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日，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桥隧工职业技能大赛总决赛在贵阳开赛，来自国内的85支队伍214名选手围绕钢筋

骨架加工、隧道衬砌缺陷无损检测、施工放样等赛项展开角逐。比赛为期4天，设置职工组和学生组两个组别。图为当

日选手参加隧道衬砌缺陷无损检测项目比赛。 新华社记者 陶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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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数据局挂牌具有里程碑意义国家数据局挂牌具有里程碑意义
2023年10月25日，国家数据局正式挂牌。

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是国家基础性战略性资

源。我国数据资源富集，2022 年数据产量达 8.1ZB，位居全球第二

位。“成立国家数据局，是优化数据管理机构和职责体系的重大改革，

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开创了构建数

据基础制度、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

的新局面。”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局长朱诚认为，国家数据局履职，

有利于从国家层面统筹协调数字领域的发展和安全问题，进一步增

强国家战略落地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释放数据作为生产要素

的价值，形成数据高效流通和利用的生态格局，迎来更大的发展机

遇。

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局长代小红认为，成立国家数据

局，将重塑形成从中央到地方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一张网”“一盘

棋”数据工作格局，对于统筹推动数字中国建设、数字经济发展、数字

社会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据管理利用具有里程碑意义。

““海豚海豚11””出征出征！！看看AIAI时代时代““驭海之术驭海之术””
浮球！平静的航行被一阵预警声打断。“海豚 1”的首航航线上

出现了成片的浮球，浮球下方是一望无际的海产养殖场。

这让中国首艘数字孪生智能试验船“海豚 1”首航领队、哈尔滨

工程大学教授张智心里咯噔一下：“海图上并没有标注出这里有养

殖场，怎么办？临时绕路已经来不及，只能穿越这片‘暗礁’林立的

迷乱之地。”

“绕开这些定位规律不明、确切坐标未知的浮球，它能做到吗？”

这一问题在张智脑中一闪而过，然而，“海豚1”上装载的激光雷

达、固态雷达、全景红外视觉系统以及它百兆每秒的数据处理速度

又让张智觉着自己想多了。

凭借超高配置和决策能力，“海豚 1”仅用了很短时间就解决了

首航中遇到的难题，巧渡“险滩”。

在10月12日召开的世界航海装备大会上，哈尔滨工程大学展厅

中展出的“海豚1”受到广泛关注，当参观者了解到该船在信息融合、

态势感知、数字孪生等3个方面达到的智能化水平时，忍不住啧啧称

赞。

由“海豚 1”出征领航，中国智能船舶在高质量发展之路迈出了

扎实一步。

““中国建造中国建造””加速加速““智慧升级智慧升级””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成都市首批智能建造试点项目——位于

天府新区的成都科创生态岛正在热火朝天的施工当中。从高空俯

瞰全岛，数个高低不一、大小不同的圆弧形建筑错落有致地“散落”

