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3日，在 2024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

工业数据要素暨工业互联网规模化应用专

题论坛上，北京市朝阳区工业互联网产业园

及全国工业数据资产登记北京节点揭牌。

由电子城高科、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

院、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联合打造的北京

节点揭牌，标志着北京推动工业企业全量实

施“智改数转网联”，以及真正发挥“数据要

素×”效应，让数据“活起来”“动起来”“用起

来”，探索并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北京范

式”。

向“新”规划

工业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在经济增长、提

升生产效率、智能决策支持和引领数字化转

型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工业数据资产登记北京节点是全国工

业数据资产登记确权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立足北京朝阳、服务北京乃至京津冀的

新型数据要素流通利用基础设施，北京节点

将基于工业数据资产登记，为工业企业提供

数据价值评估、资产入表、流通交易、金融贷

款、数据保险等服务，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加速推进北京新型工业化进程。

“从去年年底开始筹备，到 5 月 29 日在

朝阳国际数据要素生态大会上正式启动，再

到 7月 3日在本次论坛上正式揭牌，这意味

着工业数据资产登记北京节点的相关工作

正在全面铺开。”电子城高科相关负责人说。

如何铺开？聚点连线，构建工业数据服

务链条。电子城高科将在北京市主管单位

及北京电控的指导和支持下，联合中关村科

技园区朝阳园管理委员会（北京市朝阳区科

学技术和信息化局）、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

院，打造工业互联网产业园和集聚区，全力

推进工业互联网产业和工业数据要素产业

在北京朝阳的融合汇聚；构建工业互联网公

共服务平台和服务体系，精准提供工业数据

资产登记、评估、交易、入表、跨境，工业互联

网检验检测等链条服务；依托北京电控在数

字经济算力中心等方面的资源优势，进一步

激活工业数据要素潜能，为工业互联网产业

园区内企业提升数据治理水平、挖掘数据价

值发挥积极作用，助力朝阳区国际数据要素

产业集聚区建设。

连线成面，打造数据要素生态体系。北

京作为全国数据要素先锋城市，将加快完善

数据要素制度体系，加快出台数据产权、流

通交易、收益分配、数据治理相关政策；做强

做优数据要素产业，加快数据科技与数据产

业相互融合；打造数据要素创新生态，探索

数据开发利用新路径，推动数据“活起来”

“动起来”“用起来”。

加“数”布局

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表示，培

育数据要素市场是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抓手。数据要素化是递进的三个

层次，即数据资源化是数据价值释放的前

提、数据资产化是数据要素价值得以保障的

根本、数据资本化是数据要素价值得以释放

并创造新价值的途径。

“工业制造领域积累了海量数据资源，

加快推进工业数据要素价值化意义重大。”

他建议各方在参与体制与机制建设过程中，

迸发更多创新思维，打造更多创新场景，繁

荣数据开发利用生态，做强做大数据产业。

论坛期间，作为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核心

区，北京市朝阳区联合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

院发布《工联院与朝阳区联合推动工业互联

网产业生态建设三年（2024-2026）行动计

划》。基于该计划，北京市朝阳区工业互联

网产业园启动建设。

北京市朝阳区党组成员、副区长杨洪福

期待，朝阳区和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电

子城高科共同建设好朝阳区工业互联网产

业园，打造产业发展生态，完善配套服务，共

同推进工业互联网产业创新发展。

“朝阳区的这些具体行动，是要让数据

‘放出来’‘动起来’‘用起来’，真正释放数据

要素价值。”电子城高科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作为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朝阳区和

电子城高科共建工业互联网产业园的重要

内容，北京节点集中采集、整理和登记工业

数据，将有效帮助企业提升管理水平、提高

竞争力。同时，数据资产登记和流通交易在

北京具有广阔市场，北京节点将深入开展标

准、技术、应用研究，推动工业数据资产登记

确权、价值评估、流通交易，打造工业数据基

础制度建设“北京模式”。

据电子城高科相关负责人透露，北京节

点将以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为目标，以培

育区域工业数据要素流通生态、发挥工业数

据价值赋能实体经济为重点，以工业数据资

产确权为抓手，提供全流程工业数据要素全

周期全链条服务。

“未来，还将引育一批技术型、服务型、

应用型等行业数据服务企业，共同打造朝阳

数据服务发展集聚地。”该负责人说。

全国工业数据资产登记北京节点揭牌

探索新型工业化的探索新型工业化的““北京范式北京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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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争粉）7月10日，2024
世界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发布会在郑州举

