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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洋 本报讯（记者 李争粉） 11月23日，国家数据局印发《可

信数据空间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8年）》（以下简称《行动

计划》），提出到 2028年，我国将建成 100个以上可信数据空

间，基本建成广泛互联、资源集聚、生态繁荣、价值共创、治理

有序的可信数据空间网络，各领域数据开发开放和流通使用

水平显著提升，初步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数据生态体系。

可信数据空间，是基于共识规则联接多方主体、实现数据

资源共享共用的一种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是数据要素价

值共创的应用生态，是支撑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的重要

载体。

“比如，一家大型装备制造企业，可以联合上游的零部件

供应商、下游的用户企业，共同搭建一个可信数据空间，实现

设计图纸、装备运行这些高敏感数据，在上下游企业之间高效

可信流通，推动整个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实现整个应用的创

新和服务的创新。”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研究所所长刘默说。

《行动计划》提出，以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主

线，以推动数据要素畅通流动和数据资源高效配置为目标，以

建设可信可管、互联互通、价值共创的数据空间为重点，分类

施策推进企业、行业、城市、个人、跨境可信数据空间建设和应

用，为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

力，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提供有力支撑。

《行动计划》主要包括三大行动。一是实施可信数据空间

能力建设行动。通过构建可信管控能力，提高资源交互能力，

强化价值共创能力，打造可信数据空间的核心能力体系。二

是开展可信数据空间培育推广行动。主要是布局企业、行业、

城市、个人、跨境 5类可信数据空间建设和应用推广，探索各

类数据空间的场景创新、模式创新、机制创新。三是推进可信

数据空间筑基行动。围绕制定关键标准、攻关核心技术、完善

基础服务、强化规范管理、拓展国际合作 5个方面，全面夯实

可信数据空间发展基础。

“随着可信数据空间的建设，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流通需

求将会使更多数据资源充分地流动起来，由此将会催生数据

加工、托管和服务等各类企业，使我们整个数据产业生态更加

繁荣。”刘默表示。

“没有强大的 5G 和工业互联网就没有

真正的大数据、就没有新一代人工智能、就

没有新一代智能制造，5G+工业互联网+人

工智能是建设制造强国的关键支撑。”近日，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周济在

2024中国 5G+工业互联网大会上表示。

11月26日，工信部等12个部门联合印发

《5G规模化应用“扬帆”行动升级方案》。该

方案进一步提出，打造“5G+工业互联网”升

级版，推进“5G+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和

规模化应用。面向大中小企业深化重点行业

领域 5G工厂建设，推广一体化、集约化解决

方案，打造5G工厂建设标杆。加速5G+工业

互联网重点产品研发推广，加快新型工业网

络建设。

迈向规模化发展新阶段

数据显示，我国在适度超前建设 5G 网

络的基础上，累计建成开通 5G基站 408.9万

个；工业 5G 模组价格比商用初期下降 90%；

全国已建设 5G 工厂超 4000 家，工业互联网

标识服务企业超 45 万家，注册量突破 6000
亿个。“5G+工业互联网”建设项目数已超

1.5 万个，实现 41 个工业大类全覆盖，有力

带动了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

展。我国“5G+工业互联网”正迈向高质量、

规模化发展新阶段。

走进2024中国5G+工业互联网大会创新

成果展区，一款忙碌工作的机械臂格外吸睛，

这是基于中国电信翼云控产品构建的实训及

演示平台。据悉，翼云控是中国电信自主研

发的网络化、智能化、开放化工业控制系统，

通过云边端整体部署，使应用和计算能力在

工厂内部下沉，支持拧螺丝、质检、涂胶、智能

安防等工业生产八大典型场景的智能化作

业。

一直以来，受应用行业、应用场景的限制

以及各大工业企业间竞争等原因，工业网络

不像互联网世界那样开放且统一，而是呈现

出较强的封闭性。

“当前工业协议‘七国八制’，形成了各种

数据‘孤岛’，需要一张互联互通的网络，而 IP
正是有效的标准化技术。”“要让不同设备都

能说上‘普通话’，实现数据互通。”华为公司

轮值董事长胡厚崑呼吁，面向未来，全行业持

续创新技术和应用，解决工业设备互联互通

的问题，构建全连接的工业网络，为新型工业

化的发展贡献力量。

为此，华为推出的 IT与OT融合的生产

网解决方案，通过工业网关实现不同协议的

转化，把所有协议都统一到 IP上，从而实现异

构工业设备和机器互联。据了解，该方案目

前已经在钢铁、汽车制造等十多个行业得到

应用。在一汽的蔚山工厂，一张覆盖冲、焊、

涂、装4个车间的综合生产网络，通过 IP的协

议实现了上万个设备互联，覆盖了百万级数

据采集点，帮助工厂生产能力提升15%。

为制造业创新提供关键支撑

一代技术，一代产品，一代工业。“智能制

造的核心要义就是 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

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周济解释，智能制造是

一个大系统，贯穿于产品、生产、服务等制造

全生命周期各个基本环节。而制造业创新的

内涵包括 4个方面：一是产品创新；二是生产

技术创新；三是产业模式创新；四是制造系统

集成创新。在这4个方面，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都是制造业创新的主要途径，5G+工业互

联网+人工智能是制造业创新发展的关键支

撑。

当下全球工业格局正在经历深层次调整

和重塑，我国正站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宏伟蓝

图加快实施的历史节点上。新型工业化不仅

仅是传统工业的简单升级，而是一场以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为引领的全面革新，绿色

低碳也将成为制造业转型的必然趋势。

“工业互联网为绿色低碳提供了全新的

工具和方法。”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副院长

刘文卿表示。他举例说，钢铁行业利用工业

互联网技术每年可节电 5%，相当于一年可以

节约电 500万度。水泥行业利用工业互联网

技术，可使系统能耗下降 1.6%。只有通过工

业互联网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机制才能更

好地支撑碳管理数据的实时采集以及动态应

用决策。可以说，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化技术

大大提升了碳管理的效率和精准度。

周济提出，从现在到 2035 年，是中国制

造业实现由大到强的关键时期，也是制造业

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关键

时期。这一时期内，我国的智能制造发展总

体将分成两个阶段来实现：第一阶段是数字

化转型，深入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重大

行动”。到 2030 年，规模以上企业基本实现

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制造在全国工业企业基

本普及；同时，新一代智能制造技术的科研

攻关取得突破性进展，试点和示范取得显著

成效。第二阶段是智能化升级，从 2028年开

始，深入推进“制造业智能化升级重大行

动”。到2035年，规模以上企业基本实现智能

化升级，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在全国工

业企业基本普及，中国制造业智能升级走在

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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