国算谷”。 

“端”主要是布局全域感知的智能终端设施。积极部署

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强感知的物联网与工业互联网基

础设施，完善泛在互联、标识统一、动态控制、实时协同的

智能感知体系。 

（三）青岛市出台“新基建”新政，培植壮大数字经济

新动能。 

青岛市国资委等五部门印发实施《市属企业加快布局

“新基建”实现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三年行动计划（2020

—2022 年）》。到 2022 年，市属企业在 5G 产业链、集成电

路、人工智能等领域投资布局一批战略性新兴数字产业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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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培育形成发展新动能；企业生产、营销、运营、管理

等领域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重点企业

率先建成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或工业互联网平台，完成从

传统的“制造能力”向“制造能力+数字化能力+服务能力”

的转变；建成一批具有代表性和数据服务实力的企业研发中

心或工程中心，培育一批融合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产

业互联网项目。 

《行动计划》明确加速布局“新基建”，培植壮大数字

经济新动能；制造类企业深度融合现代信息技术，巩固提升

产业竞争优势；交通类企业加快发展智慧出行，提升公众出

行体验；公用事业企业以智慧服务为方向推动赋能升级，提

高城市管理服务数字化水平；服务类企业聚焦数字服务创

新，培育现代服务业发展新动能；抓好“双招双引”，积聚

优质资源实现快速发展等重点任务。 

（四）昆明市新基建布局五大领域，投资逾万亿。  

《昆明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实施方案》以新技

术新理念为驱动，以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线，全市将

实现 5G 等信息网络全面覆盖，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

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领域深入融合，基本建成泛在感

知、高速连接、协同计算、智能决策、绿色安全的新型基础

设施体系。 

《方案》提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五大领域，即 5G 基础

设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工业互联网及物联网基础设施、

“智慧+”基础设施、轨道和航空基础设施，重点项目 394

个，总投资10011.8 亿元，2020 年计划完成投资589.8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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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 5G 网络基础设施：重点推进建设项目 7 个，

项目总投资 535.77 亿元，2020 年计划完成投资 50.81 亿元。 

积极发展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重点推进建设项目 106个，

项目总投资 399.76 亿元，2020 年计划完成投资 53.13 亿元。 

加快构建工业互联网及物联网基础设施：重点推进建设

项目 50 个，项目总投资 631.79 亿元，2020 年计划完成投资

53.53 亿元。 

统筹部署“智慧+”基础设施：重点推进建设项目 167

个，项目总投资 1119.9 亿元，2020 年计划完成投资 177.85

亿元。 

稳步推动轨道及航空基础设施转型升级：重点推进建设

项目 64 个，总投资 7324.58 亿元，2020 年计划完成投资

254.52 亿元。 

（五）广州在全国率先出台区县级“新基建 10 条”，

最高奖励资金 5 亿元。 

《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广州高新区加快“新基

建”助力数字经济发展十条》（以下简称《新基建 10 条》），

是全国首个区县级“新基建”产业政策。主要政策包括： 

重奖“新基建”高端项目和人才。对处于价值链顶部、

具有全产业链号召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数字经济龙头企业高

端项目到该区落户给予最周到的服务和最大力的扶持，鼓励

现有企业做大做强，重奖数字经济人才。如对新引进的全球

顶尖数字技术企业，单个项目奖励总额最高 5亿元。 

强化“新基建”底层技术支撑。3 年投入 1 亿元，培育

一批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CPU 芯片、AI 芯片、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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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软件、网络安全软硬件领军企业，构建完备的信息技术应

