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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科创效能倍增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
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
动力，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在 《行
动计划》 中，“科技创新”被列为“数据要
素×”应用的 12 个重点领域之一。由此可见，
数据要素被赋予实现科技创新效能倍增，推动
社会生产力更快发展的重大使命。

《行动计划》鲜明地提出以“数据驱动”科
技创新，要求“充分依托各类数据库与知识
库，推进跨学科、跨领域协同创新，以数据驱
动发现新规律，创造新知识，加速科学研究范
式变革”。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看来，以“数据要
素×”实现科技创新效能倍增，与当今时代“数
据驱动型创新”特点高度契合。王坚把 20 世纪
形成的传统创新模式称为“电气化驱动创新”。
正是在电气化的强有力推动下，与激光、互联
网、计算机等有关的科技发明不断涌现，塑造
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面貌，可以说20
世纪是电气化驱动科技创新的世纪。进入21世
纪，以美国数据科学专家、图灵奖得主詹姆斯·
格雷为代表的科学家提出“数据密集型科学发
现”，凸显数据对科技创新的重大价值。

那么数据是如何驱动科技创新的呢？对此，
王坚解释，科学家可以根据相关数据，提出新的
假设，并借助高性能计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
等，对假设进行验证，从而获得新的科学发现。

与王坚的上述看法类似，中国科学院院
士、北京科学智能研究院院长鄂维南认为，在
当今大数据时代，科研环境从依靠图书馆、电
子显微镜等传统基础设施转变为以大数据、人
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

对 《行动计划》 提到的“加速科学研究范
式变革”，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金力
表示，传统的科研范式经历了 4 个阶段演化：
从通过实验描述自然现象的“实验范式”，到通
过模型或归纳进行研究的“理论范式”，再到应
用计算机仿真模拟解决学科问题的“计算范
式”，再到通过大数据分析研究事物内在关系的

“数据范式”。今天，随着数据资源不断增长和
需要求解的科学问题日益复杂，科学研究的第
五范式应运而生，就是在“数据范式”基础
上，引入了智能技术，强调人的决策机制与数
据分析的融合，将数据科学和计算智能有效地
结合起来，利用AI技术学习、模拟、预测和优
化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和规律，以解
决各种科研问题，从而推动科学发现和创新，
这就是科学研究“人工智能驱动范式”（AI
For Science）。

2022 年底以来，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
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大放异彩。科学研究“人
工智能驱动范式”迫切需要类似ChatGPT的人
工智能大模型提供支撑。为此，《行动计划》提
出打造服务于中国科技创新事业的人工智能大
模型并作出相关部署，要求“以科学数据支持
大模型开发，深入挖掘各类科学数据和科技文
献，通过细粒度知识抽取和多来源知识融合，
构建科学知识资源底座，建设高质量语料库和
基础科学数据集，支持开展人工智能大模型开
发和训练”。

对科学研究“人工智能驱动范式”的前景，
金力进行了乐观展望，认为这一范式是实现科
技原始创新的利器，比如，在大数据支撑下，
人工智能在生命科学领域可以高效、精准地预
测蛋白质结构。无独有偶，在近日举行的一个
论坛上，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在演讲中也举
了这个例子。他说，长期以来，如何准确、快
速确定蛋白质三维空间结构一直是一个难题，而
基于海量、多元生物数据构建起的人工智能算法
模型，能在几天甚至几分钟预测出以前要花费数
十年才能得到的、具有高置信度的蛋白质结构，
颠覆了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范式。

科学数据重在应用，《行动计划》指明了科
学数据两大应用方向：一是聚焦科研本身，以科
学数据助力前沿研究，面向基础学科，提供高质
量科学数据资源与知识服务，驱动科学创新发
现；二是聚焦服务产业，以科学数据支撑技术创
新，聚焦生物育种、新材料创制、药物研发等
领域，以数智融合加速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广泛赋能千行百业

由《行动计划》，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互
联网+”，联想到于2015年7月印发实施的《关
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两
个文件虽然时隔 8 年多，但是仍有诸多可以相
比较的地方。两者分别以“互联网+”和“数据要
素×”为关键词，都引入了数学符号，给人非常直
观的感受。同时，两者都对部署的措施冠以“行
动”并都详细列举了开展“行动”的重点领域。前
者列举了“创业创新”“协同制造”“现代农
业”等 11 个领域，后者列举了“科技创新”

