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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
者 肖莹佩）近日，由成都市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与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联合编
著的《2021年成都互联网发展状况报
告》正式发布。

《报告》围绕互联网基础设施及资源
状况、网民及数字应用特征、互联网产业
发展状况、互联网企业高质量发展状况、
政务新媒体及城市传播案例、年度关键
词及行业大事记等6个方面，对过去一
年成都市互联网发展的总体情况和最新
进展，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成都网
民规模达 1799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
84.9%，较上一年增长7.4个百分点。移
动互联网用户IP数约2425万人，其中
40岁以下网民占比超过80%。

看特征
移动视频、社交、通信和音频

娱乐类APP耗时长

《报告》指出，依据手机 IP数据测
算，2021年成都地区移动互联网用户平
均规模约2425万人，人日均上网时长约
7 小时。其中，24-40 岁青年网民约
1429万人，占比58.9%，24岁以下用户

约523.2万人，占比21.6%。
从偏好看，移动视频是成都网民日

均耗时最多的应用领域，为1.51小时。
其次是社交类、通信类和音频娱乐类
APP，日均耗时分别为1.29小时、1.17小
时和0.60小时。

《报告》通过对男女网民的应用偏好
统计，基于大数据样本进行了“画像”——

“他画像”：男性网民偏好汽车、新
闻、财经、社交和移动应用安全类APP，
关注汽车、小说、投资。

“她画像”：成都女性网民偏好美图、
美食、追剧和“种草”类APP，热衷分享美
食、美景，爱看影视剧，热爱学习外语。

过去10年，成都互联网普及率逐年
上涨，已从2012年的55.8%增至2021
的84.9%。背后的支撑，是互联网基础
设施的不断提升。据统计，截至2021年
底，成都市已建成移动通信基站14.9万
个，同比增加15.4%。其中建成5G基站
5万个，同比增加66.5%。

看现状
数字文创、电子商务、人工智

能等领域发展态势好

互联网深度融入成都市民生活，也

带动当地互联网产业发展持续向上。
2021年，在疫情和行业调整的双重

考验下，成都互联网相关企业总数仍保
持在3000余家，互联网产业依然保持着
一定的行业规模——825家规模以上互
联网相关企业实现营收2151.6亿元，较
2020年小幅增长。

《报告》指出，从产业细分领域来看，
数字文创、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领域发
展态势较好。其中，164家数字文创规
模以上企业总营收达879.18亿元，占互
联网行业总营收的40.9%。

从互联网行业投融资事件的行业分
布看，人工智能领域和数字文创领域最
活跃，分别以42起和39起位列前两位，
也从侧面反映出其良好的发展态势。

《报告》中的另一组数据也十分亮
眼。2021年，成都网络安全产业实现营
收354.6亿元，增长24.3%，产业规模居
全国前三；成都市大数据产业规模达
605.6亿元，较2020年增长46.9%。

看发展
首次关注成都互联网企业转

型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浪潮下，成都互联网企业

如何更好地把握机遇，由粗放式增长转
为高质量发展？

《报告》首次对成都互联网企业转型
高质量发展进行特别调查及研究分析。

《报告》显示，2021年在行业整体增
速有所放缓的背景下，成都互联网企业
延续了稳健经营的态势，表现出了发展
的韧性——

规模效益方面，2021年，成都营收
超过1亿元的297家规模以上互联网相
关企业中，营业收入10亿元以上的头部
互联网企业均保持了中高速增长态势。

研发投入方面，尽管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但成都的互联网企业研发投入仍
保持较快增长，297家规模以上互联网
样本企业中，累计研发投入176亿元，同
比上升 11.8%，企业研发费用中位数
1762万元，同比上升35%，研发投入亿
元以上的互联网企业有32家。

《报告》还指出，在转型发展、绿色发
展、社会责任等方面，成都互联网企业也
有着较好表现。例如，成都互联网企业
结合自身情况，通过多种方式贯彻落实
节能减排；逐步探索开展绿色供应链管
理，并取得较好成效；通过参与公益活
动、建设数字乡村等方式积极践行社会
责任等。

《2021年成都互联网发展状况报告》出炉

“他”爱汽车小说投资
“她”爱美图美食追剧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记者23日
从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
中央网信办、中央文明办、中共天津市委
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2年
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将于8月28日至29
日在天津举办，大会主题为“弘扬时代新
风 建设网络文明”。