在成都梓州大道两侧，鹿溪河、兴隆湖环抱四周。走进项目指挥中

心，数字沙盘、多个监测大屏、BIM（建筑信息模型）体验、VR防火

体验等数字化应用成果让人目不暇接。

如今，盖大楼不再是靠人工“搬砖头、轧钢筋、浇水泥”，而是技

术人员按按键盘，“智慧大脑”数字化调配，各种机器人精准化施

工。这不再是科幻作品中的描绘，而是建筑行业正在发生的变

化。一向被认为是劳动密集型、技术水平偏低的建筑业，正在告别

传统的工作方式，“中国建造”开始加速“智慧升级”。

《经济日报》2023.11.1
熊丽

《科技日报》2023.11.2
张佳星 李丽云 霍 萍

赵英淑 林莉君 滕继濮

《经济参考报》2023.10.30
梁倩

国产仿制药国产仿制药：：““青出于蓝胜于蓝青出于蓝胜于蓝””
近年来，我国仿制药工业在质量、生产能力及市场地位等方面

进步很大。一致性评价政策在审批环节严守仿制药“质量关”，我

国仿制药出海数量不断增加，国际认可度的提升也从侧面说明我

国仿制药水平的提高。

自 2021年起，国家医保局组织全国范围内的 29个医疗机构，

对国家集中采购中选仿制药开展真实世界研究。日前，这项包含

14万病例、历时2年的大样本临床回顾性研究公布结果，其评价的

抗感染、抗肿瘤等领域23个仿制药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与原研药

等效，个别仿制药的安全性或治疗缓解率比原研药更高。

专家表示，目前我国正处于由仿制药大国向仿制药强国跨越

的阶段。市场上药品未通过一致性评价及不具备规模生产和产品

管线优势的企业正在被淘汰，仿制药正逐步实现对原研药的高质

量替代，医药产业集中度不断提升。在此基础上，我国患者用药质

量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科技日报》2023.11.1
张佳星

▶ 本报记者 李洋

近年来，VR（虚拟现实）产业与5G、人

工智能等技术体系加速融合，带动一体机、

头戴式、移动端各类产品“百花齐放”。然

而，在经历了多轮热炒后，今年以来，VR
设备出货量表现得并不如人意。

根据 IDC近日发布的数据，2023年上

半年，中国AR(增强现实）/VR头显出货量

为 32.8万台，同比下滑 44％。值得注意的

是，在行业整体表现并不乐观的情况下，

AR出货量却日渐走俏。数据显示，AR出

货量为6.8万台，同比上涨142％；而VR出

货量为26万台，同比下滑53.3％。

另据 IDC《全球 AR/VR 头显市场季

度跟踪报告预测》，2023 年全年中国 AR/
VR出货量预计80.2万台。其中，AR预计

出货量20.6万台，同比上涨100.2％；VR预

计出货量59.6万台，同比下滑45.9％。

AR 和VR 市场为何会出现截然不同

的表现？

VR遇冷

2021 年年底，中国市场的 VR 一体机

产品进入较为激烈的价格竞争阶段，厂商

依靠补贴策略进行大规模出货的尝试持续

了多个季度。自 2022 年第三季度末 Pico
4 发布以来，该产品平均单价开始出现回

升。伴随着中高端VR型号新品的发布以

及厂商营销节奏调整，“价格战”趋近结束。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

虚拟现实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张立在 2023
世界VR产业大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全

球消费电子市场表现低迷，包括虚拟现实

终端在内的主要消费电子产品出货量均出

现不同程度下滑。2023 年上半年，全球

VR/AR 头显出货量下滑近一半，虚拟现

实行业投融资并购热度也明显下降，同比

下滑近七成。

张立表示，解决好强大算力与轻便性

之间的矛盾，是 VR 应用走向成熟的关

键。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带动下，“5G+
云算力”将加快终端普及。

在业内看来，2023 年中国 AR/VR 市

场出现大幅震荡是需求端乏力与供给端新

品吸引力不足、营销力度减弱双重因素的

结果。在市场表现中，VR 出货量急剧下

降似乎早已有预兆。

易观分析高级分析师陈晨分析表示，

VR 市场遇冷，一方面是受经济下行和元

宇宙发展放缓的影响，年初开始海内外

VR 头部厂商相继进入了休整期，转向了

更务实的发展策略；另外VR本身的核心

场景、内容生态一直没有形成，硬件性能也

未达到用户预期，导致消费者的购买意愿

不足。

通信业知名观察家项立刚对记者表

示，“VR 在游戏娱乐领域有一定的机会，

以前整个社会对于 VR 的理解是夸大了

的，实际上目前VR的应用对于整个社会

的帮助并不大。”

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委员会专家安

光勇也认为，VR 基本上是脱离了现实。

“过去几年，虽然VR在电竞等特定场景取

得了一些成功，但在大多数行业中并没有

真正成为生产力的关键工具。此外，市场

饱和是VR面临的另一个问题。”