“智能制造”“智慧农业”等12个领域。
如何解读“互联网+”和“数据要素×”

之间的关系呢？对此，国家数据局副局长沈竹
林表示，从前者到后者可以用 3 个转变来概
括：一是从连接到协同的转变。“互联网+”强
调的是连接，即各行各业拥抱互联网，实现基
于数据生成和传递的互联互通；而“数据要
素×”强调的是数据协同，是基于数据有效应
用的全局优化。二是从使用到复用的转变。“互

联网+”强调的是千行百业利用互联网技术；
而“数据要素×”强调的是基于行业间数据复
用的价值创造，拓展经济增长新空间。三是从
叠加到融合的转变。“互联网+”强调的是通过
汇聚数据来提升效率；而“数据要素×”强调
的是融合多来源、多类型的数据，驱动创新，
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
长欧阳日辉是 《行动计划》 的起草人之一。他
近日撰文对“互联网+”和“数据要素×”之
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互联网和数据是数
字技术的统一体，前者是“露出水面的冰山”
而后者是“深藏在水下的主体”，实施多年的

“互联网+”行动为采取“数据要素×”行动奠
定了坚实基础，“数据要素×”是“互联网+”
的升级和升华，二者本质上都是数字技术与经
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双向赋能。

纵观 《行动计划》 所列的“数据要素×”
12个重点领域，基本覆盖了一、二、三产业的
各行业及重点细分领域，涉及千行百业。比
如，在工业制造领域，《行动计划》要求，支持
工业制造类企业融合设计、仿真、实验验证数
据，培育数据驱动型产品研发新模式，提升企
业创新能力。比如，在现代农业领域，《行动计
划》 提出，支持相关方面融合利用遥感、气
象、土壤、农事作业、灾害、农作物病虫害、
动物疫病、市场等数据，加快打造以数据和模
型为支撑的农业生产数智化场景，实现精准种
植、精准养殖、精准捕捞等智慧农业作业方式。

诠释新质生产力

数据是经过收集、记录、测量、统计、描
述所得到的信息或信息的载体，可以是数字、
文字、图像、声音等形式。随着网络技术的发
展和向各行业的渗透，数字技术创新成果与经
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不同领域的数据被生
产、记录、传输、存储和消费，数据规模以摩
尔定律的速度快速增长。数据的充分挖掘和有
效利用，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对价
值创造和生产力发展有着广泛影响。

欧阳日辉表示，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数据并不是从一开始就
被作为生产要素，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

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
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构建以数
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2019 年 10 月，中
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劳动、资本、土地、
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等 7 种生产要素。这
是首次正式明确数据的生产要素地位。之后，
中央作出改革和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更好
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等一系列重大部署，而 《行
动计划》就是落实这些部署的最新举措。

值得注意的是，《行动计划》把培育和发展
新质生产力作为实施“数据要素×”行动的重
要目标之一。对此，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
研究院教授杜传忠指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有
多种推动力量，其中数据要素作为国家基础性
战略资源和关键性生产要素，与算力相结合，
将衍生形成强劲的数据生产力，成为新质生产
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杜传忠特别提到类似
ChatGPT这样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他认
为，AI大模型以智能算力作为底座支撑，通过
深度学习算法和万亿级别数据的训练，不断迭
代，从而形成新质生产力。此外，数据要素在
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下，推出大量具有深度学
习、自主学习能力的机器人，可以进一步深化
劳动分工、优化劳动力供给结构，从而形成新
质生产力。

中国首个工业级流体仿真大模型“东方·御
风”被认为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2022年
9 月，该大模型由中国商飞公司联合有关方面
共同发布，在相关流体仿真套件的支持下，有
效提高了对复杂流动的仿真能力，将仿真时间
缩短至原来的 1/24。同时，该模型能对流场中
变化剧烈的区域进行精准预测，流场平均误差
降低到万分之一量级，达到工业级标准。正是
有了大模型“东方·御风”的助力，中国 C919
大型客机才得以缩短研发周期，才能早日翱翔
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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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正式发布。《行动计划》由
国家数据局会同中央网信办、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等共17个部门联合印发，这是国家数据局揭牌两个
多月以来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印发的首个文件。该文件
从2023年12月15日向社会征求意见到当月29日相关
媒体吹风会举行，再到2024年1月4日印发实施，历
时仅20天，可谓迅速、高效。

