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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美竞争

1 中美竞争将是新常态

快速增长的中国 长期盘踞老大位置的美国

两国全方位竞争已不可避免，且将持续很长时间，直至新的平衡



一. 中美竞争

2.1 国家综合实力的几个主要维度

国家综

合实力

经济

军事

金融教育

科技



一. 中美竞争

2.2 中美军事对比

⚫ 硬实力

⚫ 软实力

⚫ 智能化战争、电子战、情报系统

航母 战斗机 核弹头

美国 11艘 约13000架 约6190枚

中国 2艘 约3100架 约280枚



2.3 中美金融对比

⚫ 金融地位

⚫ SWIFT结算系统、纳斯达克指数

全球外汇储备
国际支付

金额 占比

美元 67500亿美元 60.9% 占比40%

人民币 2177亿美元 1.97% 不到2%

一. 中美竞争



2.4 中美教育对比

Top100大学 国际留学生

美国 48所 120万，来自全球

中国 2所 49万，亚非为主

诺贝尔奖 菲尔兹奖

美国 377位，占1/3 14人，占1/4

中国 2位 0人

一. 中美竞争



2.5 中美科技对比

研发支出

美国：全球第1 中国：全球第2

5103亿美元 2378亿美元

科研人员数量

美国：全球第2 中国：全球第1

138万 162万

专利申请

美国：全球第2 中国：全球第1

57840件 58990件

SCI论文发表

美国：全球第1 中国：全球第2

⚫ 近100年来全球重要发明多来自美国：

⚫ 因特网、计算机、原子弹、飞机、汽车流水线等

一. 中美竞争



2.6 中美两国经济对比

⚫ 主要国家GDP（2019年，GDP单位：亿美元）

中美两国

遥遥领先

排名 国家 GDP总值 对比美国

1 美国 21.43万 100%

2 中国 14.36万 67.0%

3 日本 5.09万 23.8%

4 德国 3.85万 18.0%

5 印度 2.58万 12.0%

⚫ 人均GDP （2019年）

人均GDP 全球排名

美国 6.38万美元 8

中国 1.01万美元 72

一. 中美竞争



2.7 中美两国经济对比

⚫ 中美两国GDP增长率

中国一直

高于美国

0.00%

2.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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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中美两国GDP增长率

美国 中国

一. 中美竞争



2.8 中美两国经济对比

⚫ 世界500强企业（2019年）

⚫ 中国共129家，美国共121家

⚫ Top10 企业中，中国3家，美国2家，日本、德国、英国、荷兰、沙特各1家

排名 公司名称 营收(百万美元) 所属国家

1 沃尔玛 514,405 美国

2 中国石化 414,650 中国

4 中国石油 392,977 中国

5 国家电网 387,056 中国

9 埃克森美孚 290,212 美国

Top10中的

中美企业

一. 中美竞争



2.9 中美两国经济对比

⚫ 世界互联网企业市值Top20（2019年）

排名 公司名称 市值(亿美元) 所属国家

1 亚马逊 7344.16 美国

2 Alphabet（谷歌） 7234.65 美国

3 腾讯控股 3816.43 中国

4 FaceBook 3767.25 美国

5 阿里巴巴 3525.34 中国

6 NETFLIX 1167.23 美国

7 SALESFORCE 1047.82 美国

8 PAYPAL 990.88 美国

9 BOOKING 797.99 美国

10 雅虎 555.18 美国

美国13家

中国7家

排名 公司名称 市值(亿美元) 所属国家

11 百度 552.82 中国

12 WorkDay 351.30 美国

13 Servicenow 319.24 美国

14 网易 309.11 中国

15 美团点评 307.84 中国

16 京东 302.81 中国

17 EQUINIX 283.42 美国

18 eBay 270.27 美国

19 拼多多 248.59 中国

20 SNAP 231.93 美国

一. 中美竞争



3 中美竞争的认识

⚫ 现实：综合实力的5个维度，美国均遥遥领先

⚫ 粮食、自然环境、矿产资源、国际品牌等美国同样领先

⚫ 我们应树立应对竞争的信心

⚫ 中国的优点：社会制度、动员能力

中国 美国

一. 中美竞争



4 如何破局

⚫ 在经济与科技维度寻求突破

⚫ 中国相对最接近美国的领域

⚫ 中国经济有自己的优势（人口、市场）

⚫ 中国科技有良好的前景（政府支持、学生生源、后发性）

经济
科
技

二者的结合，可构成当前中国的

主要突破点

一. 中美竞争



5.1 经济与科技的关系

⚫ 经济与科技相互促进，互为因果

⚫ 早期的中国：依靠人口红利等发展经济，带动科技进步

⚫ 目前的中国：需要以科技引领经济发展

科技经济

早期

目前

中国已逐步进入这一阶段

一. 中美竞争



5.2 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示例

一. 中美竞争

美国以数倍于G7其他国家的经济体量，其增长率依然保持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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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科技领域的选择

