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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云计算产业发展形势展望

【内容提要】  2019年，企业上云将从重视数量向重视质量转变，云计算行业应用

将日益拓展深化，公有云IaaS领域价格战可能趋缓，开源和应用将成为生态竞争关键，工

业互联网将继续探索落地应用。同时也应看到，目前还存在政策环境有待优化、用户意识

尚需进一步提升、用户上云深度不够、云服务供给能力不足、云计算风险管理措施有限等

问题。建议，持续完善企业上云政策环境、加大政策宣贯引导力度、树立企业上云典型标

杆、加快提升云服务供给能力、强化云计算安全保障能力。

【关键词】  云计算产业  发展形势  展望

2018年，工信部《推动企业上云实施指南(2018-2020年)》的印发和

各地企业上云政策的推出，进一步优化了云计算产业发展和行业应用环

境，激发了云计算产业发展动力。展望2019年，云计算在企业上云、行

业应用、市场竞争、生态布局、工业互联网落地等方面，将呈现新的发

展特点和趋势。

一、对2019年形势的基本判断

（一）企业上云工作全面开展，将更加注重上云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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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工信部发布《推动企业上云实施指南（2018-2020

年）》，从政策引导和操作指导层面推动企业将信息系统向云平台迁

移，支持企业利用云计算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提出到

2020年实现百万企业上云。截至2018年10月，已有浙江、山东、江苏、

广东、湖南等19个省市出台了推动企业上云的政策文件，结合当地经济

结构和产业基础，明确上云目标和任务重点，建立工作推进机制，加大

资金支持力度，创新工作举措，联合产业力量积极推进企业上云，取得

了明显成效。2017年到2018年上半年，浙江全省新增上云企业18.81万

家，累计已上云企业达到近24万家。截至2018年8月，江苏已上云企业数

量超过19万家，湖南新增上云企业近6万家。在注重上云企业数量的同

时，浙江、江苏、湖南等先行省份已出台企业上云效果评价方法，并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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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了一批企业上云典型标杆，引导带动更多企业高质量上云。

工信部于2018年10月启动企业上云典型案例征集活动，将于2018年

底评选一批上云企业标杆。同时，工信部也正在制定企业上云效果评价

标准，从应用云服务的种类和规模、云服务采购的费用支出比例、节省

成本和提升效率的幅度、对企业以及行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标杆效应和

推广价值等方面对上云程度和效益进行综合评价，并将于2019年发布，

为全国各地企业上云评价提供指导和参考。2019年，随着各地上云政策

措施的实施和效果评价标准的出台，企业上云工作将在全国范围进入更

高质量的推进落实阶段。

（二）行业解决方案不断涌现，应用将日益拓展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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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云计算的应用正从互联网行业向政府、金融、工业、交通、

物流、医疗健康等传统行业渗透。2018年，云服务商除升级云计算产品

外，不断推出面向行业的解决方案。阿里云发布ET农业大脑，已应用于

生猪养殖、苹果及甜瓜种植等领域，具备数字档案生成、全生命周期管

理、农事分析、溯源等功能；阿里云ET城市大脑已在杭州、衢州、澳

门、吉隆坡等10多个城市落地，并从智能交通管理向医疗应急调度、城

市管理、环境治理、旅游开发、城市规划、平安城市、民生服务七个领

域拓展。百度云发布了面向农业、制造业和商业的赋能平台,“云农”平

台覆盖生产环境监测、智能灌溉、农业气象、生产追溯等领域;“云制”

平台连接工厂中控系统，并结合人工智能能力打造工业数据模型和机器

视觉模型;“云服”平台则提供获客、推荐、运营、导购、客服、分析的

全流程服务。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行业数字化进程的推进，传统行业数字化的

潜力正在被激发，转型升级需求旺盛，将成为云服务市场增长的主要动

力。而传统行业门类众多，以工业为例，我国具有全部工业门类（41大

类、191中类、525小类），且各行业状况不同，这就需要面向各细分行

业的云服务解决方案。预计2019年，将会有更多云服务商推出面向更多

细分领域的云服务，助力行业企业实现更深层次的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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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有云IaaS市场寡头初步形成，价格战可能趋缓