AR被寄予厚望

与VR不同，AR市场数据表现乐观。

《虚拟现实产业发展白皮书（2023 年）》显

示，2023年第二季度国内市场AR眼镜出

货量为 4.6 万台，同比增长 64%。观影类

AR眼镜新品接连发布，文旅成为AR商用

市场的主要场景。

陈晨分析表示，AR 市场的崛起在于

近几年消费级市场愈发受到重视，主流厂

商从产品策略、使用体验、内容资源等方面

对消费级AR眼镜做了针对性升级。相比

VR 设备，目前消费级AR眼镜在家庭、车

载、旅行途中的使用场景更多，舒适度、易用

性、便携性更强，更容易受到消费者青睐。

除去消费级产品外，AR 市场相对走

俏的原因或许还在于其更广泛的应用领域

和生产力潜力。IDC数据显示，上半年中

国市场AR出货量6.2万台，商用市场出货

量6.8万台，其中消费市场出货量0.6万台。

“未来AR增强现实的特性有望为各行

各业提供增值服务。这种广泛性应用使AR
在医疗、教育、制造业等领域找到了具体的解

决方案，从而提升了市场需求。”安光勇表示。

“AR有望为企业提高工作效率、改善

生产流程，因此受到追捧。比如，对一些工

厂的生产线巡检、维修辅助工作是比较有

价值的。”项立刚也如此说。

“AR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虚拟元素

与现实世界的融合更加自然和逼真。这使

得AR在教育、培训、医疗等领域的应用越

来越广泛。”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

长、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工程执行

主任袁帅说，随着消费者对AR技术的认知

和接受度不断提高，市场需求也在不断增

长。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机构开始推出基于

AR技术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用户需求。

生态如何持续发展

“VR 设备原本作为元宇宙重要入口

被寄予厚望，但未能取得预期成效，主要原

因在于该设备的沉浸体验不足、缺乏刚需

场景和丰富的内容生态。”陈晨表示，未来

VR 市场发展除了需要提升硬件性能，还

需要加大对开发者生态的培养，此前Meta
在推出Quest 3的同时，宣布与微软Xbox、
Roblox 的合作也证明了内容资源和开发

者生态的重要性。因此关键还是要解决

VR内容匮乏的问题，提供资金支持、技术

支持等吸引开发者参与，通过扶持开发者

持续生产多样化的内容，才能更好地构建

开发意愿—内容—收入的良性循环。

安光勇认为，未来，VR市场需要从多

个方向发力，包括技术创新、更广泛的应用

领域和与其他技术的整合。“除了改进娱乐

体验外，VR 厂商还需寻找更多实际的商

业应用，以扩大市场需求。整合VR技术

与其他新兴技术如人工智能和物联网，可

能会为VR带来新的发展方向。”

“目前，VR 市场尚未达到饱和状态，

但是竞争已经非常激烈。”袁帅认为，“VR
市场需要解决现有问题，不断创新和发展

新的应用场景，同时降低设备价格并建立生

态系统，以实现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头显市场遇冷头显市场遇冷 ARAR被寄予厚望被寄予厚望

本报讯（记者 张伟）10月 31日，2023云栖大会在杭

州开幕，吸引全球数万开发者参会。大会期间，围绕云计算和

人工智能融合发展，新发布158个产品和解决方案，238家云计

算产业生态企业共3000余项技术和产品进行了展览展示。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蔡崇信表示，今年云栖大会

