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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用车零售增势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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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3 部门印发《电

子信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实施方案》），将着力拓展电子信息制造业

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的广度和深度，巩固

电子信息制造业稳增长内生动力，不断提升

电子信息技术和产品对其他行业数字化转型

的赋能力度，助力推动新型工业化和制造强

国建设。

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之一，电子信

息制造业规模总量大、产业链条长、涉及领域

广，是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培

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工业和信息

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 4 个月，规模以上电子

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3%，增速分别

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 4.9 个和 1.5 个

百分点。

行业规模平稳增长

电子信息制造业是支撑工业经济平稳增

长的重要力量。在我国 41 个工业大类中，电

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占比连续 12 年保持第

一位，智能手机、个人计算机等产品销量多年

来居世界第一位。

数据显示，今年前 4 个月，规模以上电子

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5.12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0.1%；营业成本 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3% ；实 现 利 润 总 额 159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6%；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3.1%，较一季度提

高 0.4 个百分点。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院长杨旭东

认为，电子信息制造业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

产业，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中起到双

向枢纽作用。随着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电

子信息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也成为

赋能其他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引擎。例

如，近年来，我国北斗导航、先进计算、扩展现

实、新型显示等领域取得长足进步，在与工

业、交通、教育、文旅等领域深度融合中，为其

增添了精准定位、万物智联、沉浸式交互等创

新 功 能 ，推 动 我 国 制 造 业 迈 向 更 高 效 、更

智能。

浪潮智能生产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金

龙介绍，浪潮智能生产创新研发智产大模型，

打造智能生产数据分析平台，以“大模型+小

模型”融合应用的方式，助力工业企业转型升

级。例如，福建东亚机械携手浪潮智能生产，

应用产品质量大模型，定制活塞环视觉质检

软硬一体化设备，实现“产品缺陷检测、缺陷

根因分析、产品质量改进”的链路闭环，质量

改进效率提升 50%，综合质量成本下降 10%。

“电子信息制造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和智

能化升级，可以提高资源效率、环境效益和管

理效能，提升企业创新速度和产品含智量，助

力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

进；帮助企业降低运营成本，加快产品上市速

度，提升供应链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浪潮数

字企业产品研发部研究员王思源说。

越来越多的电子信息制造企业从数字

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在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中发挥引领作用。赛智产业研究院院长赵

