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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产业互联网（Industrial Internet）是从消费互联网引申出的概念，是指传统产业借力大数据、

云计算、智能终端以及网络优势，提升内部效率和对外服务能力，是传统产业通过&ldquo;互

联网+&rdquo;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之一。构建强大、智能、安全的产业互联网，有利于

推动中国的产业升级。

2018年至2021年，我国产业互联网的实际增加值逐年上升，分别达到1.818万亿元、1.999万亿

元、2.120万亿元、2.397万亿元；2019年至2021年，产业互联网对GDP增长的拉动率分别

为0.22%、0.14%、0.30%，总体呈上升趋势，产业互联网已成为促进GDP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

一。  

2021年12月，在第八届中国产业互联网大会上发布了《第八次中国产业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

）》，报告资料显示，2021年中国产业互联网市场交易规模达到约18.9万亿人民币，同比增

长4.4%。到2025年交易规模将达到23.4亿人民币，年复合增长率达到5%，略高于整体交易规

模增长率。  

政策利好，2020年4月7日，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印发了《关于推进&ldquo;上云用数赋

智&rdquo;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首次提出&ldquo;构建多层联动的产业互

联网平台&rdquo;，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这是&ldquo;产业互

联网&rdquo;首次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同时被正式&ldquo;定调&rdquo;。实际上近年来，国

务院、工信部、商务部等部门发布多项政策，从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供应链创新等角度

，为产业互联网发展构建了利好政策环境。工业互联网方面，2021年2月，工业互联网专项工

作组印发《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规划到2023年，新型基础设施

进一步完善，融合应用成效进一步彰显，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生态进一步健

全，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工业互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量质并进，新模式、新业态大

范围推广，产业综合实力显著提升。2022年初公布的《&ldquo;十四五&rdquo;数字经济发展规

划》提到，推动产业互联网融通应用，培育供应链金融、服务型制造等融通发展模式，以数

字技术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当前，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的信息化水平总体上仍较低，充分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进程，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指

引，这在对产业互联网支撑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必将形成巨大的市场需求。尤其是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为尽快摆脱经济持续下滑困境，亟需寻求新手段、新路径以实现新

发展。产业互联网作为新形势下实现&ldquo;六稳&rdquo;和&ldquo;六保&rdquo;目标的重要支

撑，将有望获得更多资源倾斜和现实的市场空间。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产业互联网行业前景展望与市场需求预测报告》共十三

章。首先介绍了产业互联网的相关概念及中国产业互联网的发展环境，然后深入分析了产业

互联网、工业互联网、能源互联网的整体发展情况；接下来，报告对产业互联网与制造业、

汽车行业、大宗商品等领域的融合情况作出了深度分析，并对国内产业互联网领域重点企业

的运营状况进行了分析；随后，报告对产业互联网的投资机会与风险、项目投资建设案例作

出分析。最后，对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前景进行科学地预测。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工信部、科技部、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中国信通

院、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

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

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产业互联网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产业互联网相关

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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