用创新生态，争创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国家级信息技术应用创

新基地。 

发展“新基建”新业态新模式。“新基建 10 条”提出，

加速制造业数字化进程，焕发“制造”新活力。鼓励发展电

子竞技、数字医疗、空中互联网、数字农业等新业态新模式。

如选正式上线运营且产生重大影响力的电竞游戏软件项目，

按其软件开发投资额最高给予 1200 万元资助。 

探索“新基建”制度创新。除了在资金、人才、技术等

方面对“新基建”给予“硬”支撑外，该区也注重通过制度

创新给予“软”保障，明晰数据产权，鼓励运用区块链技术

构建科学规范的数字安全制度体系，推动公共数据逐步开

放，加强关键新型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同时，鼓励数字经济

标准化建设。 

同时，广州开发区还将建设“新基建四大区域”：鱼珠

片区规划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科学城创建工业互联

网融合发展示范区，知识城构建通信网络国际数字枢纽，生

物岛建设生物安全智慧岛。 

（六）吉林省启动新基建“761”工程，投资超过万亿元。 

吉林省委常委第 19 次会议审议通过《吉林省新基建

“761”工程方案》，“7”是指 5G 基础设施、特高压、城

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

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7大新型基础设施”；“6”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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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智能信息网、路网、水网、电网、油气网、市政基础设施

网“6网”；“1”是指社会事业补短板。 

新基建“761”工程计划实施项目 2188 个，总投资 10962

亿元。其中：智能信息网总投资 839 亿元，路网总投资 5102

亿元，水网总投资 1308 亿元，电网总投资 477 亿元，油气

网总投资 198 亿元，市政基础设施网总投资 2117 亿元，社

会事业补短板总投资 921 亿元。 

总的来看，新基建是未来规划的重点方向。从各地相继

公布 2020 年度重点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计划反映出，新基建

项目占据重要地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4 月 12 日，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 2020 年计划完成投资额规模达 66958

亿元，其中，新基建预计投资额达 15631 亿元，约占 2020

年投资额的 23%。据赛迪智库发布的《“新基建”发展白皮

书》预计，到 2025 年，5G 基建、特高压等七大领域新基建

直接投资将达 10 万亿元左右，带动投资累计或将超过 17 万

亿元。 

可以预见，一系列扶持政策和举措的出台，将持续释放

政策红利，新基建也将迎来更为巨大的市场空间。 

二、启示及建议 

（一）完善新基建顶层规划。把握和衔接新基建相关领

域发展趋势、需求和应用模式，根据区域特点和行业需求，

谋划制定新基建发展中长期战略规划和短期行动计划，如五

年发展规划、三年行动计划和年度工作方案，明确新基建战

略发展方向和目标定位。加快出台新基建建设、运营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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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规范、支持政策、法律法规等。统筹引进各类新基建

投资参与主体，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最大限度发挥投

资带动作用。加强对新基建的安全监管，确保网络安全、平

台安全和数据安全。 

（二）开展数字广西新基建建设标杆引领行动。鼓励支

持创新示范应用，开展基于以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

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新基建的创新应用试点示范项目遴选，通

过以点带面，推进新基建技术与实体经济、政府管理、民生

服务深度融合，加快推动形成以应用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

的数字经济生态体系，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数字新基建

发展新路径。 

（三）发力网、云、端新型设施，实施具有广西特色的

“四新”新基建建设行动。发力“网”，主要是以 5G、全光

网、量子通信和未来网络等新一代泛在连接的信息通信网络

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力“云”，主要是构建以云计算

中心、大数据中心、边缘计算、高性能计算等高效协同的数

据处理体系。发力“端”，主要是布局全域感知的智能终端

设施，部署物联网、完善智能感知体系。突出区位特点，实

施面向东盟的新网络、新设施、新平台、新终端 “四新”

行动，构建 5G 产业链、大数据产业链、人工智能产业链等。 

（四）强化新基建项目的需求分析与科学测算。开展新

基建项目建设应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从解

决当前我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最迫切问题入手，科学开展

项目需求分析与测算，实现从“战略目标”到“业务应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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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到“系统建设目标”的科学推演设计，坚持经济、适用、

先进、高效原则，走低成本、高效益的新基建发展路径，提

供用得起、用得好的新一代数字设施与服务。 

（五）做好新基建的数据赋能和长效运营。要充分发挥

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传统基础设施的赋能与提升作用，加速构

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融合性基础设施，以数据的畅通流

动、开放共享和泛在融合，倒逼社会管理体制、治理结构、

公共服务、产业布局更加合理优化、透明高效，催生数字经

济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推动新基建管理机制创新、资

本运作创新、运营模式创新，形成新基建支撑“新经济”、

释放“新动能”的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大数据研究课题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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