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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卫星应用产业发展的
美好蓝图、一套数据要素流通的
标准流程、一次城市数字化转型
的全新探索……昨日数字中国
建设峰会的多场分论坛“言值”
满满，新意无限。众多业界大
咖、顶流嘉宾在“数字长河”中，
探寻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密码。

福建计划打造
国家级卫星应用产业集群

数字福建分论坛上，省数字
办副主任李新飞发布《福建省卫
星应用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4—2026 年）》，福建省卫星
数据开发服务平台同时上线，标
志通天大数据资产化、价值化将
迈上新台阶。

作为数字中国的实践起点，
福建初步构建起从地面设备与
应用终端制造到卫星应用系统
集成，再到空间信息综合服务的
完整产业链。省卫星数据开发
服务平台已引接 200多颗民用、
商业遥感卫星数据，汇聚北斗定
位导航等时空数据，形成标准统
一、开放兼容的“通导遥”一体化
卫星大数据服务体系。平台同
时作为国家遥感数据与应用服
务平台东南分中心，已开通国际
版，不仅服务于我国东南区域及
闽台融合发展，还将助力“一带
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建设。

未来，我省将聚焦数据、芯
片、终端、应用等产业链关键环
节，以卫星数据开发为核心驱
动，以应用场景拓展为重要牵
引，到 2026年，实现省、市、县三
级服务开发平台一体化统筹，产
业规模达 1000亿元，培育 3至 5
家行业龙头企业，建设应急管
理、生态环境、交通运输等领域
卫星应用典型场景，打造具有强
大竞争力的国家级卫星应用产
业集群。

分论坛还上线福建省城市
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系统、发布
福建省级融资征信平台“金服
云”成果等。高德地图作为特邀
企业出席数字福建分论坛，并发
布《交通数据要素×行业服务白
皮书》。

城市数字化转型“头雁”
各展所长向智飞跃

城市，是助推数字中国建设
的综合载体，要如何推进城市全
域数字化转型，促进数字经济创
新发展？

数字经济分论坛上，一只只
数字化转型中领飞的“头雁”集
结，在圆桌对话上，分享各自过
硬的数字技能。

聚焦“智慧蓉城”建设“王”
字形架构，成都搭建起市级、区
级和街道级三平台（代表“三
横”），同时畅通数据的流通路径
（代表“一竖”），让上下级交融互
通。“最终要做到政务服务‘一网
通办’，数据资源‘一网同享’，社
会诉求‘一键回应’。”成都市副
市长许兴国说。

在面向东盟的数字化转型
国际合作中，“南宁行动”也亮点
十足。

“围绕中国—东盟信息港建
设，我们正着力打造数字化转型

国际合作的南宁方案。”南宁市
委常委、副市长范晓敏介绍，通
过信息连通、技术融通、商贸畅
通等“三通”模式，数字企业出海
跑出了新速度，经贸合作也提质
增效。

转型“赶考”风潮中，前进有
“数”的还有“新新”向荣的雄安
新区。“我们正加速绘就智能、绿
色、创新这三张亮丽名片。”雄安
新区特聘专家、数字办主任张强
说，雄安新区把数字城市建设、
数字经济发展写进城市空间规
划，建设了一张数字承载网、一
朵城市算力云，更探索适度超
前、全域覆盖的城市感知体系建
设，用心打造妙不可言、心向往
之的“未来之城”。

排放大户节能减排
要开展系统性创新

碳排放大户建筑业和节能
碰撞，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智慧
能源分论坛上，清华大学建筑学
院副院长、长聘教授林波荣给出
了答案。

“全球建筑行业的发展趋势
是绿色化、智慧化和工业化。”
林波荣表示，高热高湿地区夏
季空调负荷飙升，电网尖峰负
荷和峰谷差屡创新高，严重冲
击能源保供和电网安全。因
此，新型电力系统对建筑领域
有了新的要求。

林波荣认为，为适应这一变
化，建筑领域要从规划设计、围
护结构、室内环境营造和能源系
统等方面进行全过程全链条创
新，提升场地范围内的可再生能

源发电能力、建筑柔性调节能力
和蓄能能力，积极构建与电网系
统供需平衡、双向柔性的新能源
系统。

林波荣用一个工程案例展
示了建筑领域在碳中和技术方
面的创新。在云南省重大科技
项目“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工程
能碳双轻与环境品质提升关键
技术”中，机场将安装175MW太
阳能光伏，实现零碳机场。

林波荣表示，需要通过建筑
能源和电力系统深度交叉融合，
打破传统建筑、电力、交通规划
运行条块分割局面，在规划设计
和运行调控理论、方法、技术、范
式等方面，实现系统性创新突
破。

精准捕捉生活数据
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4月 19日，国际奥林匹克委
员会（IOC）正式发布《奥林匹克
AI议程》，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
到体育领域，这可使在家看比赛
的体育迷获得个性化的观看体
验。

