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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于闽都风情的坊巷，开启
与未来对话的时光，共同凝望“数字
中国”美好前景——23 日、24 日，

“有福之州·对话未来”数字中国峰
会系列特色活动在三坊七巷举行。
本次数字峰会以“释放数据要素价
值，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行业
代表、政府部门和学者专家等产学
研代表围绕数据资产、数字财政、政
银企协同应用、算网融合等重要议
题展开高端对话和观点碰撞，共襄
数字思想盛宴。

一个新词：
盒装数据

什么是“一件”数据资产？数据
入表时，“一件”如何界定？24日，在

“加强数据资产管理，推动数字经济
发展”分院落活动现场，复旦大学计
算机学院教授、福州市数字经济顾问
朱扬富抛出的这个问题，引发了现场
的短暂沉默和思考。

朱扬富认为，数据变资产，首要
应解决数据自由流通的问题，而遇到
的诸多障碍中，其中一个就是标准
化。“目前市场中有效流通的数据产
品是音乐、图片、电影等标准数据，但
还有更多非标准数据。”朱扬富说，从
瓶装水的标准化过程，可推演出流式
数据的标准化关键——可计量、可计
价，并据此设计了标准数据产品形态
——“盒装数据”。

数据产品标准化是数据变资产
的重要前提。在分享的最后，朱扬富
大胆预言，盘活政府数据资源，建立

“数据财政”的时机可能已经到来。

一个探索：
数据要素化的福建实践
24日晚，在“算网融合 共创数智

新时代”活动现场，数字中国研究院
（福建）院长、国家电子政务专家委委
员、福建省政协常委宋志刚作了题为

“数据要素化的福建探索与实践”的
主题演讲，回答了福建省算力建设如
何整体布局等问题。

“在数字中国建设和数字经济发
展中，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战略性资
源和重要生产要素。”宋志刚介绍，目
前福建各地正分门别类、有所侧重地
开展公共数据开发利用试点。特别
是福州，在加强交通部海事数据合
作、探索构建12345社会治理大模型、
纺织和物流特色产业数据应用、数据
资产登记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等方面

进行探索。
“公共数据是推动数据要素流通

的‘牛鼻子’。”面对要素流通的困境
与建议，宋志刚说，公共数据价值高，
且开发共享存在非常强的政策导向，
应从机制创新、平台建设、场景应用
等方面，培育一批典型示范应用，一
地创新，全国复制。

一个增长点：
公共数据孕育发展新样式
眼下，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数

据”，早已在以各种形式影响着人们
的生活、城市的发展。24日晚举行的

“数据要素×‘新’之夜”主题活动中，
中国电子集团相关负责人分享了在
浙江温州、河南郑州创新探索连接数
据供需两端、实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
的案例。

中国电子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河南郑州，以需求为导向，政府部门
和企事业单位等都可以通过数据金
库的数据要素加工交易中心申请、
购买处理过的数据元件来支撑服
务。“数据在这里突破了‘孤岛’，为
各行各业发展和居民日常生活提供
便利，以全新形态反哺数据来源。”
他说。

“一件事”应用：
政银企协同释放数据价值
政企银之间的数据共享与业务

协同，已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
高公共服务效率的重要举措。

25日，在三坊七巷王麒故居，与
会嘉宾分享了不同行业政银企协同

“高效办成一件事”的实践应用，把脉
公共数据政企共享新机遇。

福建正孚软件有限公司总裁助
理吕正强认为，企业依托全国一体化
政务平台，实现了跨部门、跨层级多
元数据融合与创新应用已具备条
件。“‘高效办成一件事’在获得信贷、
阳光采购、跨境贸易等九大业务场景
已大规模应用，未来随着国资央企全
面深化数据要素融入行业应用，将会
提出更广泛需求，创新更高效应用，
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及全要素生产
率提升。”他说。

数字丝路新疆产业投资集团总
经理张秋霞以实践佐证，基层减负

“一张表”信息管理系统解决了基层
数据“共享难、重复录、多头报、报表
繁”等普遍难题。“平台投用后，字段
录入减少 77%，工作效率提升 80%。
以克拉玛依市2023年数据为例，每个