⚫ 新一代信息技术是能够对经济产生最快、最大影响的领域

⚫ 新一代信息技术是新兴领域，各国同时起跑

生物
技术

医学

物理
计算
机

海洋
技术

新材
料

化工
技术

数学
经济
学

激光
技术新一代

信息技
术

一. 中美竞争



6.2 新一代信息技术含义

⚫ 5G、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的融合

一. 中美竞争



6.3 新一代信息技术内涵

新一代信

息技术
物联网

5G

云计算 大数据

人工智能

区块链
数据的感知

数据的高速传输

数据处理的架构模式 数据的分析挖掘技术

数据价值应用
的场景

数据安全保
障和更多应
用场景

一. 中美竞争



6.4 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

社会治理

团购&外卖

工业制造

一. 中美竞争



7.1 美国为什么打压华为？

中国影响美国

的霸主地位
打压中国

打压其经济和

科技

打压新一代信

息技术

打压原始创新 打压华为

华为是中国企业原始创新的

排头兵

华为的命运其实是国家命运

的一部分

一. 中美竞争



7.2 数学助力华为的原始创新

⚫ 2G到4G的融合算法、5G的研发

⚫ 华为高度重视数学

⚫ 任正非在一次采访中27次提到数学（2019.5）

⚫ 华为在多个国家建立数学研究所

北大-华为

数学联合实验室成立

一. 中美竞争



7.3 其他若干企业的创新

⚫ 多为模式创新，易复制，易受限

⚫ 百度的搜索及竞价

⚫ 滴滴的顺风车

⚫ 有赖于国内政策的保护

一. 中美竞争



8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的融合

新一代
信息技术 经济

数字
经济

一. 中美竞争



小结

⚫ 中美竞争是新常态，我们应树立信心

⚫ 新一代信息技术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二者的融合产生了

数字经济

一. 中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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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字经济

1.1 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竞争新高地

美国
数据科学战略计划

美国国家网络计划

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力计划

美国国防部数字现代化战略

……

欧盟
德国国家区块链战略

德国高技术战略2025

法国数字技术推进工业转型计划

欧盟人工智能战略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非个人数据自由流动框架计划

地平线欧洲计划2021-2027

……

英国
数字宪章

国家数字计量实施计划

……

日本
支付服务法案

综合创新战略

整合创新战略

战略性创新推进计划（sip)二期

……



2015年12月，第

二届世界互联网大

会

2016年10月，中

共中央政治局进行

第36次集体学习

2017年12月，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二

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在世界

范围内，对数字经济发展

发表重要论述，指出：将

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促进世界范围内投资和贸

易发展，推动全球数字经

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

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

要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

经济发展新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

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

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

1.2 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竞争新高地

二. 数字经济



2018年4月，全国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工作会议

2019年10月，中

国国际数字经济博

览会

2020年4月1日，

浙江考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

数字产业化。”

习近平总书记发贺信强调：

“中国正积极推进数字产业

化、产业数字化，引导数字

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

善于化危为机，抓住产业数

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

遇，抓紧布局数字经济。

1.3 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竞争新高地

二. 数字经济



2 数字经济的定义

数字经济是指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

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

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

“数字技术与产业的融合”

