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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总产值达8111亿元

今年 8 月底，在云南省昆明市举办的
2024 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大会上，一组数据
引发业界关注——

2023 年，中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
到 8111 亿元，同比增长 4.2%，产业规模持
续扩大。中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近 5 年复
合 增 长 率 为 6.4%， 近 10 年 复 合 增 长 率 为
12.1%，从业单位约 22.3 万家，从业人员超
过 407.3 万人。地理信息数据采集、处理、
应用、服务的完整产业链初步形成。

将一个 35 平方千米的城市做成城市模
型数据需要多久？

以前，大约要做 5000 多个模型，依靠手
工建模耗时许久。今年 6 月，超图软件发布最
新产品 SuperMap GIS 2024，基于 SuperMap 
AIF 技术底座的人工智能自动化构建三维模
型能力，能够自动生成三维城市场景，将整
个过程用时缩短至小时级。

这样的案例，是地理信息产业立足时空
数据服务稳步壮大的缩影。随着应用领域不
断拓宽拓深，地信行业涌现出更多技术应用
的新赛道、新场景，蕴含巨大市场潜力。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刘国洪此前表示，
将进一步完善产业政策、优化营商环境，
建立健全地理信息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
安全监管制度，支持地理信息与智能网联
汽车、平台经济、低空经济深度融合，强
化地理信息新质生产力培育，释放实体经

济和数字经济融合效能。
刘国洪说，将聚力实景三维中国建设，

推动地理信息数据资源从陆地向海洋、从
地面向水下地下、从二维向三维、从分级
分散向一体化转变；强化公共数据资源供
给，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建立健全
数据流通交易制度、公共数据有偿使用和收
益分配机制，鼓励社会力量依法依规采集、
处理、增值开发利用地理信息数据资源。

融合应用催生新业态新产业

环顾四周，时空数据服务早已深度融
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北斗高精度定位早已
成为车载导航、手机、穿戴设备等一系列
智能产品的标配。

截至 2023 年底，中国在轨运行的北斗
导航卫星增至 48 颗，全国建成卫星导航定
位基准站约 3.2 万座。2023 年，北斗系统正
式加入国际民航组织 （ICAO） 标准，成为
全球民航通用的卫星导航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2023 年申请入网的 300
多款智能手机都支持北斗定位。北斗在国
内导航地图领域已实现主用地位。

与此同时，以地理信息时空底座为依
托，通过数据融合、技术融合、业务融合，
能够有效促进数字平台与传统经济深度融
合，突破行业壁垒，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催生出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

——地理信息技术助力数字营销新形
式。业内分析人士指出，当前，中国电商

消费行为呈现出碎片化、社交化、娱乐化
的特征。直播电商与短视频电商顺应内容
营销新趋向，提供即时互动的渠道，通过

“内容+电商”的模式引导消费者完成购买。
电商平台运用数字孪生、增强现实 （AR）、
元宇宙等地理信息技术为消费者打造“人
货场”新交互场景，提供沉浸式线上购物
体验，让消费者能够主动接收信息，提高
了消费者的决策效率。

——地理信息技术赋能数字零售新业
态。一方面，以实体商超为代表的线下零
售业态与数字平台协同联动形成即时零售，
依托地理信息服务平台，就近为消费者实
现快速送达服务，使时效性和便利化属性
强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激发本地零售消
费活力。另一方面，地理信息技术让自助
式消费模式得到普及，商家与消费者能够
拥有更多的互动模式。消费地点及位置选
择让消费者拥有更多自主权，位置信息共
享能够有效提升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

“线上下单+门店自提”“座位扫码下单+机
器人送餐”等逐渐成为常见的消费模式。

发明专利高速增长

根 据 《中 国 地 理 信 息 产 业 发 展 报 告
（2024）》 中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3 年末，
中国地理信息相关专利授权数超过 1.36 万
件，较 2022 年同比增长 22.8%。其中，授权
专利中企业占比最高，占比达 68.5%，较
2022 年 同 比 增 长 20.9%； 发 明 专 利 占 比

53.9%，较 2022 年同比增长 50.2%。
发明专利高速增长，高价值专利企业

主导，这为地理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提供
了较强的科技支持。

举例来看，当前国产 GIS （地理信息系
统） 与大数据、人工智能、三维处理、虚
拟现实、分布式跨平台、遥感影像处理、
全栈开发等技术深度融合，不断增强云原
生、大数据治理、智能应用、全空间三维、
分布式协同、信创软硬件适配、遥感 GIS 一
体化服务能力，进一步推进 GIS 技术赋能，
提升自然资源跨界融合应用服务能力。