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
主任盛荣华在发布会上介绍，大会包括
开幕式、主论坛、网络诚信建设高峰论
坛、10场分论坛、新时代中国网络文明
建设成果展示和网络文明主题活动。

其中，10场分论坛将紧紧围绕网

络内容建设、网络生态建设、网络法治
建设、网络文明社会共建、算法治理、
网络谣言治理、网络文明国际交流互
鉴、数字公益慈善、网络素养教育、个
人信息保护这十个方面进行深入研讨
交流，届时还将发布一系列网络文明
建设成果。

盛荣华表示，与首届网络文明大会
相比，今年网络文明大会的一个创新之
处是举办新时代中国网络文明建设成果
展示，将从党和国家推进网络文明建设、
各地开展网络文明创建、互联网企业助
力网络文明发展等维度，以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集中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网络文明建设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3 日电“从
2019年以来，我们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
信息200多亿条、账号近14亿个，赢得
了广大网民的支持肯定。”中央网信办副
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盛荣华23日在
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清
朗”系列专项行动围绕群众关注度高、反
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持续深入开展专项
治理，网络生态环境更加清朗。

据介绍，针对网络暴力、网络水军、
网络黑公关等较为突出、治理难度较大
的问题，中央网信办结合“清朗”系列专
项行动集中力量进行整治。

“我们将那些网络群组、网站论坛、
电商、小程序等平台作为治理网络暴力、
网络水军乱象的一个重点，将评论、弹
幕、私信等环节作为治理网络暴力问题
的重点，将青少年常用的应用程序、智能
设备等环节作为治理涉未成年人网络乱
象的重点，在实践当中取得了良好效
果。”盛荣华说，通过强化信息公示、强化
用户保护、强化推荐管理等方式遏制网
络水军恶意营销，纠正不良倾向。同时，
始终把影响面广、危害性大的网络问题
作为整治重点，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形成
有力震慑。

“清朗”行动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200多亿条

2022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
将于8月28日至29日在天津举办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澜）8月22
日下午，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
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执法检查动员
会。记者从会上获悉，8月下旬至9月上
旬，省人大常委会将开展《长江保护法》
执法检查。

《长江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流域立
法，自2021年3月起施行，至今已有近
一年半时间。

长江，世界第三大河流，发源于青藏
高原，随后流经四川盆地。四川，被誉为

“千河之省”，地处长江流域上游地带，流
域面积广，省内绝大部分水系属于“长江
水系”，各类资源富集。

治水兴水，立法先行。守护生态，监
督有力。贯彻实施《长江保护法》，守护

一江清水，是四川应切实肩负起的使命
担当。

在执法检查动员会上，省人大城环
资委主任委员梁伟华通报了执法检查的
具体安排。

此次执法检查将分为两个组，分别
于8月下旬至9月上旬赴泸州市、宜宾
市、攀枝花市、凉山州开展实地检查。同
时，省人大常委会将委托其他市（州）人
大常委会同步对本行政区域内《长江保
护法》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实现执
法检查“全覆盖”。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杨洪
波指出，四川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
区和生态建设核心区，在长江经济带发展
和生态环境保护中肩负着重大责任。省

委高度重视长江保护工作，对筑牢长江上
游生态屏障、建设美丽四川等作出重要部
署，大家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开展
《长江保护法》执法检查的重要意义。

杨洪波表示，这次执法检查要坚持
依照法定职责、限于法定范围、遵守法定
程序的原则，对照法律规定逐条逐项检
查法律制度是否有效落实、法定职责是
否切实履行、法律责任是否严格追究，真
正用好法律武器、发挥法治威力。检查
中要从强化系统思维、明确重点任务、坚
持问题导向、广泛听取意见、加大普法力
度几个方面着重把握。

“《长江保护法》9章96条，对规划与
管控、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生态环境
修复、绿色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

等作出明确规定。执法检查中，要坚持
以法律为准绳、为依据，一个条款一个条
款对照，一项规定一项规定检查。特别
是要着眼长江整个流域，包括干流和支
流，全面检查生态系统修复、保护、恢复
等法律规定在我省落实情况，确保法律
得到全面、准确、有效实施。”杨洪波说。

在动员会上，省生态环境厅、水利
厅、交通运输厅等部门作了现场及书面
材料汇报。

记者获悉，实地执法检查完成后，9
月上旬，省人大常委会城环资委将根据
各执法检查小组检查情况和市（州）委托
执法检查情况，起草执法检查报告。经
过审议后，执法检查报告将按期报送全
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干流支流全覆盖

四川将开启《长江保护法》执法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