《行动计划》提出一个引人瞩目的表述——“数据

要素×”，大力部署实施“数据要素×”行动并列出重
点推进的 12 个领域，要求充分利用中国海量数据资
源、丰富应用场景等优势，以数据流引领技术流、人
才流、物资流等，实现知识扩散、价值倍增，催生新
产业、新模式，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提供有力支撑。《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到2026年底数
据要素应用总体目标，其中包括打造300个以上示范性
强、显示度高、带动性广的典型应用场景，数据产业
年均增速超过20%。

基于数据要素的智能制造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图为一家中国车企的智能制造车间生产场景。 百度图片基于数据要素的智能制造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图为一家中国车企的智能制造车间生产场景。 百度图片

工业级流体仿真大模型“东方·御风”助力中国C919大型客机早日翱翔蓝天。图为2023年12月9日，中国东方航空接收的第三架C919大型客机
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记者熊琳）“当前正值全
球技术革命、产业变革与生物经济发展
的重大交汇期，合成生物制造成为各方
竞相抢占的战略科技高地。”北京市委常
委、副市长于英杰6日表示，北京市正加
紧推进市级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发展规
划、行动计划和相关措施，积极推进生
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

1月 6日，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
会联合昌平区政府在昌平未来科学城举
办北京市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工
作推进会。会上，北京市合成生物制造
技术创新中心 （筹） 和中关村合成生物
制造产业集聚区揭牌。

于英杰表示，北京市高度重视合成
生物制造产业发展，拥有比较雄厚的合
成生物创新资源、比较突出的合成生物
产业基础、比较完善的合成生物顶层设
计，要紧紧抓住机遇，着力打造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合成生物产业创新高地。

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主任张
继红表示，未来将以产业需求牵引科技
创新，切实强化创新转化、资源统筹、
区域联动和示范先行，促进北京合成生
物制造的创新资源集聚力、科技成果影
响力、新兴产业引领力、区域辐射带动
力全面提升，把合成生物制造产业打造
为生物经济发展新引擎和未来产业发展
新标杆，为北京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提供有力支撑。

据介绍，目前北京市级相关单位和
部门正在抓紧联合研究制定“三个一”
政策，即北京市合成生物制造产业发展
规划、行动计划和相关措施，推进会上还介绍了北京市
加快合成生物制造创新发展行动计划编制情况。

昌平区委书记、未来科学城党工委书记甘靖中表
示，昌平是北京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重要承载区，集聚
了一批重点高校、科研机构和一批高成长性、科技型企
业，初步形成了产学研用、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北京
市合成生物制造技术创新中心、中关村合成生物制造产
业集聚区启动建设，将为昌平和全市合成生物制造产业
创新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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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西省瑞昌经开区智造小镇内的江西瑞康技术
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正在生产线上赶制订单。该公司是
一家专注提供智慧教育系统及智能终端解决方案的高科
技企业，产品不仅大量供应国内市场，还远销韩国、日本、
俄罗斯、美国等国家。 魏东升摄（人民视觉）

江西瑞昌：

科技订单生产忙
江西瑞昌：

科技订单生产忙

湖南怀化：

小课程点亮大梦想

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引导中小学校开发科
普特色课程，一些集科普性、竞技性、趣味性于一体的
课后服务内容深受学生欢迎。

图为近日，通道侗族自治县第二完全小学的学生参
加课间手掷轻飞机活动。 粟勇主摄（人民视觉）

本报电（记者张保淑） 近日，云遥一号商业气象空间
探测星座3颗卫星在山东海阳附近海域顺利发射入轨道。

此次发射入轨的云遥一号星座卫星是吉林长光卫星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天津云遥宇航科技有限公司、联信
盈达有限公司联合研制的新型气象空间观测小卫星，是

“云遥一号”批产卫星的第三批次组星，具有研制周期
短、集成度高、重量轻、体积小、性价比高等特点，是
落实自动化测试和流水线式总装的典型应用，践行批量
化生产理念的重要成果。

云遥一号商业气象空间探测星座配置全球导航卫星
系统 （GNSS） 掩星接收机、长波红外相机等载荷，主要
产品可用于气象实况分析、数值天气预报、空间环境预
警及重大灾害预警等研究及应用。

吉林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陈耀辉莅临发射现
场，向参与云遥一号卫星研制的长光卫星的一线科技工
作者表示热烈祝贺和诚挚慰问，希望长光卫星科技人员
继续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为推
动吉林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为推动航天强国建设
作出新贡献。

云遥一号星座3颗星入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