“透明”地下空间构建技术就是其中之
一。通过高效高精度的三维地质建模、地下
构筑物缓存生成、全空间数据多维动态可视
等技术应用，打造统一的地下城市数字底
座，城市地下空间得以更好开发利用，实现

“看得见的地下空间、守得住的城市安全”。
该技术在广东省深圳市智慧城市和数

字政府建设、上海市“地下空间资源”信
息化建设、四川省成都市复杂地质条件下
特大城市地质调查技术体系构建中都得到
了应用，取得良好效果。

从自然资源一体化智能化服务创新到
生态环境监测，从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
系构建到数字孪生水利建设，从赋能数字
乡村发展到统一时空框架参与城市全周期
管理，从文博场馆人文景观数字化到全面
融入智慧文旅产业……地理信息技术正以
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人们的工作与
生活。

开发地理信息数据资源 聚力实景三维中国建设

地理信息完整产业链初步形成
本报记者  孙亚慧

从万里之外的巡天“北斗”到近在手边的地图导航，近年来，随着中国数字经济
快速发展，地理信息产业技术的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已经融入了电力、交通运输、自
然资源等基础设施，带动了商业航天、低空经济、自动驾驶等融合型新业态发展。

当前，全球数字化发展日益加快，时空信息、定位导航服务成为重要的新型基础
设施，地理信息产业的时空数据服务潜力不断释放。

    在江西省南昌县大田农社，装有精准导航系统的无人驾驶收割机在收割成熟的
水稻。    新华社记者  万  象摄  

在广东深圳国贸大厦，物业工作人员查看新建成的国贸大厦数字运维管理平台。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据新华社电 （记者温竞华） 记者 7 日从中国科
技馆获悉，国庆假期期间，全国科技馆开展丰富
多彩的活动，接待观众初步预计超 300 万人次，掀
起黄金周科普热潮。

其中，中国科技馆推出“七十五载铸盛世 科
技创新强国梦”主题教育活动，通过互动体验、
动手实践、科学实验表演、科普讲座等多种活动，
带领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点燃科学梦想、感悟科学
家精神。科技馆首次推出的 《华夏之光——文明
的烛火》 沉浸式舞台剧，以新颖的形式和沉浸式
的体验受到观众热捧。据统计，国庆假期，中国
科技馆共接待观众 20 万人次，其中京外游客占比
超过九成。

国庆假期期间，各地科技馆以丰富新颖的
展览和活动助力文旅惠民。如，天津科技馆推
出“生物学小博士 ”“农业科研 ”“细胞科技 ”
三个馆外主题研学，带孩子们直观了解现代农
业的智能化与高效性；辽宁省科技馆开展“七
十五载逢盛世，辽科馆里谱华章”主题科普活
动，吸引 13.8 万名游客；广西科技馆展出“平
陆运河科普展”等展览，让观众感受中国力量、
领悟科技魅力……

与此同时，全国科技馆还加强了联动共享。10
月 1 日，为期一个月的 2024 年现代科技馆体系联合
行动“科技强国”主题活动在四川科技馆拉开帷幕，
全国数十家科技馆参与，受到公众广泛欢迎。

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表示，新时代的科普工作
要不断创新形式，以拉近科学和公众的距离。中国
科技馆作为国家科技馆，将发挥好引领示范和服务
全国科技馆的作用，强化现代科技馆体系联动共
享，为建设科技强国厚植创新土壤和人才根基。

科技馆掀起科普热科技馆掀起科普热

    观众在重庆科技馆参观、体验。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据新华社电 （记者潘
洁） 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
部和财政部近日联合发布
的《2023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
入统计公报》显示，2023 年
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
D）经费投入总量为 33357.1
亿元，比上年增长 8.4%，保
持稳定增长趋势。

“我国 R&D 经费总量
于 2012 年 突 破 1 万 亿 ，
2019 年 突 破 2 万 亿 ， 2022
年突破 3 万亿，目前 R&D
经费总量仅次于美国，位
居世界第二位。”国家统计
局社科文司统计师张启龙
说，R&D 经费投入持续加
大，为我国加快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
保障。

