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地制宜发展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因地制宜发展城市可信数据空间

要要 闻闻0202 2025年3月17日星期一
编辑：晁毓山 组版：沙欣
邮箱：chaoys@stdaily.com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

快完善数据基础制度，深化数据

资源开发利用，促进和规范数据

跨境流动。

作为“十四五”规划的收官

之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要一年，今年更是数据工作“改

革攻坚年”。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

表、长虹控股集团董事长柳江表

示，“当前，数据要素已融入企业

生产、科技创新的过程，正在不

断重塑着产业形态，数据要素产

业发展潜力巨大。人工智能通

用大模型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引

起广泛关注，智能化技术迭代演

进的背后，正是数据的海量‘投

喂’。”他提出，加快可信数据空

间应用落地，破解数据流通堵

点，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提供关键支撑。

因地制宜发展
城市可信数据空间

城市是数据资源富集地。

城市可信数据空间作为国家数

据局今年推进的重点工作，正在

各地加速落地。

近日，作为全新的数据流通

利用基础设施和支撑构建全国

一体化数据市场的重要载体，沈

阳可信数据空间正式发布。此

举使沈阳市成为东北三省首个

启动建设可信数据空间的省会

城市。

沈阳可信数据空间以“可信

管控、资源交互、价值共创”为理

念，实施全要素接入认证体系、

全过程动态管控、全场景存证溯

源和全主体流通授权“四全原

则”，打造供数方—用数方—服

务方—运营方—监管方“五位一

体”协同机制，构建全链条、多角

色参与数据流通服务生态。利

用数据沙箱、区块链、隐私计算

等技术，沈阳可信数据空间可提

供数据主体授权、主体接入管

控，数据使用控制、全流程存证

溯源等功能，支持各类数据空间

互通，助力数据“供得出、流得

动、用得好、保安全”。

2月 18日，兰州新区城市可

信数据空间成立，将致力于构建

安全、可信、高效的数据流通生

态平台和数据共享流通环境，打

破数据孤岛，促进政务数据、社

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源数据融

合共享，为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

提供安全可靠的基础设施保障，

激发数据要素市场活力。

1月底，《江苏省推进可信数

据空间发展工作方案》发布，明

确了江苏省推进数据空间发展

的工作目标：到 2028年，基本建

成适应数据要素价值释放需求，

全面融入一体化数据市场的国

内一流数据空间体系；重点打造

10个以上全国标杆、20个以上省

内样板、30个以上区域特色数据

空间，实现建成高水平数据空间

“123+”目标，带动江苏省数据空

间高质量发展。

此外，广州城市数据空间作

为“数字广州建设总体规划”的

核心支撑，将以构建优质数据供

给资源池、创建数据可信流通大

市场、激发数据开发利用新活

力、推动湾区数字化协同发展为

目标，推动数据要素实现范围更

广的“供得出”、速度更快的“流

得动”、场景更新的“用得好”、体

系更优的“保安全”目标。

业内专家表示，打造城市可

信数据空间，有利于更好发挥数

据在城市规划、建设、运行、管理

和服务中的作用，让城市发展质

量更高、产业活力更强、生活品

质更好。

促进可信数据
空间平台间互联互通互认

想开发数据却担心数据泄

露，想利用数据却苦于没有渠

道。有了可信数据空间，这些让

企业困扰不已的问题都可以有

效解决。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曾

形象地描述，可信数据空间是一

个“有围栏的数据沙箱”，数据使

用方以数据“可用不可见”的方

式互惠或有偿使用数据。这些

数据在空间内无法带走，企业不

必担心数据泄露。

可信数据空间通过技术手

段构建多方主体间的数据逻辑

连接，为数据共享提供可信赖的

开发环境，形成市场化协作生

态。据统计，2023年我国数据空

间市场规模已达 40.2亿元，同比

增长 24.4%，显示出巨大的发展

潜力。

但 也 存 在 着 一 些 现 实 问

题。比如，当前数据流通存在的

技术标准不统一、法律法规滞

后、跨领域协同不足等。

对此，柳江表示，应加快制

定 可 信 数 据 空 间 相 关 技 术 标

准，凝聚行业共识，有效突破数

据流通利用技术壁垒，促进可

信数据空间平台间互联互通互

认。同时，在保护数据安全的

前提下，建立健全面向数据流

通利用的法律法规，加强适应

数据要素市场的监管体制和机

制建设，提升社会对数据空间

的信任度。此外，应加大对数

据 产 业 的 政 策 和 资 金 支 持 力

度，并着力专业人才培养，为可

信数据空间网络支撑应用落地

提供充足的人才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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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说实验室到生产线

