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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区发力移动互联网
规划目标：5年内打造2000亿产业集群

2012年6月27日， 成都高新区发布
《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关于加快推进移动
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意见》，标志着成都高
新区集中全力发展移动互联网产业，进
入了启动实施阶段。 根据上述文件的规
划， 成都高新区将在5年内打造规模达
2000亿元的移动互联网产业聚集地。

在战略定位上， 成都高新区将积极
把握全球移动互联网产业的总体发展趋

势， 以移动智能终端等硬件研发制造为
基础、 以移动互联网软件平台为核心、
以基于移动互联网应用开发及服务为突

破，努力把成都高新区打造成为“国内一
流、 有国际影响力的移动互联网产业聚
集地”，使之成为我国移动互联网领域的
创新资源聚集区和产业发展增长极。

在总体目标上， 《意见》 提出， 到
2017年， 要将成都高新区建设成为我国
移动互联网产业创新先导区、 高端人才
汇聚区、 应用服务示范区， 力争培育企
业上千家、 新增创新产业载体过百万平
米、 聚集人才超十万， 产业规模2000亿
（其中应用与服务收入过500亿元）， 形
成创新动力强劲、 产业环境优越、 产业
特色鲜明、 企业规模聚集、 品牌效应显
著的移动互联网产业之域。

在发展思路上， 成都高新区提出，

要抢抓全球移动互联网产业兴起的发展

机遇， 着力引进产业链各细分领域领军
企业和新兴潜力企业， 重点培育本地优
势企业， 全面优化政策环境、 产业园区
载体环境和生态链互动环境， 凝聚各类
产业资源， 强化自主创新和应用创新，
推动移动互联网产业向特色化 、 集群
化、 高端化方向发展， 以实现设定的各
项战略和总体目标。

在组织保障上， 成都高新区成立了
由管委会主要领导任组长、 相关分管领
导任副组长， 各相关单位负责人任成员
的 “成都高新区移动互联网产业推进领
导小组”， 全面统筹和推进成都高新区

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 指导产业的分析
论证、 规划设计、 政策制定、 重点项目
确立、 资源协调等工作。 同时， 建立了
移动互联网产业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制

度 ， 研究解决产业推进过程中总体规
划、 载体建设、 产业政策、 招商引资、
招才引智、 企业培育、 平台建设、 宣传
等重大问题， 整合相关产业资源， 促进
产业快速聚集发展。

成都高新区发展移动互

联网产业具有六大基础优势

优势之一： 产业基础好。 通信研发

和软件产业 （特别是游戏） 是成都高新区
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两者长
期并行发展、 逐渐交汇融合， 最终将企业
自然带入了移动互联网产业。

优势之二： 人力资源供给充足。 电子
科大等高校为成都移动互联网产业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保障， 是成都难得的
资源和优势。

优势之三： 产业聚集度高。 成都高新
区聚集了成都市90%以上的移动互联网企
业， 而区内企业几乎都分布在成都高新孵
化园、 天府软件园、 天府新谷， 200余家
企业全业务从事移动互联网产业， 聚集度
之高全国少见。

优势之四： 平台资源丰富。 拥有一批
全国性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平台。 在资源
聚合方面， 有移动中央音乐平台、 天翼空
间、 腾讯应用中心、 乐商城等运营平台，
运营服务覆盖全国。

截至2012年6月， 天翼空间全站所有
应用近 7万款 ， 中央音乐平台为 6亿移
动用户提供无线音乐产品和服务 ， 产
值过百亿 。 在第三方信息服务领域 ，
包括众多第三方平台 。 成都无线城市
将涵盖智能生活 、 无线政务 、 智能交
通 、 无线金融和无线商贸等无线城市
应用 ， 新浪无线成都研发中心落户天

府软件园 ， 开展基于手机微博和移动互
联网产品与应用的研发业务， 这些信息服
务平台都为移动互联网产业升级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
优势之五： 优势板块突出。 以手机游

戏为代表的应用开发， 以移动支付为代表
的行业应用， 具有全国性优势。 成都高新
区应用开发领域拥有40余家企业， 以手机
游戏为代表的移动应用涵盖了系统 、 网
络 、 社交 、 游戏 、 位置服务 、 图像 、 安
全、 通讯、 学习、 影音、 美化等各类应用
程序。 聚集了包括金山、 巨人、 腾讯、 盛
大、 完美时空、 智乐、 长城天讯、 卓娱互
动、 掌中科技等应用开发企业。 以移动支
付为代表的行业应用领域快速发展， 成都
摩宝、 四川商通、 现代金融控股获得第三
方支付牌照； 中联信通、 天志大行等拥有
核心技术的手机支付卡相关企业， 具有全
国性影响力。 成都也是中国银联移动电子
商务示范基地， 是国内率先开展手机支付
的试点城市。