该消息在昨日的数字社会
分论坛数字体育专场上引起广
泛讨论。嘉宾从该议题出发，延
伸到“新质生产力助力体育强国
建设”等主题。

“体育领域应牢牢把握高质
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
推动新质生产力与体育行业发
展深度融合。”清华大学体育部
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波认
为，应推动数据成为新生产要
素、算力成为新基础能源、人工

智能成为新生产工具，将物联
网、云转播、数字人等创新技术
持续融入数字体育各场景，实现
体育行业数字化、绿色化、品质
化、服务化转型，为我国数字体
育发展探索新路径。

“随着体育强国建设深入推
进和现代信息技术应用普及，数
字体育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国家体育总局信息中心主任
李业武畅想了数字体育的广阔前
景，群众体育方面，通过多源数据
收集和分析，精准捕捉群众健身
活动中的数据，从而满足群众日
益精细化的健身需求，实现从“经
验决策”转向“数据决策”。

白皮书发布
给数据要素流通提供参考

数据标准化是创新发展的
重要基础，昨日，数据标准化和
数据基础设施分论坛数据标准
化专场活动上，中国电子技术标
准化研究院发布《数据要素流通
标准化白皮书（2024版）》。

白皮书梳理了国内国际数
据要素流通发展趋势，聚焦数据
标准建设现状与问题挑战，为数
据要素流通创新实践提供参考，
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应用。
白皮书对比了美、欧、英、俄、日、
韩等国家和组织的数据要素流
通标准化路径，对我国标准化现
状及挑战进行调研分析，介绍了
标准体系结构及其内容。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殿中说，
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浪潮与
新质生产力合拍共鸣，将大力推
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要在数据

基础设施与自主学习能力加持
下拥抱人工智能，要利用数据要
素标准化体系，让要素迅捷流通
激活数字经济，要加强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打造创新生态助力数
字经济。中国工程院院士孔志
印建议，大力发展基于人工智能
的数据安全技术，大力发展保护
数据权属和价值的隐私计算技
术，需要管理部门、信息系统建
设者、数据用户多方共同努力，
还需要技术手段、标准规范、管
理制度等多管齐下。

海量数据中
真正有价值的并不多

“对当前数据资产热得发紫
的现象，我们也要有一些‘冷思
考’。”昨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
理陆志鹏在数据要素与数据资
产化分论坛上提出，今年以来企
业数据资产入表不规范事件频
发，在实践层面上仍存在诸多问
题，在资产标的、评估入表、价
值变现等环节存在认识误区。

“首先，不是所有的数据资源都
是数据资产标的，未经处理的、
产权不清晰的数据无法入表；其
次数据资产评估和数据资产入
表是两个概念，没有要素化的数
据资产，无法实现价值最大
化。”他进一步指出，“互联网空
间的海量数据背后，真正有价值
的不超 5%。”

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建华提
出，要构建基于数据—网络—应
用（Date Network Application,
DNA）体系的空间数据枢纽，降
低云网分离造成的数据冗余流
动，减轻处理代价，“空间数据枢
纽作为服务于陆海空天异构网
络数据互联的空间基础设施，是
未来数据‘全球一张网’的基础
底座，相信一定会成为数据空间
的国之重器”。

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国家
数据局局长刘烈宏表示，数据资
产化是需要伴随理论和实践探
索持续进行的长期进程，需要数
据产权登记的有力支撑，需要流
通交易市场的促进和推动，也需
要数据应用场景的牵引和激励。

25 日，作为数字中国建设
峰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
集群、数据要素赋能新型工业
化、数字赋能民营经济 3场专业
工作会议召开。

院士专家主旨演讲、政府主
管部门权威解读、深耕产业的企
业家案例分析……3 场专业工
作会议主题不同，却释放一个信
号：数字技术正促进新质生产力
加快发展，赋能新型工业化。

数字技术标准化
可节省大量成本

标准化，是技术进步和产业
发展的重要基石。以工业为基
础的标准化，可以推进企业全球
化的扩展，也可以为企业节省大
量成本。

“作为被广泛认为可能成为
第四产业的数字技术，同样需要
标准化。”数字产业集群专业工
作会议上，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
技术协会执行秘书长朵晶认为，
从早期的互联网时代软硬件闭
源的生态，发展到如今移动互联
网时代的软件开源，标准化建设
在国际协同发展中，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作为我国电子信息领域唯
一国家级的标准化社团，朵晶所
在的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
协会大量开展团体标准的工作，
截至 2023年底，已经发布了 350
余项电子工业团体标准，涵盖了
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信创等重
点领域。

“标准化工作极其重要，但
是目前还得不到重视。”朵晶呼
吁，政府主管部门、专家、企业能
更多支持标准化建设。

数据要素场景创新
驱动数字经济壮大

当今时代，数据作为关键生
产要素价值日益凸显，深化数据
要素在各场景中协同优化，成为
必然选择。

在数据要素赋能新型工业化专业工作会议上，
《数据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数据要素场景创新发
展报告（2024）》正式发布。

