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四章 加快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优化服务业发展环
境，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
质转变。

第一节 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
以产业升级和提高效率为导向，发展工业设计和创意、工程咨询、商务咨询、法律

会计、现代保险、信用评级、售后服务、检验检测认证、人力资源服务等产业。深化流通
体制改革，促进流通信息化、标准化、集约化，推动传统商业加速向现代流通转型升
级。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和绿色物流、冷链物流、城乡配送。
实施高技术服务业创新工程。引导生产企业加快服务环节专业化分离和外包。建立
与国际接轨的生产性服务业标准体系，提高国际化水平。

第二节 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品质
加快教育培训、健康养老、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领域发展。大力发展旅游业，

深入实施旅游业提质增效工程，加快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支持发展生态旅游、文
化旅游、休闲旅游、山地旅游等。积极发展家庭服务业，促进专业化、规模化和网
络化发展。推动生活性服务业融合发展，鼓励发展针对个性化需求的定制服务。
支持从业人员参加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考核，推进从业者职业化、专业化。实施
生活性服务业放心行动计划，推广优质服务承诺标识与管理制度，培育知名服务
品牌。

第三节 完善服务业发展体制和政策
面向社会资本扩大市场准入，加快开放电力、民航、铁路、石油、天然气、邮政、市政

公用等行业的竞争性业务，扩大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互联网、商贸物流等领域开放，
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清理各类歧视性规定，完善各类社会资本公平参与医
疗、教育、托幼、养老、体育等领域发展的政策。扩大政府购买服务范围，推动竞争性购
买第三方服务。

第六篇 拓展网络经济空间

牢牢把握信息技术变革趋势，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信息技
术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加快推动信息经济发展壮大。

第二十五章 构建泛在高效的信息网络

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推进信息网络技术广泛
运用，形成万物互联、人机交互、天地一体的网络空间。

第一节 完善新一代高速光纤网络
构建现代化通信骨干网络，提升高速传送、灵活调度和智能适配能力。推进宽

带接入光纤化进程，城镇地区实现光网覆盖，提供1000兆比特每秒以上接入服务能
力，大中城市家庭用户带宽实现100兆比特以上灵活选择；98%的行政村实现光纤通
达，有条件地区提供 100 兆比特每秒以上接入服务能力，半数以上农村家庭用户带
宽实现 50 兆比特以上灵活选择。建立畅通的国际通信设施，优化国际通信网络布
局，完善跨境陆海缆基础设施。建设中国-阿拉伯国家等网上丝绸之路，加快建设中
国-东盟信息港。

第二节 构建先进泛在的无线宽带网
深入普及高速无线宽带。加快第四代移动通信（4G）网络建设，实现乡镇及人口密

集的行政村全面深度覆盖，在城镇热点公共区域推广免费高速无线局域网（WLAN）接
入。加快边远山区、牧区及岛礁等网络覆盖。优化国家频谱资源配置，加强无线电频
谱管理，维护安全有序的电波秩序。合理规划利用卫星频率和轨道资源。加快空间互
联网部署，实现空间与地面设施互联互通。

第三节 加快信息网络新技术开发应用
积极推进第五代移动通信（5G）和超宽带关键技术研究，启动5G商用。超前布局

下一代互联网，全面向互联网协议第6版（IPv6）演进升级。布局未来网络架构、技术
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重点突破大数据和云计算关键技术、自主可控操作系统、高端
工业和大型管理软件、新兴领域人工智能技术。

第四节 推进宽带网络提速降费
开放民间资本进入基础电信领域竞争性业务，形成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业务服务

相互竞争的市场格局。深入推进“三网融合”。强化普遍服务责任，完善普遍服务机
制。开展网络提速降费行动，简化电信资费结构，提高电信业务性价比。完善优化互
联网架构及接入技术、计费标准。加强网络资费行为监管。

第二十六章 发展现代互联网产业体系

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互联网深度广泛应用，带动生产模式和组织方式变
革，形成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协同化的产业发展新形态。

第一节 夯实互联网应用基础
积极推进云计算和物联网发展。鼓励互联网骨干企业开放平台资源，加强行业云

服务平台建设，支持行业信息系统向云平台迁移。推进物联网感知设施规划布局，发
展物联网开环应用。推进信息物理系统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建立“互联网+”标准体
系，加快互联网及其融合应用的基础共性标准和关键技术标准研制推广，增强国际标
准制定中的话语权。

第二节 加快多领域互联网融合发展
组织实施“互联网+”重大工程，加快推进基于互联网的商业模式、服务模式、

管理模式及供应链、物流链等各类创新，培育“互联网+”生态体系，形成网络化协
同分工新格局。引导大型互联网企业向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开放创新资源，鼓励
建立基于互联网的开放式创新联盟。促进“互联网+”新业态创新，鼓励搭建资源
开放共享平台，探索建立国家信息经济试点示范区，积极发展分享经济。推动互
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线上线下结合等新兴业态快速发展。放宽融合性产品和
服务的市场准入限制。

第二十七章 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

把大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快推动数据资

源共享开放和开发应用，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治理创新。
第一节 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
全面推进重点领域大数据高效采集、有效整合，深化政府数据和社会数据关联

分析、融合利用，提高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精准性和有效性。
依托政府数据统一共享交换平台，加快推进跨部门数据资源共享共用。加快建设国
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推动政府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互联开放共享。制定政府
数据共享开放目录，依法推进数据资源向社会开放。统筹布局建设国家大数据平
台、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研究制定数据开放、保护等法律法规，制定政府信息资源
管理办法。