优势之六： 聚集了一批国内外知名的
企业。 尼毕鲁、 恒图、 优聚、 数字天空、
品果、 维动、 移花互动是本地的优秀企业
代表， 在全国移动互联网业界活跃度高，
企业成长性高， 在手机游戏、 应用软件开
发领域具有全国竞争实力。

在美洲大陆西岸 ， 有一条长30英
里 、 宽 10英里的山谷 ， 正是 “硅谷 ”
———一个以挑战 “权威” 著称的地方，
同时又不断诞生 “权威”。

如今 ， 在中国西部腹地 ， 东经
104.06度、 北纬30.67度的坐标上， 成都
这座此前因大熊猫而闻名世界的城市，
正在成为世界IT产业版图上备受关注的
新坐标。 而提及聚集了众多业界巨头和
创业新星的成都高新区 ， “移动互联
网” 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移动互联网这个诞生不过三四年的

产业， 其全球产值在去年已达1.3万亿
美元。 眼下， 无论是美国硅谷还是成都
高新区， “移动互联网” 都是牵动人们
神经的关键词。

近期， 成都高新区管委会接连发布
《关于加快推进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
意见》、《加快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若
干政策》等文件，确定以移动智能终端等
硬件研发制造为基础、 以移动互联网软
件平台为核心、 以基于移动互联网应用
开发及服务为突破， 着力把成都高新区
打造成为国内一流、 有国际影响力的移
动互联网产业聚集地， 使之成为我国移
动互联网领域的创新资源聚集区和产业

发展增长极。
移动互联网来势汹汹， 成都高新区

率先试水， 成为国内高新区第一个吃移
动互联网螃蟹的人。 纵观成都高新区的
成长历程，从IT传统产业，到移动互联网
的路径明显。IT产业的每一次变革，都在
成都高新区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或许探究整个IT产业发展历程，有
利于解析出移动互联网“向西”推进的历
史进程。

封闭引向末路，开放带来崛起
纵观近30年全球 IT产业的发展趋

势，从硬件为王到软件称霸，从互联网崛
起直至移动互联网时代拉开帷幕， 一个
个巨人走向没落，一颗颗新星迅速崛起，
这一切说明， 唯有顺应大势发展的公司
才能站到潮头浪尖。 而对于一个地区甚
至一个国家而言， 能否把握产业的趋势
并加以推动，同样是制胜的关键。

在这一天翻地覆的转变过程中，成
都高新区从未缺席。

在距离美国硅谷几万公里以外的成

都高新区 ， 苹果公司的杰出设计之一
iPad正源源不断走下生产线， 漂洋过海
进入各国市场———目前全球有一半的

iPad通过这里的工厂生产。 在乔布斯精
心构筑的苹果生态链中， 成都高新区的
众多企业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这种全球化参与的运作模式 ，在
1984年苹果公司推出第一款Mac电脑

（Macintosh，简称Mac）时，或许连天才的
乔布斯也难以预料。

Mac这款为小众设计的产品打破了
大型机的桎梏 ， 受到了大众狂热的追
捧，其冲击力丝毫不亚于苹果后来推出
的iPhone所带来的轰动。 但随后该公司
创始人乔布斯被董事会 “扫地出门”；苹
果走上了一条封闭的道路， 打算在产业
链上软件硬件通吃。 内外交困使这家公
司在与对手的较量中趋于式微。

一个原本默默无闻替苹果提供软件

的公司———比尔·盖茨掌管的微软却顺
应潮流接过了IT领域的大旗，凭借Win鄄
dows操作系统一统江湖，微软与CPU制
造商英特尔公司组成的“Wintel联盟”所
向披靡 ，Windows占领了90%以上的PC
操作系统市场， 这也让盖茨蝉联美国首
富多年。

然而，在IT领域没有永远的赢家，当
微软与英特尔的“Wintel联盟”看似牢不
可破的时候， 技术的发展再次打开了一
片广阔的天地，互联网的诞生，催生了新
的霸主———雅虎和谷歌。