数据是要素，网络是载体，融合转型是动力

二. 数字经济



3 数字经济的内涵

二. 数字经济

产
业
数
字
化

数
字
产
业
化

数字
经济

狭义数字经济 广义数字经济

ICT部门及在其基

础上产生数字产品

和服务的产业部门

传统行业中因为采

用数字技术而实现数

字化转型的新增部门，

包括农业数字化、工

业数字化和服务业数

字化



4 数字经济的发展业态

二. 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

▪ ICT产业

▪农业数字化

▪工业数字化

▪服务业数字化

▪公共服务数字化

▪新业态

信息通信、电子信息制造

软件与信息服务、互联网产业

农业物联网

智慧畜牧……

智能制造

工业互联网……

数字消费、数字金融

智慧旅游、智慧物流……

数字政府

智慧医疗、智慧教育、……

新零售、数字贸易

共享经济、平台经济……



5.1 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征

农业经济时代 工业经济时代 数字经济时代

土地

劳动
力

技术

资本

数据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更高级经济阶段

二. 数字经济



5.2 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征

⚫ 数据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

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

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10月31日中央十九届四次全会通过）

数据的重要性已等同于土地或资本等其他要素

且具备可获取报酬的经济价值

二. 数字经济



5.3 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征

⚫ 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成为新动力

⚫ 5G、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二. 数字经济



5.4 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征

⚫ 产业融合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引擎

⚫ 数字经济+传统产业

⚫ 生产方式融合、产品融合、服务融合、竞争规则融合以及产业融合

⚫ 多元共治成为数字经济的核心治理方式

⚫ 政府、平台、企业、用户、消费者

二. 数字经济



6.1 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数据

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2020年3月30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

二. 数字经济



6.2 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新型基础设施

37

通讯网络基础设施、新技术基础设施、算力基础设施

如智慧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

信息
基础设施

融合
基础设施

创新
基础设施

新
型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新型基础设施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

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

二. 数字经济



6.3 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数字技术

38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加速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革

二. 数字经济

生
产
关
系
变
革

生
产
力
变
革

数字技术
+

实体经济

数字生产力 新型生产关系

劳动者：人机智能融合

劳动工具：数字化、智能化工具

劳动对象：数据、信息、知识

交换：全社会

分配：按价值

消费：消费引导生产

关系：协作



6.4 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数字人才

39

数字化应用人才
如：部门负责人

数字化专业人才
如：工程师

数字化领导者
如：CIO、首席数据官

数字人才

“2019年跟2015年对比，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整体的人才需求量增加了11倍，目前

大数据有150万的人才缺口。”

——猎聘网副总裁朱海英

二. 数字经济



6.5 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政策支撑体系

政策支撑

体系

顶层

规划

政策

保障

法治

体系

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全方位的推动

二. 数字经济



7.1 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数字化转型

筑基础
夯实数字
化转型技
术支撑

搭平台
构建多层
联动的产
业互联网
平台

促转型
加快企业
“上云用
数赋智” 建生态

建立跨界
融合的数
字化生态

兴业态
拓展经济
发展新空

间
强服务
加大数字
化转型支
撑保障

打造数据供应链，形成产业链上下游和跨行业融合的数字化生态体系

—《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 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
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

二. 数字经济



数字能力取决于区域和行业的禀赋结构，不同地区、不同行业

的产出效率是不同的

提升数字能力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

7.2 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提升数字能力

二. 数字经济

• 人力

• 资本

• 技术

• ……

•GDP

•科技成果

•……

数字化投入 数字化产出

数字能力

（溢出效应）



8.1 数字经济的发展效益—对国家

有利于传统产业数

字化升级转型，构

建新型产业体系

有利于促进数据资

源全要素流通，培

育新兴数据市场

有利于发挥大数据

驱动创新作用，激

发创新创业活力

有利于促进信息化

与战略性新兴产业

融合发展，拓展经

济发展新空间

有利于培育新经济发展，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 数字经济



8.2 数字经济的发展效益—对企业

业务转型
产品/服
务创新

智能生产
运营

价值效益

提质、增效、降本

主营业务增长

增值服务拓展

客户满意提高

可持续发展

生态伙伴增长

数字业务成长

二. 数字经济



9.1 数字经济如何评价？

⚫ 狭义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化
⚫ “数字基础设施”生产部门，其产出是数据得以实现生产、获取、存储、传输、分析