从 投 入 强 度 看 ， 2023
年我国 R&D 经费投入强度

（R&D 经 费 与 GDP 之 比）
为 2.65%，比上年提高 0.09
个百分点，提升幅度快于

“十三五”以来 0.02 个百分
点的年均水平。

从 活 动 类 型 看 ， 2023
年，我国基础研究、应用
研究、试验发展经费分别
为 2259.1 亿元、3661.5 亿元
和 27436.5 亿元，分别比上
年 增 长 11.6%、 5.1% 和
8.5%。其中，基础研究经
费延续两位数以上较快增
长势头，增速比 R&D 经费
增速快 3.2 个百分点；基础
研究占 R&D 经费比重达到
6.77%，创历史最好水平。

从 活 动 主 体 看 ， 2023
年，企业、政府属研究机
构 、 高 等 学 校 的 R&D 经 费 分 别 为
25922.2 亿元、3856.3 亿元和 2753.3 亿
元 ， 分 别 比 上 年 增 长 8.6%、 1.1% 和
14.1%。其中，企业占全社会 R&D 经
费的比重为 77.7%，比 2022 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

“我国企业 R&D 经费占全社会比
重 水 平 接 近 美 国 （79.0%） 和 日 本

（79.4%）， 高 于 德 国 （67.4%）、 法 国
（65.8%） 等欧洲国家，为创新发展提
供支撑。”张启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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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山东青岛平度市因地制宜积极探
索“葡萄+旅游”产业融合的发展路径，以打造
乡村振兴示范区为契机，通过科学指导种植、
搭建乡村智慧物流等举措发展葡萄产业，带动
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图为平度市大泽山镇葡萄大观园。
    梁孝鹏摄（新华社发）  

智慧物流推动乡村产业

据新华社电 （记者戴威） 记者 3 日从位
于安徽合肥的墨子量子科技基金会获悉，来
自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约翰·拉瑞特和瑞士
日内瓦大学、德国康斯特大学的尼古拉斯·
吉森因“使用光纤进行早期量子密钥分发实
验中的重要贡献”获得 2023 年度“墨子量
子奖”。

基于量子密钥分发的量子保密通信是迄
今唯一可实现“信息论可证”安全性的通信
方式，将大幅提升现有信息系统的信息安全
传输水平。量子保密通信发展到今天，已成
为最先走向实用化和产业化的量子信息技
术，并初步在政务、金融、电信、能源等领
域得以应用。

1993 年，约翰·拉瑞特及同事首次在 10

公里光纤基于相位编码中演示了量子密钥分
发的原型系统，并发展了用于探测通信波段
单光子的探测器。尼古拉斯·吉森及同事则
于同年在超过 1.1 公里的光纤中基于偏振编
码实现了量子密钥分发；3 年后，他们进一
步将距离扩展到 23 公里的现场光纤，并于
2002 年发展了“即插即用”结构以提升系统
的稳定性。

为推动量子信息科技的科学研究，多位
中国民间企业家捐资，2018 年成立墨子量子
科技基金会。基金会设立“墨子量子奖”，
遴选和表彰国际上在量子通信、量子计算与
模拟和量子精密测量等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
科学家。“墨子量子奖”的每位获奖者将获
得 125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和一枚金质奖牌。

据新华社电 （记者张泉） 我国科学家牵
头的科研团队利用我国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
置，在一种双镍氧层钙钛矿材料 La2PrNi2O7
中，实现了块体高温超导电性，并揭示了镍
基高温超导体的结构起源。

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程金光
研究员团队和周睿研究员团队联合国内外多
个研究团队完成，相关成果 10 月 2 日在国际
学术期刊 《自然》 发表。

超导电性是指某些材料在温度降低到某
一临界值以下时，电阻突然消失的现象。这种
材料被称为超导体，在众多高技术领域拥有巨
大应用潜力。然而，超导体要实现超导态，必须

要有极低温的环境。找到临界温度更高、更适
于应用的超导体，是科学家努力追求的目标。

2023 年，我国科研人员发现 La3Ni2O7
单晶在高压下存在临界温度约 80K （约零下
193 摄氏度） 的高温超导电性现象，掀起了
镍基高温超导的研究热潮。目前，如何在该
体系中实现块体超导态并揭示超导电性的结
构起源是关键科学问题。

“该研究结果表明，镍基高温超导电性
起源于双镍氧层钙钛矿相，并揭示了微观结
构无序对高温超导电性的不利影响，对于镍
基高温超导材料的进一步优化设计与合成具
有重要指导作用。”周睿说。

中国科学家实现块体镍基高温超导电性

两位外国研究者获“墨子量子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