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技术应用面临网络安全挑战
本报讯 （记者 于大勇）在近日举行的进博会上，毕马威发布

《2022毕马威全球新兴技术调查报告中文版》。报告显示，数字技术

应用面临网络安全挑战；相较于全球，中国对新兴技术的战略布局已

先人一步。

毕马威调研了来自全球的2200多名高管，其中包括中国区的100
余名企业高管。该报告显示，“以客户为中心”的技术战略和部署使企

业在数字化转型中获益最大。为丰富和改善客户体验，企业也在重新

设计企业技术，打破部门之间隔阂，设计全新的工作沟通方式以培养

无缝衔接的内部协作，这也是新形势下企业差异化的关键因素之一。

该报告认为，受到较高的投资回报率的影响，今年是该系列数字化转

型调研中信心水平最高的一年。在过去的两年里，调研中的大部分企业都

成功地利用数字化转型提升了盈利能力或业绩指标。相较于全球，中国区

对新兴技术的战略布局已先人一步。39%的中国区受访高管表示其所在的

企业已经有成形的战略规划，超出全球平均14个百分点。

技术是把双刃剑，企业应用数字化技术为业务运营带来便利的

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巨大的网络安全挑战。该报告称，网络安全团队

应付变化莫测的网络威胁承受着压力，这些压力的核心是人才短

缺。被调查企业表示，缺乏关键技能是阻碍网络安全的首要问题。

超过一半的受访者（58%）承认他们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发展落后于计

划，反映出网络安全团队在企业中的责任也越来越大。

毕马威中国及亚太区主席陶匡淳表示，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

核心主体，由新兴科技驱动的数字化变革正重塑着中国企业的核心

竞争力。在这轮变革浪潮中，技术创新成为企业实现科技转型的重

要引擎，新兴技术在推动企业快速创新、社会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城

市高效管理方面正发挥出巨大潜力。

值得关注的是，为了开启定义数字化领导力的新旅程，该报告揭

示了当今较为领先的数字化企业中观察到的7个特征，分别是：打通

孤岛，让员工的声音在跨部门之间传递；成为解决人才危机的一部

分；为云计算的利益相关方建立紧密联系；确保网络专家的尽早参

与；让客户的声音指导新兴技术战略；准备为提升客户体验转换平

台；勇于尝试明智的试验。

该报告表示，这些特征共同作用相互影响，帮助企业优化 IT成

果，确保可持续的数字化转型进程。整体来看，数字化转型成效重新

定义了在现行经济环境中领导者的含义。数字化成熟企业的7个决

定性特征将助力企业制胜充满挑战的商业环境，实现企业适应能力

和盈利能力的双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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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开发新抗体可抑制儿童脑瘤生长