行。会上，长城战略咨询发布的《GEI世界独

角兽企业发展报告 2024》显示，截至 2023 年

年底，全球独角兽企业总数达到 1201家，总

估值达 3.45万亿美元。其中，超级独角兽企

业阵容强大，共有 39家；新晋独角兽企业活

力四射，达到145家，为全球经济增长和科技

创新注入了新鲜血液。

长城战略咨询董事长武文生表示，独角

兽企业数量是衡量一个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

综合性指标之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参

考意义。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

演变的背景下，全球独角兽企业持续迸发强

劲活力。

全球独角兽企业版图呈现“两超多强”格

局。2023 年全球独角兽企业分布于五大洲

的 47个国家及地区。其中，美国（530家）和

中国（375 家）集聚了超七成独角兽企业，而

印度（54家）、英国（35家）、德国（26家）、法国

（22家）、以色列（17家）、加拿大（16家）、韩国

（13家）、新加坡（12家）和巴西（12家）九国独

角兽企业数量在10家以上，共同绘制了全球

独角兽企业的分布版图。

美国独角兽企业规模估值占优，中国新

晋独角兽企业数量超过美国。经对比研究，

美国 530家独角兽企业的总估值达 14814亿

美元，高于中国375家独角兽企业的12383亿

美元总估值，但中国独角兽企业平均估值高

于美国，并且在新晋独角兽企业数量上，中国

以72家的数量超过美国的45家。

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独角兽企业集中分

布的赛道存在明显差异。美国超四成独角兽

企业聚集于企业数字运营、金融科技、数字医

疗赛道，美国独角兽企业所分布的网络安全、

绿色科技、智慧防务等赛道暂无中国独角兽

企业的身影。而中国在集成电路、清洁能源

和创新药等前沿科技赛道中的独角兽企业布

局已初见成效，并且在金融科技、智慧物流等

新兴赛道上也涌现出了一批独角兽企业，为

中国的数字化转型和产业升级注入了新的活

力；同时在中国独角兽企业所分布的新能源

汽车、智能网联和 VR/AR 赛道暂无美国独

角兽企业。

“低频、大额、集中”成为独角兽企业融资

新常态。该报告显示，在融资方面，全球独角

兽企业呈现出“低频、大额、集中”的特点。

2023年，共有 310家独角兽企业成功获得融

资，占总数的1/4以上。其中，16家独角兽企

业均获得了超过10亿美元的大额融资，融资

总额高达405.3亿美元，占据了全年融资总额

的近半壁江山。其中，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OpenAI和Anthropic新获融资总额占美国独