刚表示，当前电子信息制造业数字化水平在

制造业中处于较为领先的水平，产品研发设

计、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和营销服务等各个

环节数字化率较高，企业广泛使用了电子设

计自动化、自动化生产线、智能工厂、企业资

源规划等数字化系统。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软件应用与

服务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梦培分析，近年来，电

子信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加快

推进，数智化转型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从

“要我转”逐步转向“我要转”。截至 2024 年

底，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达到智能制造能力

成 熟 度 二

级 及 以 上

的 智 能 工 厂 普

及率达 60%，高于全国制造企业平均值 12 个

百分点。

提升转型效率质量

全球经济形势日益复杂，电子信息制造

业面临产业链供应链失稳、产品同质竞争加

剧、市场增长空间受限等挑战，系统性、规模

化推进数字化转型恰逢其时。

杨梦培表示，电子信息制造业呈现产品

更新快、生产线升级换代快等发展趋势，企

业数智化改造升级迫切，但很多企业由于缺

乏科学的整体规划和详细的实施路线图，难

以实现分步建设、逐级提升的可持续转型；

电子信息制造业的 AI 应用步入“深水区”，

虽然部分企业购买了一些 AI 和大数据工具进

行应用，在单点状态监测层面实现了感知智

能，但面向全局优化配置的决策智能却刚刚

起步；针对电子信息产品零部件多、供应链

长且复杂等特点，供应链协同和产业链整合

方面仍存梗阻，亟需建设电子信息产业大

脑，强化全方位、全链条、多主体赋能服务

体系。

“高端数字化软硬件应用也面临瓶颈。

电子产品越来越微型化、精密化，对产品设

计、生产工艺及生产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

我 国 现 有 电 子 设 计 自 动 化 、自 动 化 设 备 等

尚 不 能 满 足 企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需 求 。”赵

刚说。

王思源认为，从业务层面看，业务部门

之间缺乏协作会阻碍数字化转型进程，导致

难以实现跨部门有效协作，进而无法充分享

受数字技术带来的诸多利好。此外，企业信

息化缺乏现代数字化解决方案所需的灵活

性、可扩展性以及集成能力基础技术平台。

为此，《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7 年，电子

信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的新型

信息基础设施基本完善，规模以上电子信息

制造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超过 85%，先进

计算、人工智能深度赋能行业发展。典型场

景解决方案全面覆盖，形成 100 个以上典型场

景解决方案，服务能力明显增强，形成不少于

100 家面向电子信息制造业的专业化服务商

“资源池”。

丰富产品场景供给

电子信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于发展

数 字 产 业 具 有 重 要 意 义 。 赵 刚 分 析 ，电 子

信 息 制 造 业 是 数 字 产 业 的 重 要 支 柱 ，推 动

电 子 信 息 制 造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有 利 于 促 进

数 字 产 业 高 端 化 智 能 化 绿 色 化 发 展 ，进 一

步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产业

发 展 内 生 动 力 ；电 子 信 息 制 造 业 是 新 兴 产

业 和 未 来 产 业 发 展 的 主 战 场 ，深 化 电 子 信

息 制 造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有 利 于 推 动 核 心 数

智 技 术 攻 关 应 用 ，培 育 智 能 芯 片 、空 间 计

算、新一代人机交互等新业态；电子信息制

造业也是赋能其他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

引擎，深化电子信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有

利 于 形 成 示 范 效 应 ，促 进 各 行 业 加 速 数 字

化 转 型 进 程 ，为 数 字 产 业 发 展 带 来 更 广 阔

的市场空间。

《实施方案》围绕加快核心数智技术攻关

应用、“点线面”一体化推进数转智改、加快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协同提级跃升、夯实软硬

协同的多元化转型基础、强化数字化转型服

务保障五大方面，提出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等 18 项重点任务；发布了覆盖电子信息制

造业数字化转型、电子信息技术和产品赋能

其他行业数字化转型两个方面的 15 个典型

场景。

“要打造数智技术与产业场景有机融合

的核心载体。”杨旭东认为，企业工厂、供应

链和园区集群是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主体，是

价值创造的源头根基。《实施方案》强调“点

线面”一体化推进。“点”上，强调找准数字化

转型典型场景，以小切口快速创造高价值，

从而打消投入顾虑，抓牢智能工厂建设的着

力点，打造标杆企业，同时引导构建智能工

厂梯度培育体系，将标杆企业优秀实践沉淀

总 结 为 新 经 验 、新 模 式 ，并 快 速 复 制 推 广 ；

“线”上，坚持整机牵引和需求导向，串珠成

链 ，协 同 构 建 智 慧 安 全 供 应 链 发 展 体 系 ；

“面”上，聚焦产业集群和高新园区，引导新

型基础设施规模化建设应用，大幅提升产业

投资的边际效益，提升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

整体竞争力。

6 月 9 日，中国汽车流通

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

会发布《2025 年 5 月份全国

乘用车市场分析》显示，5 月

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 193.2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13.3% 。 今

年以来累计零售 881.1 万辆，

同比增长 9.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

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

崔东树表示，与过去几年国

内车市零售呈现“前低后高”

的走势不同，今年 5 月车市

零售量较 2018 年 5 月的最高

销售量增长了 6%，呈现出强

增长态势。

除了零售，乘用车厂商

批发和生产均创当月历史新

高。5 月，乘用车生产 227.0

万辆，同比增长 12.6%；全国

乘用车厂商批发 231.0 万辆，

同比增长 12.8%。

崔东树表示，受“两新”

政策影响，春节后车市热度

持续走强。在一系列促消费

政策推动下，很多省份出台

并逐步落实了相应的地方促

消费政策，叠加车展等线下

活动，5 月车市走势良好。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明

显拉动乘用车零售。根据商

务部数据，截至 5 月 31 日，汽

车 以 旧 换 新 补 贴 申 请 量 达

412 万份，按照月度节奏测

算 5 月以旧换新申请量达到

123 万辆，较 4 月增长 13%。

《2025 汽车以旧换新消费洞

察报告》显示，超 70%受访者

认为补贴增强了购车意愿。

其中，报废更新用户通常对

价格更敏感，置换更新用户

则 表 现 出 明 显 的“ 升 级 ”