本报讯 近日，比利时佛兰德斯生物技术研究所

（VIB）癌症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开发的新型单克隆抗体

可以抑制儿童脑部髓母细胞瘤的生长。

该研究结果发表于《临床癌症研究》。

髓母细胞瘤是一种罕见的侵略性脑瘤类型，是儿童

中最常见的脑癌。迄今为止，还未有针对髓母细胞瘤的

专门疗法，患者可接受化疗、放疗和手术等传统疗法，但

这些疗法往往会导致严重的副作用。

VIB的国际研发团队开发了一种干预免疫过程的单

克隆抗体，命名为TB-403。在研究过程中，患者根据病

情逐步增加TB-403的剂量。

虽然在进行治疗后，患者的髓母细胞瘤没有缩小，但

在11名患者中，有7名患者的肿瘤生长得到抑制，癌症的

状态有所改善；4名患者的肿瘤中断生长达 100天以上。

该疗法的另一个优点是，患者可在家中进行治疗。

泰国：
发布“个性化癌症疫苗”项目进展

本报讯 近日，泰国朱拉隆功国王纪念医院卓越朱

拉隆功综合癌症中心发布“个性化癌症疫苗”项目进展情

况。该中心对癌症免疫治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3 个领

域：细胞免疫疗法、个性化治疗性癌症疫苗，以及治疗性

抗体药物，可组合使用或独立治疗。该中心于2017年起

开发个性化的治疗性癌症疫苗，并于 2021年 1月进入志

愿者临床试验 I期。

在过去一年中，该项目对4名患有4期癌症的志愿者

测试了个性化疫苗，其中 3名患有黑色素瘤、1名患有肾

癌。结果表明，该疫苗安全且副作用很轻。该中心还通

过评估癌症活检中T淋巴细胞的分布来监测1名患者的

病理反应。在接种疫苗之前，研究人员主要在肿瘤周围

检测到白细胞；接种疫苗后，可观察到白细胞更多地渗透

到癌组织中。该患者目前在接种疫苗并监测9个月后病

情稳定。

以色列：
研发克罗恩氏症检测新方法

本报讯 近日，以色列舍巴医院宣布与英特尔公司

合作，帮助医生改善对克罗恩氏症（Crohn's disease）患者

的诊断和治疗。克罗恩氏症表现为整个消化道的慢性炎

症。预测克罗恩氏症的病程是炎症性肠病治疗中最重要

的临床挑战之一，而英特尔公司开发出的算法能够帮助

临床医生识别炎症和溃疡等克罗恩氏症症状，从而可以

进行快速治疗。

舍巴医院和英特尔联合开展的研究分析了 101名患

者的内窥镜胶囊视频，开发出了一种算法来预测生物治

疗的需求。该算法能够在约2分钟内扫描1万至1.2万张

图片。该算法开展治疗决策的准确率为86%，而医生手动

使用胶囊内窥镜开展治疗决策的准确率为70%，通过最准

确的粪便生物标志物开展治疗决策的准确率则为74%。

美国：
用工程干细胞疗法治疗致命脑癌

本报讯 近日，美国布莱根妇女医院和哈佛医学院

的研究人员设计出一种治疗术后胶质母细胞瘤（GBM）

的全新策略。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通讯》。

研究人员在循环肿瘤细胞或血流中的癌细胞上发

现了称为“死亡受体”的特殊受体，再从健康人类供体的

骨髓中提取干细胞进行改造，使其能够释放一种与死亡

受体结合并引发细胞死亡的蛋白质，以用于攻击GBM
特异性的肿瘤细胞。此外，该团队还在干细胞系统中构

建了一个安全开关，可通过PET成像跟踪干细胞，并在

激活时根除干细胞，以进一步促进癌细胞死亡。该策略

在GBM的临床前模型中具有显著疗效，所有小鼠在治

疗后的存活时间均超过了90天。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公安部，公开

征求对《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

通行试点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通知》提出，在全国智能网联汽车道

路测试与示范应用工作基础上，工信部、

公安部遴选符合条件的道路机动车辆生

产企业和具备量产条件的搭载自动驾驶

功能的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开展准入试

点；对通过准入试点的智能网联汽车产

品，在试点城市的限定公共道路区域内开

展上路通行试点。

专家表示，虽然此次发布的只是征求

意见稿，但也意味着正式文件的出台可

期。这将对加快我国智能网联汽车的发

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突出安全运行

此次发布《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

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

稿）》，旨在进一步提升智能网联汽车产品

性能和安全运行水平，推动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征求意见稿意见反

馈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12 月 1 日。

据了解，《通知》提出的智能网联汽车

搭载的自动驾驶功能是指国家标准《汽车

驾驶自动化分级》定义的 3 级驾驶自动化

（有条件自动驾驶）和 4 级驾驶自动化（高

度自动驾驶）功能。

通过开展试点工作，引导智能网联汽

车生产企业和车辆使用主体加强能力建

设，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促进智能网联

汽车产品的功能、性能提升和产业生态的

迭代优化。基于试点实证积累管理经验，

支撑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制修订，推

进健全完善智能网联汽车生产准入管理

体系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系。

对于试点城市条件，《通知》明确，试

点城市应当具备支持开展智能网联汽车

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的地方性法规或管

理政策、组织协调机制等政策保障条件；

具备与申报试点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

驶功能设计运行条件和道路交通管理实

际相适应的公共道路、交通基础设施、通

信基础设施、高精度地图等必要的基础

设施条件，试点道路的交通设施应当符

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要求；具备良

好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

基础、省级或市级智能网联汽车安全监测

平台、汽车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管理能

力、安全隐患和突发事件处置能力等安全

管理条件。

对于试点汽车生产企业条件，《通知》

规定，试点汽车生产企业应当是取得道路

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的汽车整车生产

企业，具备搭载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产品

的设计验证能力；具备汽车功能安全、预

期功能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软件升

级、风险与突发事件等安全保障能力；具

备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安全监测服务企业

平台，可对试点车辆的安全状态进行监

测，并建立报告机制；具备用户告知机制。

“汽车在智能化时代还需要新的产品

和企业准入制度。”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永伟表示，当前，大

量的技术创新走在了标准和准入制度的

前面，需要快速提升有关准入门槛的制定

水平，同时增强制定准入门槛的能力。“如

何通过制定准入门槛解决好管理、监管和

创新的关系，是行业面临的现实挑战。”