社区（村）节约人力资源三到五人，每
年可节约财政资金千万余元。”她说。

一项数据要素化的关键技术：
区块链

随着数据价值的日益凸显，数据
要素在千行百业中的效应持续发挥，
如何让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
保安全？23日晚，由蚂蚁数科主办的

“乘‘数’而上，释放数字生命力”高峰
对话活动举行。福州市区块链首席
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区块链研究中心
首席科学家、中国计算机学会区块链
专委会创始主任斯雪明指出：“区块
链是数据要素流通的关键技术。”

“区块链的作用，用六个字概括
就是‘顶天立地固柱’。”斯雪明说，

“立地”就是区块链在数据共享、数据
安全、信用社会建设中起到基础作
用；“固柱”就是区块链在数字政府、
社会治理上的作用；“顶天”是指区块
链在数字经济产业中发挥的作用。

“因此，在大力开展区块链关键
技术研究的同时，要创新加快区块链
与产业融合发展，深化区块链与数
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多种前沿技术
的融合研究，助力数据要素释放更大
价值。”他说。

本报讯（记者 欧阳进权 阮冠达
宋亦敏）数字中国创新大赛是数字
中国建设峰会组委会精心打造的
数字峰会品牌化高端专业赛事，旨
在聚智创新、示范引领，进一步激
发社会各界建设数字中国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赋能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昨日，创新大赛的四
场比赛在不同场地举办，多角度展
现数字中国建设创新成果。

“来福州参加创新大赛，在决
赛中，经过评委点评，我们还与其
他项目有了对接方向。”24 日，在

“兴火·燎原”创新马拉松公开赛
2023 年度总决赛的兴业银行大厦
现场，“魔方智联”长租公寓运营管
理系统项目总监王玮说，当天项目
展示后，评委建议他们与九洲数密
团队的参赛项目对接合作，引入加
密沙盒加大用户信息保护力度。

当天，九洲数密团队带来了合
规监管下的密态计算助力银行和
小微企业投融资业务模式，项目打
破国外技术垄断，针对现有数据维
度缺乏、多源数据打通困难和引入
隐私技术后运算效率低下等小微
企业投融资难题，合规地抓取多源
数据并完成毫秒级密态计算，具备
易搭建、维护成本低等优势，有效
赋能小微企业投融资。九洲数密
团队相关负责人邓嘉惠说，针对征
信数据缺失问题，他们引入加密沙
盒，打通更多数据源，在降低坏账
率的同时大幅提高了融资效率。

据了解，“兴火·燎原”创新马拉
松公开赛自 2022年 4月启动起来，
已连续开展两届，并连续两年作为
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数字中国创新
大赛金融领域的核心赛事，在行内
外引起高度关注和热烈反响。2023
年度大赛以“创响新时代 共赢兴未
来”为主题，分为行内赛、公开赛两
部分同步开展，创造性地引入分类
评选、揭榜赛马、联合创新等机制，
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力量进行创新探
索，推动创新成果转化应用。

在海峡会展中心，2024数字中

国创新大赛青少年AI机器人赛道
闭幕仪式暨颁奖典礼在这里举
行。今年青少年AI机器人赛道聚
焦“最强中国芯”“人工智能·生命
健康·安全生产”“月球基地”等社
会热点问题，设置人工智能机器
人、创意编程搭建和虚拟仿真机器
人三个赛项，通过智能识别、传感
控制、编程设计等应用，引导青少
年学习工程、物理、数学、计算机等
跨学科、多领域知识。自 3月开赛
以来，该赛事吸引了2916队3247人
报名参赛，参赛队伍数再创新高。
经层层选拔，629队晋级决赛。经
过角逐，最终共评选出一等奖 75
队、二等奖111队和三奖185队。主
办方表示，未来，青少年AI机器人赛
道将继续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人
工智能融合，构建新时代青少年人
工智能生态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机
器人教育在中小学生中的普及。