免费、开放、自由的互联网更有利于
信息的交流， 大批没有互联网化的昔日
巨头，或消失在技术变革的拐角处，或苦
苦寻觅出路以保住帝国余晖。

积蓄力量，“软硬兼施”
时间来到2007年。 全球IT业内纷纷

猜测“下一个大趋势会是什么？”
“如何掌握力量的变迁，成为了达沃

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年度主题。”2007年1
月25日，硅谷著名的创新咨询家杰弗里·
摩尔从达沃斯经济论坛会场出来后，随
即在他的博客中写道，“其中最值得IT业
关注的焦点是，从‘能通讯的计算系统’
到‘能计算的通讯系统’的转变”。半个月
前， 苹果公司CEO史蒂夫·乔布斯霸气
地宣称“重新发明了手机”，移动互联网
产业的大幕开启，IT互联网和通信产业
进一步融合， 不同领域的公司开始互相
进入、交叉竞争。

正是在2007年， 成都高新区进入产
业层次升级、创新能力增强、产业规模做
大的跨越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成都高新
区规划面积逐步扩大至130平方公里。在
此之前， 成都高新区于2006年成为全国
首批“创建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试点单
位， 产业规模与创新能力进入国家级高
新区前列。

随着产业竞争力的显著提升， 成都
高新区逐步成为中国中西部高端产业招

商引资成效最为显著、 创新创业资源最
为富集、 对区域经济拉动最为强劲的区
域之一。2007年以来，成都高新区先后引
进了京东方、深天马、虹视、中光电、天亿

科技等重大项目，光电显示产业快速聚集，
成都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光电显示产业核心

城市。
2010年10月22日， 富士康在成都的首

个生产项目鸿富锦精密电子（成都）有限公
司在成都高新西区开工投产。目前，富士康
生产基地已形成月产500万台平板电脑的
生产能力，2011年已累计出货2000多万台，
占苹果公司iPad全球销量的一半。

2011年上半年四川共引进20家富士康
核心及关键配套企业 ， 协议投资总额约
46.6亿元。截至2011年6月底，已有116家电
子信息配套企业签约四川， 涉及行业包括
显示设备、电池模组、机壳模具、连接器、测
试设备、 物流配送等平板和笔电配套等完
整产业链要素。同时，各地还有储备目标企
业近200家。

电子信息产业国际巨头的入驻， 激活
了成都本土配套企业的基础， 促使其加快
换代升级。截至2011年上半年，成都市已有
电子信息产业企业1382家，其中制造业（规
模以上）489家， 涵盖了集成电路、 光电显
示、计算机制造、电子元器件、通信设备等
领域；软件企业893家，涵盖了行业软件、数
字娱乐、信息安全等领域。

“‘软硬通吃’并非苹果公司的‘专利’。
一直以来成都高新区发展IT业‘软硬兼施’
的思路十分明显。”业内人士指出，正是这
一做法， 让其在移动互联网发展机遇到来
之时，可以赢得先机。

移动互联网，再次颠覆“权威”
如果问“最有影响力的手机品牌是什

么？”在不同的时期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答
案 。摩托罗拉 、爱立信 、西门子 、夏新 、波
导……一个个国内外知名的手机品牌如同
流星划过天空， 只在移动终端市场留下短
暂的辉煌轨迹。

在2011年之前， 诺基亚公司曾是占据
全球最高市场份额的智能手机生产商。当
时，人们很难想象，这个通讯界的巨头将在
两三年后面临出售总部大楼、全球裁员、股
价下跌、屡次被传破产等挑战。

诺基亚曾凭借打败摩托罗拉、 西门子
等对手奠定其“江湖地位”，却栽在2007年
之前从未涉足手机业的苹果甚至从来没碰

过硬件生产的谷歌手中。
业内人士指出，正是通信技术（CT）和

信息技术（IT）的融合，导致诺基亚的对手
变成创新为灵魂的苹果以及技术天才云集

的谷歌。
通信技术和信息技术在过去的一个多

世纪中遵循不同的产业特征， 形成了各自
的技术架构、 产品体系和产业竞争格局。
CT以信息的处理及传输为使命，形成了以
运营商、 通信设备提供商、 终端设备提供
商、通信芯片厂商等为代表的产业群体，例
如BT、西门子、爱立信等，代表了经典电子
世界阵营；IT领域则以信息处理和计算能
力为基础，以软件厂商、计算机厂商和通用
芯片厂商为主导，例如英特尔、微软、IBM
等，代表了“PC+互联网”的新兴势力阵营。