这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联合腾讯研
究院，系统梳理了数据场景创新发展的时代背景、实
施路径等形成的研究报告。

“此次报告聚焦数据要素场景、数据经济、数据产
业集群、制造业数据产业化转型，开展决策研究等工
作，旨在服务政府实践。”在报告发布的解读中，中国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总工程师高炽扬认为，作为
数据要素价值化、配置市场化、创新协同化的重要载
体，数据要素场景是释放数据要素乘数效应，驱动数
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
撑。

未来，数据要素创新发展将会迎来怎样的场景？
高炽扬给出了自己的看法：“随着数据要素×行动的
深入实施，数据要素价值未来可期。新型数字基础设
施向绿色协同方向发展，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将带动
数据中心、电力多方需求快速发展。”

数字化转型 赋能民营企业发展
新质生产力热度攀升，如何推动数字化人工智

能、科技创新、全要素生产力提升驱动产业转型升级，
赋能广大民营企业发展？

“对量大面广的民营中小企业而言，以数字化赋
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今后一个时期最重要的业务。”
中国企业联合会党委书记、常务副会长朱宏任在数字
赋能民营经济专业工作会议上谈到，数字生产力是激
发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和关键，不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
也可以改变社会结构和社会整体的运作方式，是数字
化转型的重要支撑。

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而创新的主体是企
业。朱宏任认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强力量，民
营经济必须发挥并培养更多创新活力十足的实践主
体，支持新质生产力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

“当前，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既要充分发挥行业
领军大企业的引领作用，也要形成以专精特新企业为
主干的中小企业生力军。”朱宏任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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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顶流云集 探寻数字强国密码
数字峰会多场分论坛“言值”高

本报记者 孙漫 李白蕾 唐蔚嫱 钱嘉宜 欧阳进权 朱榕

本报讯（记者 蒋雅琛）昨日，数
字中国创新大赛多个赛道完成总决
赛，颁奖典礼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
办，现场颁发了数据要素、智能科技、
数字城市、青少年AI机器人等 12个
赛道的一等奖、金奖等 72 个最高奖
项。

2024数字中国创新大赛由数字
中国建设峰会组委会主办，福建省数
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福建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福建省通信管理
局、福州市政府、泉州市政府、三明市
政府、龙岩市政府和平潭综合实验区
管委会共同承办，于 2023年 12月 28
日在福州正式启动。

本届大赛围绕贯彻落实《数字中

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面向基础夯
实、数字赋能、能力建设、开放合作等
四大领域设置数据要素、智能科技、
人工智能、数字城市、数字智造、数字
视听、数字文旅、数字金融、信创、数
字安全、数字人才、青少年AI机器人
12个赛道，赛道数量创历届新高。大
赛历时 5个月，吸引了来自全国 34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的选
手，以及来自4个国家的留学生，参赛
选手总数超2.8万名，共组织了107场
赛事相关活动，共有669个团队获奖。

同日，2024数字中国创新大赛菁
英智享会在福州市海峡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会议邀请多位政府主管单
位领导、院士专家、深耕行业发展的

优秀企业家，以及本届大赛的承办
方、出题方和获奖团队代表，带来深
度而精彩的前沿观点和实践分享。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中国软
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吴志刚、提升政府
治理能力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韩国权作主旨
报告。蚂蚁集团财富保险事业群智
能服务部总经理、全国信标委人工智
能工作组组长陆鑫，北京数字政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江寿，360
数字安全集团副总裁、ISC主理人卜
思南等行业专家、企业领袖，围绕数
字科技前沿发展和应用、数据要素乘
数效应释放等热点话题，作了精彩的
主题演讲，深入探讨了数字中国建设

创新实践路径，以及数据要素市场建
设、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和新思
路，共谋数字未来发展。

当前，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加速推
进，尤其是以大模型为代表的新技术
的发展，为数据要素价值的激活、数
据要素乘数效应的发挥提供了重要
助力，但随之而来的数据安全问题也
不容忽视。基于此，会议期间举行了
大模型驱动的肝病数字人产学研用
战略合作签约等，聚合政产学研用各
方力量，推动数据在多场景的应用，
营造良好的数字化发展生态。

作为数字峰会的品牌专业赛事，
数字中国创新大赛自 2019年起已连
续举办六届，吸引了各行业优质团队

与顶尖人才参与其中，尤其是为数字
企业提供更大的技术创新舞台。趁
着国家数据局成立的东风，创新大赛
将持续打造融生态集聚、开源创新、

技术转化、人才培育、科普教育等功
能为一体的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品牌
赛事平台，凝聚数字中国创新力量、
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应用。

数字中国创新大赛总决赛颁奖

12个赛道发出72个最高奖项项

青少年AI机器人赛道小选手正在紧张比赛中。本报记者 陈暖摄

▲与会者争相用手机记录
嘉宾关于数据标准化的发言。

本报记者 石美祥摄

◀复旦大学教授郑磊带来
《2024 金融服务领域公共数据
开放运营报告》。

本报记者 叶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