Gartner数据显示，AWS、微软Azure、阿里云、谷歌作为2017年全

球公有云IaaS市场份额前四名，已占据69.4％的市场份额，比2016年的

56.6%有大幅提升，且各厂商份额均有增长，市场集中化趋势更加显著。

国内也是同样的市场格局，阿里云、腾讯云、中国电信等云服务商占据

头部市场并不断扩大份额。持续多年的价格战也加快了这一进程，并给

一些厂商的运营带来了不小的挑战。2018年上半年，金山云亏损3.33亿

元，成为金山软件出现净亏损的一大原因；降价给UCloud带来大量亏损

的CDN业务增长，最终令其不得不减少这一业务；美团云则选择了放弃公

有云业务。2018年，阿里云、腾讯云、百度云等“财大气粗”的厂商仍

然进行了幅度不小的降价，但金山云、京东云、网易云等中型厂商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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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跟进，价格战相比前几年有所降温。

公有云资金投入大、技术门槛高，各厂商近几年通过降价等手段拓

展市场份额，寡头格局基本形成。2019年，一方面，在各厂商基本未实

现盈利背景下，已具备规模优势的大厂商希望能早日获得利润，不占优

势的中小厂商希望能减少亏损，虽然在“摩尔定律”作用下，价格仍会

合理下降，但继续价格战的可能性降低。另一方面，随着用户越来越重

视上云深度和效益，对产品技术和服务能力更为看重，低价不是吸引用

户的主要因素，价格战将转变为云服务质量竞争，云服务商将更加注重

打造优势产品、提升综合实力。

（四）巨头加大开发生态布局，开源和应用将成竞争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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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收购和合作是巨头打造生态的常见策略，2018年，类似事

件仍然此起彼伏。Salesforce以约65亿美元收购软件开发商MuleSoft，

MuleSoft主要提供集成各种应用程序、设备和数据的软件工具，借助收

购，Salesforce将加大产品丰富度，面向用户提供更多服务。微软以75

亿美元收购面向开源软件的代码托管平台GitHub，希望将千万数量级开

发者纳入其云生态圈，推动“云+人工智能”战略落地。IBM以340亿美元

收购红帽，红帽拥有Linux（开源操作系统）、OpenStack（开源云计算

管理平台）、OpenShift（PaaS平台）、CloudForms（混合云基础架构管

理平台）等产品和良好生态，将为IBM开发和应用方面注入强劲动力，

开拓新的云计算市场。国内方面，各云服务商均将PaaS平台作为构建行

业生态的关键，如阿里云推出面向应用、微服务研发和发布的PaaS平台

EDAS，腾讯云分别推出面向娱乐和物联网领域的PaaS平台，金蝶发布采

用开源技术、支持快速定制化开发的PaaS平台“苍穹”，京东也战略投

资了致力于PaaS研发的博云，通过向开发者和合作伙伴开放应用定制平

台，助力其研发细分行业领域的应用，并与自身平台应用集成，构建丰

富的应用生态。

与前两年谷歌收购Bitium（身份管理）、微软收购Cycle Computing

（高性能计算）、阿里云投资七牛云（云存储和CDN）、戴尔收购EMC（存

储）、思杰收购ShareFile（云存储）等事件不同，巨头们在2018年不约而

同地加大了对开源和开发生态的收购布局力度。2019年及未来，开源将成

为各大厂商竞争的关键，以充分利用其汇聚的开发力量，构建开发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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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进而提升综合实力。各巨头在完成收购后，是否能够充分整合双方

业务和产品，保持和增强开源社区的活力，仍需要拭目以待。

（五）工业互联网成为新蓝海，落地应用将探索开展

随着《国务院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

导意见》、工信部《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印发

和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的评选，工业互联网成为2018年产业发展热

点。云计算是工业互联网的基础和支撑，各大云服务商也纷纷推出工业

互联网平台，为工业企业转型升级赋能。阿里云在重庆与工信部赛迪研

究院合作打造飞象工业互联网平台，基于边缘计算平台与工业PaaS云平

台，为软件服务商与系统集成商提供分布式、模块化开发和运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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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发布飞龙工业互联网平台，围绕工业生产的供应链、研发、生产、

销售、服务等环节，为企业定制个性化解决方案。腾讯联合华龙讯达联合

发布“腾讯木星云”，基于腾讯云平台架构和华龙讯达以CPS为核心的数

字工厂建设技术，提供数据采集、数据建模、虚拟制造、大数据分析、

虚拟供应链管理、产品全过程生命周期等应用，已在汽车、医药、机械

制造、交通、核电、风电等行业进行推广。华为工业互联网平台已完成

物联网操作系统、终端芯片、工业联接、边缘计算、工业PaaS等关键解

决方案布局，覆盖研发设计、经营管理、智能生产、智能服务。

在工业互联网布局热潮下，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宣布出售其

Predix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业富联业绩不及预期跌破发行价等事件也给

产业发展带来启示和思考，说明其还不能有效满足工业企业的实际需

求。2019年，各云服务商推出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将进入应用推广阶段，

需要更加重视工业行业的复杂性、个性化和用户企业的实际需求，结合

具体场景实现跨界融合，解决企业发展实际问题，从而务实推动工业互

联网应用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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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企业上云政策环境有待优化