随着通信和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用

户需求的多样化，高速移动通信技术、智能
终端以及云计算技术不断涌现， 这两种泾
渭分明的产业格局正在互相渗透 ， ICT
（信息通信技术）作为一个新兴的融合性产
业迅速崛起，在过去5年国际ICT产业发生
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IT和CT彼此进入
对方领域，二者正在形成融合的统一。软件
系统与硬件技术已经无法单独满足复杂的

产品功能需求，软硬件一体化、硬件功能软
件化成为趋势， 软件与硬件企业的相互学
习与并购势在必行。

iPhone的横空出世， 使苹果通过手机
硬件和iOS手机操作系统占据了移动互联
网的先机和高端市场。 其他的IT巨头也不
甘示弱。

谷歌推出手机操作系统安卓（Android），
并宣布免费开放安卓系统源代码， 组成了
安卓联盟，将索尼、摩托罗拉、三星等传统
手机制造商纳入阵营。

2011年8月15日， 谷歌宣布以总价约
125亿美元收购摩托罗拉移动，借此大举进
入硬件领域，一统安卓操作系统规格，构造
类似Apple的iPhone软硬兼备的生态模式。

谷歌试图借助新的经营模式， 与苹果
凭借 iPhone、iPad和App Store垄断的智能
手机生态系统抗衡。

微软则与诺基亚紧密合作 ， 并推出
Windows Phone 7和Windows Phone 8，
试图重返霸主地位。苹果、谷歌、微软三家

在智能手机领域的鼎足之争已然成立。
三大移动终端争夺中， 花落谁家尚待

时间来回答。 然而产业参与者绝不会坐等
答案的揭晓。 已经实现软硬配套并形成产
业集聚效应的成都高新区更是如此。 一场
关于移动互联网的战役悄然在这里打响。

“IT互联网产业对于成都高新区，是最
重要的未来产业。” 成都高新区新闻发言
人、发展策划局局长汤继强博士告诉笔者，
这是成都高新区经过科学、 严密的论证后
迅速得出的结论。“而把握整个IT、 互联网
发展趋势，引领整个产业的潮流，对成都高
新区来说十分重要。”

成都高新区软件推进办公室主任尹朝

银则认为，整个IT、互联网产业发展瞬息万
变，昨天的领袖，可能今天一文不名，尤其
是移动互联网勃兴之时，如若不抓住机遇，
两三年内形势便可能颠倒。

万亿级的市场，仅仅是开始
移动互联网市场的魅力或许可以通过

一系列数字来说明 ： 据研究机构Chetan
Sharma Consulting报告，2011年移动行业规
模将达到1.3万亿美元，接近全球GDP的2%。

2011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规模增长
34%达到851亿（不含终端制造），预计2013
年将达到2000亿（不含终端制造）。

据统计， 目前全球移动互联网排名前
五家企业总市值已达到1.2万亿美元（苹果
5600亿美元，谷歌2100亿美元，Facebook2000
亿美元，三星1500亿美元，亚马逊920亿美
元）。

而创新工场创始人李开复则直白地表

示， 他认为移动互联网的市场规模将是传
动互联网的15倍。

在这个巨大的市场潜力下， 在美国不
断涌现出 “Path”、“Instagram” 等的新兴公
司，《愤怒的小鸟》、《水果忍者》等热门游戏
应用让年轻的创业者似乎在一夜之间扬名

立万，并兑成真金白银。
移动互联网的吸金效应在成都高新区

亦迅速显现。
5月17日，App Store公布了4月份收入

最高的100家开发者名单，其中，来自成都
的尼毕鲁（Tap4Fun）以113万美元的成绩排
行第30名； 第三名则是另一家来自成都的
开发者工作室LV1（蓝航科技）。