角兽企业融资总额的四成以上。美国与中国

作为融资的两大主战场，新获融资独角兽企

业数量均超过百家，合计融资总额接近全球

八成。

金融科技与人工智能成为独角兽企业热

点赛道。2023年，全球独角兽企业分布于45
个赛道，金融科技、企业数字运营、数字医疗、

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慧物流等前沿领域成

为独角兽企业的主要竞技场，这些赛道上的

独角兽企业数量均超过50家，吸引了大量资

本与人才的汇聚。值得一提的是，新晋独角

兽企业集中在人工智能、金融科技、清洁能

源、集成电路、企业数字运营 5个赛道，新晋

数量均超10家，展现了巨大的市场潜力与发

展空间。

亚欧独角兽企业赛道布局特色鲜明。虽

然亚洲与欧洲独角兽企业在总数和估值上大

体相当，但在赛道布局上展现出截然不同的

趋势。亚洲地区（除中国外），独角兽企业总

数达到121家，总估值超过3000亿美元，新晋

独角兽企业数量为8家，主要集中在印度、以

色列、韩国和新加坡等国；欧洲共有123家独

角兽企业，总估值达 3100多亿美元，新晋独

角兽企业达 14家，广泛分布于 19个国家，但

英国、德国、法国三国占据近七成数量。

从赛道的布局上看，亚洲独角兽企业主

要布局于金融科技、智慧物流等与C端消费

服务紧密关联的领域，体现了亚洲市场以技

术创新推动消费升级的发展特点；而欧洲独

角兽企业主要布局在动力电池、清洁能源、绿

色科技等环保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并且超三

成的企业在2023年新获融资，且这些赛道的

企业融资总额占据了欧洲七成以上的比例，

展现出欧洲在推动绿色经济转型方面的坚定

步伐和强大融资能力。

我国海上风电正在加速从“浅蓝”走

向“深蓝”。

7月 3日，全球单体容量最大的漂浮

式风电平台“明阳天成号”在广州完成安

装。这是全球首台双风机漂浮式海上风

电平台，首创“V”字型塔架结构，总装机

容量16.6兆瓦。

在全球能源转型和“双碳”目标下，

我国海上风电呈现提速发展之势，走向

深远海成为其主要发展趋势之一，随着

漂浮式风电技术逐步成熟，其商业化规

模化应用正蓄势待发。

加速迈向深蓝

“明阳天成号”由明阳智慧能源集团

股份公司自主研制，其漂浮式基础由中

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建造。该平台

将在广东阳江青洲四海上风电项目投入

使用。据测算，该平台正式投运后，平均

每年可发电约 5400 万度，能满足 3 万户

三口之家一年的日常用电。

不同于常见风车造型的海上风电平

台，“明阳天成号”由一个漂浮在海面上

的“Y”字型漂浮式基础以及安装在基础

上的 3个橄榄球形浮筒、1个“V”字型塔

架、2 台风机组成，两组巨大的风叶“并

蒂”而开。

“明阳天成号”平台叶轮最高处达

219 米，空中最大宽度约为 369 米，整座

风电平台排水总量约 1.5万吨。两台 8.3
兆瓦风机的叶轮尖端之间间隔 5 米，实

现最大化的捕风率。平台整体拖航设计

吃水5.5米，可应用于水深35米以上的全

球广泛海域。

“随着浅海的海上风电发展逐渐饱

和，深远海就成为海上风电发展的必然趋势。”明阳集团漂浮式

风机设计平台总设计师王超说，“明阳天成号”是我国海上风电

走向深远海的重要探索。

“近年来，我国在深远海风电开发的核心技术和实践经验

上，已取得一系列成果：‘三峡引领号’‘海油观澜号’‘扶摇号’

‘国能共享号’等多个漂浮式风电机组平台实现并网或安装。这

些漂浮式风电机组平台创造了包括全球首台抗台风、全球最大、

全球首个离岸距离与海水深度‘双百’、全球首个风光渔融合等

多项佳绩，为我国海上风电加速走向‘深蓝’夯实基础。”中国可

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表示。

同时，根据相关机构测算，我国漂浮式海上风电理论潜力发

展规模高达 600GW，市场前景可期。秦海岩说，深远海将是我

国海上风电开发的主战场。

面临诸多挑战

海上风电向深远海发展是必然趋势，但漂浮式海上风电尚

处于起步阶段，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王超表示，要走向深远海就会面临两大挑战：第一，深远海

会面临更加恶劣、极端的海洋环境，比如台风，极端的海况海浪

等；第二，更高的成本造价。“抗风浪、降成本，成为漂浮式风电平

台需要解决好的两个问题。”

“根据国内外开发经验，深远海风电项目开发成本仍然很

高。”秦海岩说，目前国内远海浅水区的风资源开发（固定式海上

风电）平价下全投资收益率可达 6%，已经初步具备经济性。而

远海深水区的漂浮式项目造价高达4万-5万元/千瓦。

“与近海机组固定在海底不同，漂浮式风电机组是通过锚系

与海底连接，像‘不倒翁’一样漂浮在海面上。”中国船舶集团海

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漂浮式工程师周昊表示，要让海上风机安

全稳定地漂浮起来，需要综合考虑叶片空气动力学、风电机组控

制、海洋环境等多重因素，极具难度。同时，我国海洋环境较为

复杂，存在台风、内波、涌浪等极端情况。这些恶劣环境条件给

漂浮式风电基础带来极大的技术挑战。

此外，技术创新和制造能力的不足是目前漂浮式海上风电

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比如，风电机组是海上风电的核心，我国

大型化海上风机的研发和批量制造能力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

差距，设备长期运行可靠性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同时大型风机

从产品研发、样机示范到批量制造需要一个迭代完善的过程。

降本增效是关键

面对机遇与挑战，漂浮式海上风电该如何发展？业内人士

认为，需要着重在健全政策体系建设，加强创新实践等方面发

力，确保我国漂浮式海上风电实现商业化发展。

秦海岩表示，一方面建议国家能源主管部门针对深远海风

电开发的特征，加强顶层设计，按照统一化、集约化、规模化发展

的原则，组织编写全国深远海风电发展规划；另一方面，需尽快

通过建设一批漂浮式海上风电示范项目，推动技术进步，积累建

设经验，促进产业链完善，创造规模化效益，努力降低深远海风

电开发成本，提升其经济性。

“机组大型化是降本最直接的手段。”周昊说，风电机组尺寸

的增长是降低度电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更大的单机功率，在提

升发电量的同时，可以有效节约用海面积、降低机位点数量，进

而降低海上风电场工程建设与运维成本。

周昊还表示，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进步可以提高漂浮式

海上风电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增强风电设备的故障诊断和预防

能力，降低机组运行成本。规模化、多场景开发可降低综合造

价，应该创新发展“海上风电+海洋牧场”“海上风电+制氢”“海

上风电+海上光伏”“海上风电+海洋能”等新模式新路径，推动

漂浮式海上风电高质量发展。

王超也表示，要推进漂浮式风机的关键技术创新，加快先进

的漂浮式风机控制技术、中国复杂环境潜水系泊设计技术等研

发力度，搭建海上风电场台风气象数字化平台，推动海上风电加

速走向“深蓝”。

近日，位于天津的空中

客车 A320 系列飞机亚洲总

装线交付第 700 架 A320 系

列飞机。这架飞机为空客

A320neo飞机，共设180个经

济舱座位，接收运营方是成

都航空。据了解，空客天津

总装线于 2008年启用，是空

中客车在欧洲以外的首条

民用飞机生产线，至今已成

功运营了超过 15年，成为中

欧合作的典范。图为参加

交付仪式的嘉宾们在飞机

前留影。

新华社记者 李然/摄

总估值达3.45万亿美元

全球独角兽企业总数超1200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