重视数据管理问题

“我国汽车智能化的发展所涉及的层

面更加多元化，更具有跨界性，对政策和

体制创新的需求更高。”在张永伟看来，汽

车智能化需要技术和产业创新，同时也需

要制度创新。

“我国围绕着智能网联汽车已经形成

了基本的制度框架体系，甚至有些方面走在

了全球前列。但有些方面需要我们高度关

注，向其他国家学习借鉴。目前，最迫切的

是进一步完善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所需要的

汽车数据管理制度。”张永伟说。

据介绍，我国从 2021 年开始重视汽车

智能化带来的数据管理问题，也形成了基

本的数据管理制度。然而，相对于其他产

业而言，汽车的智能化速度非常快，这也

使得部分相关制度特别是法律层面与汽

车智能化发展速度之间的协调问题成为

重中之重。

“数据本身权责界定问题也值得关

注。智能汽车所形成的数据所有权、使用

权和基于使用权所形成的收益权如何界

定，这是非常棘手的法律问题。一旦出现

数据问题，如何进行审查、问责，这些都是

汽 车 企 业 所 关 心 的 需 要 迫 切 明 确 的 问

题。”张永伟表示，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完

善智能网联汽车数据管理制度。

车载操作系统需加速发展

“随着信息化与汽车的深度融合，汽车正在

从传统的交通运输工具转变为新型的智能出行

载体，智能化和网联化已经成为必然。”全国乘用

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智能网联

汽车道路测试工作的加速推进，对汽车行业整体

加速发展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操作系统是比芯片更加迫切的供应链

问题。”在崔东树看来，在车联网发展过程

中，操作系统的缺失将是致命问题。

“安卓系统在智能汽车的发展上已通过

车机系统进入车企，下一步将会向座舱系

统、底盘系统进一步渗透。未来可能全世界

的智能汽车都采用了一个开源的、开放的、全

免费的操作系统，一旦这一生态形成，那就是

丛林法则、赢者通吃。因此，操作系统是比芯

片更加迫切的供应链问题。”崔东树说。

崔东树表示，我国部署新能源汽车、智

能网联汽车的供应链需要不断深入，坚持边

引进吸收，边自主创新的发展思路。对于目

前国内比较薄弱的内核、工具链等，建议加

快吸收国外领先的技术架构和开发经验。

“底层的基础操作系统研发是一个系统

工程，开发难度大、开发周期较长，需要投入

大量的人力、财力，基本没有企业会全新开

发基础操作系统，目前基础操作系统主要被

国外垄断，国内主要是基于现有基础操作系

统进行开发。”崔东树建议，坚持边引进吸

收，边自主创新的发展思路。对于目前国内

比较薄弱的内核、工具链等，应该加快吸收

国外领先的技术架构和开发经验。

新规将出 智能网联汽车加速跑
▶ 本报记者 于大勇

本报讯 近日，中国石化与壳牌、中国宝武、巴斯夫

在上海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四方将开展合作研究，在

华东地区共同启动我国首个开放式千万吨级CCUS（二

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目，为华东地区现有产业脱

碳，打造低碳产品供应链。该项目将引领我国CCUS产

业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据了解，CCUS即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通过

从工业排放源中捕集二氧化碳并加以利用或注入地质

构造封存，以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的过程。CCUS是一项

具有大规模减排潜力的技术，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技术

组成部分。

该项目将为华东地区工业企业提供一体化二氧化

碳减排方案。项目将长江沿线等工业企业，比如钢材

厂、化工厂、电厂、水泥厂等的碳源通过槽船集中运输至

二氧化碳接收站，通过距离较短的管线再把接收站的二

氧化碳输送至陆上或海上的封存点，为华东地区长江沿

线工业企业提供灵活、有效的一体化二氧化碳减排方

案。

华东地区经济活跃，CCUS的发展符合该地区的脱

碳需求。在该地区内有多个国家级工业园区，以江苏省

为例，沿江分布了南京经济开发区、扬州经济开发区、苏

州工业园区、南通经济开发区等多个国家级工业园区，

在该区域内部署CCUS集群项目，可以有效降低单位脱

碳成本、显著提升整体作业效率。

此次合作的 4家企业优势互补，以CCUS为纽带共

同打造绿色低碳供应链、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脱碳产

品在全球迈向净零排放环境转型中越来越具有价值。

中国石化、壳牌、中国宝武和巴斯夫都是行业头部

企业。其中，中国石化率先建成中国首个百万吨级

CCUS 项目，拥有CCUS 全产业链技术和实践；壳牌具

有覆盖全产业链的技术能力、国际项目商业化运营的经

验；中国宝武是全球最大钢铁企业，国内首家向全球发

布碳中和冶金技术路线图的企业；巴斯夫是全球最大化

工企业之一，行业标准建立及认证拥有国际影响力。

4家企业通过该项目将形成强有力的联盟，为现有

产业脱碳，打造低碳石油化工、钢材等产品价值链，发展

低碳产品市场体系，解锁低碳产品带来的附加价值，推

动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发展。 阿布

首个开放式千万吨级CCUS项目启动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大力推进建设风能产业集群。随着

多个新能源产业项目落地生根，通辽市正做优做强风能产业，为当地

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新路径。图为在通辽市天顺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厂房，工人在生产线上工作。 新华社记者 连振/摄

近日，重庆发电厂环保迁建500千伏送出工程顺利投运，标志着重庆电厂环保搬迁项目的重要配套工程完工。

据了解，重庆发电厂新厂两台机组建成并网后，最大可提升供电能力132万千瓦，将成为今年重庆迎峰度冬的重要

支撑保障电源，进一步增强重庆电网调峰能力，优化电网电源结构，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更加坚强的能源

保障。 新华社记者 刘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