特征。

除了增加消费总量，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也有效加

速了新能源市场的渗透。5 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零售

销量为 102.1 万辆，同比增长 28.2%，渗透率为 52.9%，较

去年同期提升 6.2 个百分点。其中，自主品牌新能源汽

车渗透率为 74.6%。

对于自主品牌乘用车保持高增长的原因，崔东树分

析，主要得益于自主品牌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和出口市场

获得明显增量。

伴随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规模优势显现和市场扩张，

中国制造的新能源品牌产品越来越多走出国门。根据

乘联分会数据，5 月我国乘用车出口（含整车与 CKD）

44.8 万辆，同比增长 13.5%。

展望 6 月，崔东树表示，随着汽车报废更新政策落地

实施，6 月车市将延续 5 月的增长态势，但受去年同期高

基数影响，增速可能放缓。同时，近期中央及地方政府

积极稳定燃油车消费，推动报废更新有力实施，未来汽

车行业总体形势有望持续稳中向好。

在吉利汽车临海制造基地在吉利汽车临海制造基地，，工作人员为新能工作人员为新能

源汽车安装电池包源汽车安装电池包。。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翁忻旸摄摄

在青岛领智电子科技在青岛领智电子科技

有 限 公 司有 限 公 司 ，，工 作 人 员 在工 作 人 员 在

SMTSMT 物 联 网 数 据 中 心物 联 网 数 据 中 心

值守值守。。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郭绪雷摄摄

河南省商丘市睢县科创产业园一电子线束生产厂家车间生产线河南省商丘市睢县科创产业园一电子线束生产厂家车间生产线。。

徐泽源徐泽源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夜间经济释放消费市场新活力
冯其予

暮色浸染城市天际线，有一种经济脉动

却愈发强劲。从灯火璀璨的商圈到流光溢彩

的文旅地标，从升腾烟火气的市集到沉浸式

体验空间，夜间经济正以蓬勃之势改写我国

消费图景，成为驱动内需增长、焕发城市生机

的重要引擎。这一融合时间延展与场景创新

的经济形态，在政策与市场的双重赋能下，持

续释放着拉动消费、升级体验、提升城市竞争

力的巨大潜能。

当前，我国夜间经济正稳步迈入品质化

发展的新阶段，其内涵早已超越传统的餐饮

购物，向融合文化、旅游、娱乐等多领域深度

拓展，形成“食、游、购、娱、体、展、演”融合共

生的消费生态链。这些合力推动着夜间经济

从简单的“时间延展”向“时空场景重构”跃

升，为城市注入了全天候的活力。

尽管势头喜人，但夜间经济的潜力远未

充分释放。数据显示，我国夜间经济市场规

模已从 2018 年的 22.54 万亿元跃升至 2023 年

的 50.25 万亿元。2024 年国内夜间旅游总花

费达 1.9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7%。这既昭示

着广阔前景，也折射出当前供给与需求间的

显著落差，存在优质供给结构性短缺、城市配

套与治理能力滞后、特色化与差异化不足等

问题。

让夜间经济真正成为消费增长的持久动

能，释放其蕴含的巨大市场潜力，需在关键环

节持续发力。

深化政策引导与顶层设计。政府需扮演

好“规划师”与“服务者”角色。科学绘制“夜

间消费热力图”，基于大数据分析精准布局业

态，不断优化公共交通服务；进一步完善涵盖

食品安全、环境卫生、服务质量、噪音控制、劳

动者权益保障等领域的行业标准与监管体

系；探索出台包容审慎的监管政策，为新业态

留足发展空间。

驱动业态创新与内容升级。破解夜间

经济同质化，重在深耕文化底蕴与拥抱科技

变革。不仅要让城市“越夜越美”，为消费者

营造出不同于白天的视觉感受，更要将地方

独特的历史文脉、非遗资源、艺术特质深度

融入夜间消费场景设计，转化为可体验、可

互动、可消费的文化产品。同时，充分利用

科 技 手 段 拓 展 消 费 边 界 。 例 如 ，运 用 AR/

VR 打造沉浸式夜游，通过智慧平台实现“一

键畅游”和精准导流。业态创新需瞄准分层

需求，为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的群体定制差

异化、高品质的夜间生活方案，推动消费从

“ 商 品 购 买 ”向“ 情 绪 满 足 ”和“ 价 值 认 同 ”

深化。

推进治理升级与协同共生。繁荣的夜间

经济需要精细化的城市治理作为坚实后盾。

这就要求在空间规划与政策制定中寻求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平衡。在构建

跨部门高效协同机制的同时，要让城市治理

手段更聪明，例如，利用物联网监测噪音、优

化 垃 圾 清 运 流 程 、智 能 调 度 夜 间 安 保 力 量

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给消费者创造更加安

全、便捷、舒适的夜间环境，同时保障周边居

民的合法权益，让城市的“烟火气”与“文明

范”和谐共存。

夜间经济的繁荣，不仅是衡量消费活跃

度的晴雨表，更是检验城市温度、治理智慧与

文化软实力的试金石。随着政策红利不断释

放、业态创新纵深推进、治理体系日益完善，

夜间经济必将在扩内需、促升级、提品质的进

程中扮演更关键角色，为消费市场注入源源

不断的新活力。

要让夜间经济真正成为消费增长的持久动能，释放其蕴含的巨大市场

潜力，要深化政策引导与顶层设计、驱动业态创新与内容升级、推进治理升

级与协同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