这意味着， 尼毕鲁的付费用户带来的
收入每天就有几十万元，这种“印钞机”式
的赢利速度让尼毕鲁在成都高新区创业圈

子名声大噪。
只要顺应了技术变革潮流， 用户和赢

利都不是问题。成都梦想兄弟CEO孟荆琢
磨了两年，认为“应势而动”才是硬道理。

梦想兄弟是一家位于成都高新区的一

家移动互联网创业企业。在创业的头两年，
孟荆一头扎进大型客户端网游的开发。在
该领域，腾讯、盛大和网易等“大佬”割据了
大部分市场， 新进创业团队在其中难以找

到突破口。在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后，孟荆
发现，自己走了一条弯路。

2011年底， 梦想兄弟开始转战移动互
联网游戏，连续开发了几款老少咸宜、容易
上手的手机游戏， 这个后发的公司竟然在
短短几个月积累了百万量级的客户， 每个
月的收入也突破了百万。随后，该公司又开
发了一款语音微博应用。 正式发布不到半
年，这款应用就捕获了60万名注册用户。在
苹果的App Store的社交应用 “免费金榜”
上，梦想兄弟的“语音微博 ”紧随腾讯QQ
和腾讯微博之后，位列第五。

孟荆说， 梦想兄弟之所以明确转变方
向，革新技术，跟所在的成都高新区氛围分
不开。

移动互联网“创业之城”呼之欲出
9月24日， 成都高新区召开新闻发布

会，宣布《成都高新区加快移动互联网产业
发展的若干政策》（以下简称《政策》）已于
近日获得通过，上述《政策》从公布之日起
实行，有效期5年。

据悉， 这是国内首个由地区政府发布
的针对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政策， 也是
成都高新区继今年6月发布《关于加快推进
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意见》后，针对该领
域推出的又一重大举措。

成都高新区此举一开国内先河， 在移
动互联网在国内发展的起步阶段， 成都高
新区大胆尝试，并配套多项政策，力度可谓
空前。

成都高新区筹建于1988年 ，1991年被
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首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2000年批准为中国亚太经济合作
组织（APEC）科技工业园区。是中国西部首
个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创建园区、全国首批版
权示范园区以及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园区。

2011年， 在科技部国家高新区综合排
名中，成都高新区综合实力位居第四、中西
部第一，其中可持续发展能力排名第二，知
识创造与孕育创新能力、 产业化与规模经
济能力排名第三。

汤继强认为， 移动互联网在中国已呈
现出典型的向西发展势头———拥有人才、
产业链和政策优势的成都高新区， 已经对
周边资源形成“虹吸”效应，优势资源持续
涌向成都。

传统IT和互联网以“北上广深”等一线
城市为发展重镇，多年来，向美国硅谷学习
与模仿是中国IT界的不二“法宝”。

但如今的移动互联网领域， 中国的创
业者们却有机会与美国同行们同时起跑，
后发者完全有赶超领先者的可能。 在这次
技术变革中，没有包袱的移动互联网公司船
小好调头，而后发的产业集群区则可以通过
抢入组团进入崭新领域而获得领跑资格。

在“移动向西”的浪潮中，成都高新区
已经占据先机。

尹朝银介绍，2011年， 成都高新区已
实现移动互联网产值超过600亿元。 据不
完全统计， 截至2011年底， 成都高新区已
聚集移动互联网领域相关企业近200家 ，
移动互联网创业团队近500个。 其中不仅
有数量众多、 定位细分的应用服务商， 也
包括终端设备和技术提供商， 产业链渐趋
完整。

在两款分别出自成都高新区企业之

手的应用在海内外广受欢迎 ： 成都品果
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手机拍照分享软件

Camera360， 曾在苹果应用商店全美免费
软件总榜位列第7， 这一成绩一度超过
了热门游戏 《愤怒的小鸟 》 ； 成都恒图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推出的摄影应用 “好
照片” iPhone版， 在今年5月上线便问鼎
App Store中国区工具类免费榜首。

另外， 热门工具应用海豚浏览器今年
4月在成都成立研发中心， 并于6月25日将
其全球总部迁至成都高新区。

成都高新区把握时机、 顺势而为， 已
锁定移动互联总体目标： 到2017年， 要将
成都高新区建设成为我国移动互联网产业

创新先导区、 高端人才汇聚区、 应用服务
示范区， 力争培育企业上千家、 新增创新
产业载体过百万平米、 聚集人才超十万，
产业规模2000亿 （其中应用与服务收入过
500亿元）， 形成创新动力强劲、 产业环境
优越、 产业特色鲜明、 企业规模聚集、 品
牌效应显著的移动互联网产业之域。

（王超）

成都高新区如何赢得移动互联先机

移动向西

“无线互联崛起中国西部”（二）

成都高新区移动互联网产业专项政策新闻发布会

成都尼毕鲁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品果数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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