和显示等功能的软硬件设施

⚫ “数字信息服务”生产部门，其产出是基于创作、出版、采集、存储、计算、应用等

活动而实现的数字内容

二. 数字经济



9.2 数字经济如何评价？

⚫ 广义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数字化价值溢出系数

数字产业化

数字产业化相关行业

的增加值之和（即数

字化产业对GDP的直

接贡献）

其他行业增加值中归因

于数字化中间投入和

ICT资本存量创造的部

分（即数字化产业的溢

出效应）

产业数字化

行业增加值

广义数字经济的规模核算难度较大

适合从多源、多维、多角度进行评价

二. 数字经济



9.3 数字经济如何评价？

数字

生态

数字应用

（政用、产用、民用等）

数字能 力

（人才、创新、平台、安全等）

数 字 基 础

（人口、数据、资本、政策、基础设施等）

数字生态金字塔

二. 数字经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测量内容

数字基础

数字素养 宽带网络、智能手机、移动支付等渗透率

数字政策 专项政策/大数据管理局

数据资源 开放数林指数；污染源信息公开指数

数字能力
数字人才 数字技能岗位、应聘

技术能力 发表论文、申请专利

安全能力 网络安全生态指数

数字应用

政府应用 政务服务能力指数

产业应用

数字产业电力消费指数、大数据产业发展指数、人工智
能产业发展指数

两化融合指数

民生应用 城市智慧交通指数、城市智慧环保指数、智慧医疗指数

数字生态

企业生态 腾讯生态、阿里生态、鸿蒙生态

行业生态 5G行业生态、人工智能应用平台生态、工业互联网生态

区域生态 长三角、大湾区、京津冀、成渝等区域生态

数字生态发展指数未来将成为

区域、行业数字生态发展的规

划诊断工具

9.4 数字经济如何评价？

二. 数字经济



⚫ 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竞争新高地

⚫ 数据是关键生产要素，产业融合是新引擎，数字技术、数字人才是保障

⚫ 数字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

⚫ 数字经济需从多源、多维、多角度进行评价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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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字经济发展的几个关键点

数据 算法算力 需求的落地

三. 大数据技术

桥梁要素 价值

各个环节都需要大数据技术的参与



2.1 数据的价值

数

据

的

价

值

分析原因

掌握现状

预测未来

预测是为了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是数据价值的最高体现

数据处理为主，BI

数据分析为主，AI

三. 大数据技术



2.2 数据的特性

安全性

阻碍融合

内生性

趋向融合

内生是必然，因为
数据融合能创造更
多价值

安全性短期可通过
技术解决，但最终
需要依靠法律

三. 大数据技术



2.3 数据安全法

—— 2020年6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

—— 2020年7月3日，面向社会征求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草案）》

数据保护是本

数据开放为源

总体目标
—保障数据安全

—促进数据开发利用

—保护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三. 大数据技术



3.1 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特点

重用性
• 不会因为使用而减少

时效性
• 需要及时处理

溢出性
• 跨界融合创造更大价值

数据如何有效保存

数据如何快速挖掘变现

多源异构数据怎么整合

——需要大数据技术的支撑

由此产生的技术问题

三. 大数据技术



3.2 数据主权问题需要重视

⚫ 数据主权是国家主权在数字空间中的延伸

基本含义：

一个国家对本国数据进行管理和利用的独立性，不受他国

干涉和侵扰的自由权。

主权国家对自己的生产要素（数据）理应享有的权利

问题：如何确定哪些数据归本国所有？

三. 大数据技术



3.3 数据主权策略的确定

⚫ 美国的进攻性策略

⚫ 长臂管辖、301调查

⚫ 美国公司收集的数据（即使是境外）归美国所有

⚫ 欧洲的防守性策略

⚫ 欧盟GDPR（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 GDPR对欧盟公民的个人资料拥有管辖权，无论在哪里进行数据处理