第二节 促进大数据产业健康发展
深化大数据在各行业的创新应用，探索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加快

完善大数据产业链。加快海量数据采集、存储、清洗、分析发掘、可视化、安全与隐私保
护等领域关键技术攻关。促进大数据软硬件产品发展。完善大数据产业公共服务支
撑体系和生态体系，加强标准体系和质量技术基础建设。

第二十八章 强化信息安全保障

统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完善国家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强化重要信息系统和
数据资源保护，提高网络治理能力，保障国家信息安全。

第一节 加强数据资源安全保护
建立大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实行数据资源分类分级管理，保障安全高效可信应

用。实施大数据安全保障工程，加强数据资源在采集、存储、应用和开放等环节的安全
保护，加强各类公共数据资源在公开共享等环节的安全评估与保护，建立互联网企业
数据资源资产化和利用授信机制。加强个人数据保护，严厉打击非法泄露和出卖个人
数据行为。

第二节 科学实施网络空间治理
完善网络空间治理，营造安全文明的网络环境。建立网络空间治理基础保障体

系，完善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完善网络信息有效登记和网络实名认证。建立网络安全
审查制度和标准体系，加强精细化网络空间管理，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依法惩治网络
违法犯罪行为。健全网络与信息突发安全事件应急机制。推动建立多边、民主、透明
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国际网络空间安全规则制定、打击网络犯罪、网络安
全技术和标准等领域的国际合作。

第三节 全面保障重要信息系统安全
建立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制度，完善涉及国家安全重要信息系统的设计、建设

和运行监督机制。集中力量突破信息管理、信息保护、安全审查和基础支撑关键技术，
提高自主保障能力。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技术装备威胁感知和持续防御能力
建设。完善重要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制度。健全重点行业、重点地区、重要信息系统条
块融合的联动安全保障机制。积极发展信息安全产业。

第七篇 构筑现代基础设施网络

拓展基础设施建设空间，加快完善安全高效、智能绿色、互联互通的现代基础设施
网络，更好发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

第二十九章 完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坚持网络化布局、智能化管理、一体化服务、绿色化发展，建设国内国际通道
联通、区域城乡覆盖广泛、枢纽节点功能完善、运输服务一体高效的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

第一节 构建内通外联的运输通道网络
构建横贯东西、纵贯南北、内畅外通的综合运输大通道，加强进出疆、出入藏通道

建设，构建西北、西南、东北对外交通走廊和海上丝绸之路走廊。打造高品质的快速网
络，加快推进高速铁路成网，完善国家高速公路网络，适度建设地方高速公路，增强枢
纽机场和干支线机场功能。完善广覆盖的基础网络，加快中西部铁路建设，推进普通
国省道提质改造和瓶颈路段建设，提升沿海和内河水运设施专业化水平，加强农村公
路、通用机场建设，推进油气管道区域互联。提升邮政网络服务水平，加强快递基础设
施建设。

第二节 建设现代高效的城际城市交通
在城镇化地区大力发展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鼓励利用既有铁路开行城际列

车，形成多层次轨道交通骨干网络，高效衔接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实行公共交通优先，
加快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公交等大容量公共交通，鼓励绿色出行。促进网络预约
等定制交通发展。强化中心城区与对外干线公路快速联系，畅通城市内外交通。加强
城市停车设施建设。加强邮政、快递网络终端建设。

第三节 打造一体衔接的综合交通枢纽
优化枢纽空间布局，建设北京、上海、广州等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提升全国性、区

域性和地区性综合交通枢纽水平，加强中西部重要枢纽建设，推进沿边重要口岸枢纽
建设，提升枢纽内外辐射能力。完善枢纽综合服务功能，优化中转设施和集疏运网络，
强化客运零距离换乘和货运无缝化衔接，实现不同运输方式协调高效，发挥综合优势，
提升交通物流整体效率。

第四节 推动运输服务低碳智能安全发展
推进交通运输低碳发展，集约节约利用资源，加强标准化、现代化运输装备和节

能环保运输工具推广应用。加快智能交通发展，推广先进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装备
应用，加强联程联运系统、智能管理系统、公共信息系统建设，加快发展多式联运，提
高交通运输服务质量和效益。强化交通运输、邮政安全管理，提升安全保障、应急处
置和救援能力。推进出租汽车行业改革、铁路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空域管理体制
改革。

第三十章 建设现代能源体系

深入推进能源革命，着力推动能源生产利用方式变革，优化能源供给结构，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维护国家能源安全。

第一节 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
统筹水电开发与生态保护，坚持生态优先，以重要流域龙头水电站建设为重点，科

学开发西南水电资源。继续推进风电、光伏发电发展，积极支持光热发电。以沿海
核电带为重点，安全建设自主核电示范工程和项目。加快发展生物质能、地热能，积
极开发沿海潮汐能资源。完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发电扶持政策。优化建设国
家综合能源基地，大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限制东部、控制中部和东北、优化西
部地区煤炭资源开发，推进大型煤炭基地绿色化开采和改造，鼓励采用新技术发展
煤电。加强陆上和海上油气勘探开发，有序开放矿业权，积极开发天然气、煤层气、
页岩油（气）。 （下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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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长期高速铁路网规划示意图（2030年）

图2 民用运输机场规划布局示意图（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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