各地出台的企业上云实施方案趋同化，对地方产业基础和特色行

业的指导性有待加强。一些地方出于税收等原因，要求云服务商要在本

地成立公司，还有地方要求云服务商要有一定比例的降价。部分地方遴

选云服务商时要求提供的材料过于繁杂。个别地方上云补贴申报周期较

长。这些都给云服务商的工作开展带来一定负担。

（二）用户上云意识尚需进一步提升

“云服务商热、上云企业冷”的状况依然存在，企业上云用云意识

仍需要培养，尤其是传统行业企业、广大中小企业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数

字化改造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带来的巨大价值，对上云的安全性、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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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存在顾虑，仍有大部分企业处于观望阶段。浙江省虽取得重大进展，

但截至2018年上半年，已上云企业仅占全省工商在册企业总数的14%。

（三）企业上云用云深度不够

大部分企业上云处于初级阶段，在生产经营层面实现业务系统上

云的比例较低。例如，浙江省2018年上半年实现业务上云的企业为1990

家，仅占总上云企业数量的3.42%。通过数据整合和业务重构提升企业价

值链地位的较少，可复制推广的深度应用案例有限。此外，也缺乏上云

效益的评价方法为企业深度上云提供指导。

（四）云计算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不足

目前，云服务商服务能力不能适应上云企业需求的快速增长，面向

特定行业、领域的解决方案依然有限。软件即服务（SaaS）领域厂商规

模普遍偏小，系统化服务能力弱，定制化能力不足，不能满足企业的差

异化化、个性化需求。云产品以服务大型公司用户为主，中小企业往往

需进行二次开发，增加了用云成本和难度。此外，云服务商的服务质量

和规范性有待提高。

（五）云计算风险管理措施有限

目前，云服务商的安全技术体系尚不完善，保障能力参差不齐。因

软硬件故障、安全漏洞、网络中断、恶意攻击、误操作等造成的宕机、

数据丢失、隐私泄露事件依然存在。2018年6月，阿里云自动化运维系统

出现故障，导致1000多家公司业务瘫痪，损失过亿元。数据安全问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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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凸显，2018年7月，腾讯云发生硬盘损坏，造成某创业公司数据全部丢

失。这些都导致广大用户对上云的安全性、可靠性产生疑虑。

三、应采取的对策建议

（一）持续完善企业上云政策环境

鼓励各地加强调研，在充分了解本地产业和企业上云现状基础上，

制定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政策措施。鼓励各地放宽对云服务商成立本

地公司、降价等的要求，适当简化遴选云服务商的流程，优化上云财政

补贴的申报流程，为云服务商提供良好环境。

（二）加大政策宣贯引导力度

政府部门、云服务商、研究机构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组织开展“企

业上云城市行”活动，组织开展宣传培训，做好政策文件的解读和贯彻落

实，分享成功做法和典型案例，并利用各种媒体渠道，宣传“企业上云”

的知识和做法经验等，提高企业上云意识和操作能力。支持云服务商在各

地建设企业上云体验中心，推动供需加强对接，营造良好氛围。

（三）树立企业上云典型标杆

制定发布企业上云效果评价指南性文件，各地参考并结合当地基础建

立形成企业上云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组织第三方机构面向上云企业开展效

益评估。继续组织开展企业上云典型案例评选，遴选不同行业的典型标杆

应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促进广大企业规模化上云、深度上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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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快提升云服务供给能力

鼓励云服务商加强云计算解决方案和应用产品研发，持续丰富云

计算产品和服务，不断提高服务能力。支持各地建设软件开发公共服务

平台，引导软件企业面向云计算环境加快转型步伐，不断丰富产品服务

供给。鼓励云服务商与各行业龙头企业合作，促进行业知识和云计算技

术融合，研发细分行业的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汇集行业优势资源和应

用，为行业用户提供切合需求的服务。进一步优化云计算测试评价指标

体系，深入开展云服务能力测评，促进云服务商提升服务水平和质量。

（五）强化云计算安全保障能力

鼓励云服务商建立合理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加强专业化安全服务

队伍建设，制定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明确各部门的安全责

任，监督并确保各项规范制度的落实。督促云服务商切实落实运营主体

责任，加强安全技术、防护能力和安全服务能力建设，针对云计算环境

下的新型安全问题，着力突破核心安全技术，提升风险预警、监测和应

对能力，切实保障用户信息安全、保护用户商业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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