在福州软件园，供应链成熟度与
开源技术主题活动暨数字中国创新
大赛·信创赛道颁奖仪式举行。与会
专家围绕软件供应链安全要求国家
标准解读、信创工作及解决方案分
享、供应链治理平台实践、打印机供
应链成熟度的实践与思考等领域进
行探讨，现场还颁发了信创赛道一二
三等奖以及贡献奖和创新奖。

在长乐数字中国会展中心，智
能科技赛道颁奖典礼暨智能科技
创新发展大会举行。大会上，两院
院士以及智能科技领域重点企业、
科研院所代表等分享各自在智能
科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
经验，为参赛选手和观众提供宝贵
的学术及产业前沿信息。本次大
赛共产生 4名一等奖、8名二等奖、
12名三等奖、40名优胜奖。来自海
南大学的“清海绿舟——船舶与港
口压载水实时处理系统”项目获得
一等奖。“该技术已投入使用，解决
了目前压载水处理行业的部分痛
点，很高兴有机会与这么多行业大
咖同台竞技，希望活动越办越好。”
海南大学博士生仓乃梦说。

本报讯（记者 唐蔚嫱）24 日
晚，数字中国创新大赛·数字城市
设计赛道颁奖典礼在榕举行。

今年数字城市设计赛道以“数
字城市英雄汇，众创揭榜虚实融”
为主题，旨在建构数字城市领域

“揭榜挂帅”联合平台，围绕数字政
务、数字经济、数字文化、城市元宇
宙（RAR）等重大数字城市创新领
域，征集遴选城市“金牌项目”和

“金牌方案”。
大赛一经发布，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共有 500余支队伍
报名，超1500人参与。本赛道共吸
引了全球101个城市参赛，在国内，
覆盖了从新疆阿勒泰地区到海南
海口，从哈尔滨到克拉玛依的广阔
地区。同时，赛道还吸引了大量数

字城市领域企业参与，共 160余家
数字城市企业参与，相关总产值超
过8亿元。

赛道作品广泛探索了数字技术
在城市中各类真实场景的应用，覆盖
数智基建、数智产业、数智医疗、数智
养老、数智教育、数智政务、数智治
理、数智交通、数智生态和数智文旅
十大领域。

“回顾过去两届的赛事，数字
技术的快速进步应该更多地与人
民需求结合，在这个过程中跨界融
合创新。”数字城市设计赛道专家
评委、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志强表
示，尤其在旧城保护、文化旅游、绿
色智能等领域，数字技术应充分发
挥其在经济复兴和提升人民生活
质量中的作用。

共襄思想盛宴 勾勒“数质”蓝图
——“有福之州·对话未来”系列活动观察

本报记者 朱榕 钱嘉宜

数字中国创新大赛举办四场比赛

同台竞技比实力
项目对话寻商机

2024数字中国创新大赛
数字城市设计赛道落幕

参会嘉宾介绍数据要素化工程。本报记者 叶诚摄

本报讯（记者 林榕昇 蒋雅琛
莫思予）数字浪潮席卷而来，网络强国
阔步向前。昨日，在第七届数字中国
建设峰会开幕式上，2024年全民数字
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正式启动。同日，
2024年福建省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
升月在福建师范大学举行启动仪式。

2024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网

络强国战略目标 10周年。中央网信
办等14个部门，以提高数字时代我国
人口整体素质为目标，抢抓人工智能
等数字技术发展机遇，共同主办2024
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提升
月将举办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
基地开放日、师生数字素养与技能提
升专项行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人才队

伍建设行动、数字助老爱心帮扶等14
项重点活动，围绕赋能增效、便民惠
民、弥合数字鸿沟，不断提升全民数
字素养与技能，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
的人力资源基础，以人口高质量发展
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2024年福建省全民数字素养与技
能提升月活动以“数字赋能 全民共

享”为主题，旨在通过举办全民数字素
养与技能提升系列主题活动，强化数
字教育培训、优化教学资源供给、丰富
数字应用场景、完善数字环境保障，突
出赋能增效和便民惠民，加强对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应用的教育培训，不断
提高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夯实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

2024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启动
福建省活动同步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