回归了 2015 年的主题“计算，为了无法计算的价值”。他

说，当时云计算支撑的移动互联网创新如雨后春笋，今天希

望我们身处的AI时代继续支撑所有开发者的创新和梦想。

AI创业者成为大会焦点。蔡崇信表示，过去 10来年，

阿里云服务了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大发展。今天，随着大模

型技术的迅速发展，智能化时代正在开启。阿里云正在面

向AI时代进行全面的技术升级和创新，打造AI时代一朵最

开放的云。

超过一半的中国大模型企业来到了现场，奋斗在一线

的大模型创新创业者在大会上担当主角。百川智能创始人

兼CEO王小川发表演讲，分享自己在大模型时代的实践。

百川智能成立半年时间发布 7款大模型，研发速度远超行

业水平。在激烈竞争的大模型创业赛道上，百川不足半年

时间，就跻身科技独角兽行列，创下国内大模型创业企业最

快纪录。他说，正是云计算助力百川大模型实现月度迭代。

童语故事创始人兼CEO张华在大会上向开发者分享

了一位父亲用大模型创业的故事。7个人的团队，在阿里云

上创业，不足 3个月，“童语故事”的MAU（月活用户）就达

到了几十万，平均每个月 IT成本才 1万元左右。“有了大模

型、云计算这些成熟的技术，才能让我们实现低成本高效创

业。”张华说。

为扶持AI创业者技术落地、创新提速，此次大会面向

全球AI创业者举办AI类命题开发竞赛。参赛者使用阿里

云提供AI产品，48小时内完成产品demo，并落地使用。目

前，已有200支团队参赛。决赛团队将通过线上创意招募+
线下赛+路演等方式进行总决赛，由技术专家、产品专家、投

资人、业内人士组成的评审团进行评分和指导，选出最能体

现“让专业更专业、让输出更高效”的创意成果。

云栖大会参会者以年轻开发者为主，但随着云计算技

术成为各行各业创新的基础，参会者越来越广泛。今年参

会者中，年纪最大的超过了 70 岁，年纪最小的仅有 10 岁。

其中一位71岁银发CTO仍然奋斗在技术创新一线。他对

记者表示，他对数字人技术很感兴趣，希望在云栖大会发现

社区管理、养老服务等领域的技术应用。年纪最小的是 10
岁的索南却丁，他从青海治多县跨越 3129公里来到现场，

为的是“希望学习最新的科学技术”。

此外，还有一批来自明星产业集群地区的参会者。来

自浙南印刷包装产业集群的创业者希望看到技术和制造业

融合的创新；鞋业、箱包、五金等行业参会者来自温州、广

东、平湖等区域的企业；上海半导体产业集群地区也有不少

参会者，云计算和硬件体系的融合进一步深入。

据悉，过去 14年来，云栖大会吸引了全球 70多个国家

的 70万行业人士和开发者相聚杭州云栖小镇。今年的云

栖大会有全球 44个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参会。云栖大

会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云计算和开发者盛会。

今年以来，山东省日照市实施工业倍增“头号工

程”，通过产业扩能提级、企业升级赋能、项目提质增

量、园区领军突破“四大行动”，实现企业培强育优，增

效升规。1-9月，日照市 973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

成产值3055.3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4%，

完成技改投资突破124亿元，增速10.2%。图为10月26
日日照兴业汽配公司戴姆勒卡车纵梁智能自动化生产

线上，工作人员在生产卡车纵梁。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AIAI创业者成为创业者成为20232023云栖大会焦点云栖大会焦点

数字消费者权数字消费者权益保护益保护
白皮书发白皮书发布布

本报讯 （记者 李洋） 10月31日，中国信通院

在2023（第九届）中国互联网法治大会上发布了国内

首份《数字消费者权益保护白皮书（2023年）》。

《白皮书》指出，数字技术正在全面、深刻地改变

着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消费环境的数字化演

进，加剧了消费者的相对弱势地位，消费者“画像”受

到一定程度的重塑，要求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向前

发展，回应消费者在数字空间中的利益诉求。

《白皮书》显示，数字消费者权益保护面临两方

面形势要求。一方面，消费形态变化要求权益保护

升级。数字业态范围不断扩张，消费链条更加复杂，

消费触点更加多样，侵权方式更加隐蔽，对数字消费

者权益保护的规则体系、保护机制、维权支持、技术

能力提出了宽领域、协同性、多层次、高效性的要

求。另一方面，如下两个视角的数字消费者权益保

护尤其受到关注。从“权益”视角看，个人信息受保

护权、财产安全权、知情权和数字空间安宁权等重点

类型的权益保护期待更高水平；从“消费者”视角看，

未成年人、老年人、残障人士、边远地区群众等关键

群体的权益保护需求持续强化。

《白皮书》显示，未来数字消费者权益保护将呈

现六大趋势：面向未来，数字消费内涵将进一步拓展

深化，各类业务场景加速融合；数字消费者权益将持

续交织裂变，权益保护工作的精细化要求不断加深；

权益保护的法律规制及保护机制不断优化，立法层

面的规则衔接性、监管层面的保护协同性将不断增

强；随着各方逐步提升权益保护的广度和深度，多元

主体共治共护的格局将不断扎牢；权益保护的技术

手段将加速体系化，管理部门“以技治技”的水平将

进一步提升；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将成为更

多经营者自觉行动，管理部门以人为本的监管体系

也将更加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