问题：中国应采取何种策略？

三. 大数据技术



3.4 数据可能的分类

⚫ 必须独占的数据

⚫ 战略性武器数据、军事数据（控制）

⚫ 前沿技术数据

⚫ 通讯（用户许可+控制）

⚫ 人类公益性数据

⚫ 药物和医疗服务（政府投资、企业贡献，公开）

⚫ 一般性数据

⚫ 大众消费数据（企业和个人有利可图，公开）

数据的分类有助于
主权策略的制定

三. 大数据技术



3.5 数字税

⚫ 是否应该对在主权国家内部提供数字服务的跨境企业征税？

⚫ 数字主权的体现

⚫ 对（地区、行业、人力资本）差异的调节

⚫ 多国正在制定相应条例

⚫ 有条例，还要有执行能力

三. 大数据技术



4 大数据能力的体现

大数据

能力

数据

协作技术

数据在哪？如何获取？
如何存储和保证质量？

需要哪些机构参与？算法和平台的是技术的体现

三. 大数据技术



5.1 大数据能力—数据

政府：

• 人口数据

• 地理数据

• 公共安全数据

• 医疗数据

。。。

大企业：

• BAT等拥有的用户

上网行为、消费

等数据

• 运营商拥有的用

户通讯、位置等

数据

。。。

民众：
• 区域语言

• 地方传统

• 行为习惯

• 个人偏好

。。。

——数据分散，源头众多

数据是大数据相关工作价值的源泉，首先要知道数据到底在哪里

三. 大数据技术



5.2 如何获取数据

数据

向企业购

买

自己采集

或从互联

网爬取

众包发

动网民

与政府

合作

获取数据时，
需要注意数据
来源的合法性

三. 大数据技术



5.3 数据的存储及质量

需要关注数据的安全

性，必要时可采用容

灾备份及加密等手段

• 不同的数据类型

• 不同的数据存储形式

• 不同的数据存储工具

数据的

存储

• 统一数据标准及格式

• 对数据进行标识（打标签）

• 区块链等技术

数据的

质量
数据质量是开展大数

据建模分析及算法设

计的前提和基础。

三. 大数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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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大数据能力—技术：算法

⚫ 算法应与行业结合，以需求为前提

⚫ 通过算法对数据的分析，来满足需求

三. 大数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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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CT图像重建算法—拉东变换

CT 扫描仪

扫描过程
示意图

采集到的
数据

需要重构
的图像

算
法

三. 大数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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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一个算法成就一家公司（谷歌）

⚫ PageRank算法

⚫ 根据网页之间相互的超链接来计算网页重要性的排名

⚫ 创新的算法代表了谷歌公司的核心能力

三. 大数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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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大数据能力—技术：平台

平 台

多种技术的整合 各类资源的汇集

构建生态的基础

平台通常由行业龙头企业牵头搭建

三. 大数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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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大数据能力—协作

⚫ 大数据落地需要政府、企业、高校等的共同努力和协作

大数据

落地

政府

企业

高校

三. 大数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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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政府的作用

政府

建设基础设施
制定政策，吸

引人才

• 园区、孵化器

• 科研创新平台

• 扶持资金

• 返税政策

• 人才补助

三. 大数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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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企业的作用

企业

提供场景
将成果落地并

真正实现价值

• 场景即实际问题

• 价值驱动

• 科研成果产品化

• 效果通过实践检验

三. 大数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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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高校的作用

高校

研究团队组建

与人才培养

提供算法和算

力

• 大数据专家

• 行业专家

• 培养博士、硕士

• 数据收集处理能力

• 高效的算法和计算能力

三. 大数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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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新型研发机构

⚫ 符合大数据的交叉学科特点

⚫ 建设有效的平台

⚫ 适合政府领导、企业家、学者共同交流的场所

⚫ 设立创新的机制和体制

⚫ 激励学者发挥才智

三. 大数据技术



8.1 案例：新冠肺炎疫情分析

目的：

对特定区域的疫情风险进行精细化的分析

和评估

对个人感染的风险进行预判

意义：

降低疫情防控成本，提高疫情管控能力

三. 大数据技术



8.2 多方协作

⚫ 国家卫计委、工信部指导和协调

⚫ 中国移动前期提供数据、后期平台实现

⚫ 北京大学组建专家团队进行科研攻关

三. 大数据技术



8.3 基站分布与脱密后的用户数据

⚫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28日

9198例确诊患者轨迹

⚫ 2020年1月17日至2020年1月31日

25个地区12 万健康人群的轨迹

部分移动基站（43万个）分布示意图

三. 大数据技术



8.4 基站示意图与算法思想

无线通信基站示意图

⚫ 蜂窝基站天然具备精细化的特点

⚫ 利用平均场的思想来设计算法

三. 大数据技术



8.5 算法分析过程

患者轨迹数据 疫情风险地图

个人风险评分疑似患者分析

健康人群轨迹数据

三. 大数据技术



8.6 疫情风险地图

武汉市区的小网格高精度疫情风险地图

三. 大数据技术



8.7 个人风险评分

当人群感染率低于20%的时候，

算法准确率都能在90%以上

三. 大数据技术



8.8 相关评价

在4月份黑龙江的疫情防

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 大数据技术



⚫ 大数据技术是一种新兴的、重要的技术手段

⚫ 大数据技术可在数字经济、社会治理等众多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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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10年后

中国GDP赶上

美国

预计20年后

中国科技赶上

美国

预计30年后

中国教育和军

事赶上美国

我们应抓住数字经济这一重要历史机遇，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

为国家的复兴做出更多努力！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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