转化难，在这里，却只隔着不到

一厘米的玻璃窗。”恒力集团康

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康爱旗笑着说，每年，他们要进

行近百次工艺试验，试验结果直

接作用于产品改进，科技创新与

产业创新无缝对接。

科技一路向“新”，驱动一批企

业从传统制造迈向高端引领。如

今，恒力集团生产的工业丝广泛应

用在汽车安全、环保过滤、油气输

送等领域，过去5年，企业加速“智

改数转网联”，连续新建3个年产

20万吨的工业丝车间，人均产出

提高30%，优等品率提升2%。

“总书记强调，抓产业创新，

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坚持

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开辟

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新赛

道并重。这更坚定了我们的发

展方向，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在

实体经济上精雕细琢，在擅长的

领域精耕细作。”恒力集团董事

长、总裁陈建华说。

“晴翻千尺浪，风送万机声”

是古老“绸都”昔日盛况的真实

写照。如今，包括恒力在内的许

多企业，正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

目标，焕发新的生机。

一“晶”聚链开新局

提起蓝宝石，人们首先想到

的是璀璨夺目的珠宝首饰，而在

贺兰山下的晶盛机电宁夏新材

料产业园，工业蓝宝石正以另一

种姿态重塑产业格局。

“通过泡生法熔融‘生长’成

的透明工业蓝宝石晶体，正支撑

着智能穿戴、5G通信等万亿级产

业的发展。”宁夏鑫晶盛电子材

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副总经

理丁建亮站在一台台日夜不停

的长晶炉前，指着实时跳动的

MES 系统（制造执行系统）显示

屏自豪地说，“工业蓝宝石尺寸

越大，技术难度越高，应用范围

越广，我们生产的大尺寸蓝宝石

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工业蓝宝石凭借高硬度、高

强度、耐高温和良好透光性能，

在光学电子、5G通信等众多领域

有着广泛应用。走进鑫晶盛的

企业展厅，从大尺寸工业蓝宝石

晶体，到精准切割的晶棒、晶砖、

晶片，再到 LED 照明芯片、手机

面板、智能穿戴设备，每一个展

品都标注着“中国智造”的印记。

科技不断向“新”，是催生新

质生产力的关键变量。

2020 年鑫晶盛从浙江落户

银川时，带来的是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全新一代蓝宝石晶体生

长炉及自主研发的全自动蓝宝

石晶体生长系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科

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

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更大进展’。

我们把这句话‘刻’在了每台设备

上，‘写’入每一个技术细节里。”丁

建亮说，“工业蓝宝石生产的关键

是构建稳定的热场，生产的蓝宝

石晶体越大，对设备的精度和稳

定性要求越高，这就要求我们一

线技术人员不断创新技术手段，

就像在针尖上跳舞。”

从30公斤、150公斤，再到超

过750公斤……靠自己一点一滴

摸索，鑫晶盛探出一条完全自主且

国际领先的技术路线；积极推进产

业链、人才链、创新链、价值链的深

度融合……带动形成“智能装备制

造―蓝宝石晶体生长―精密加工

―高端应用”的全产业链。

2024年 5月 14日，鑫晶盛的

兄弟公司晶环电子最新创新成

果——1000 公斤级超大尺寸蓝

宝石晶体成功下线那一刻，车间

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数百名

研发团队成员多年攻关，终于实

现行业里程碑式的技术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育壮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在强化科

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

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从东海之滨到西北内陆，科技

创新的澎湃动能正在强劲释放。

目前，鑫晶盛所在的新材料产业园

已初步形成蓝宝石制造加工全产

业链集群，其所在的银川市成为国

内规模、技术和装备领先的蓝宝石

生产基地，一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

正在贺兰山下加速崛起。

一“箭”穿云寻新路

试想一下，随着商业航天的

发展，未来乘坐火箭会不会像

乘坐飞机一样便捷？记者在位

于安徽蚌埠的安徽九州云箭航

天技术有限公司寻找答案。

走进九州云箭的生产车间，

一台火箭发动机正在进行装配

测试。不远处的显示屏上，数字

化装配系统显示着火箭发动机

的三维数字模型，大到一根主导

管的连接，小到一颗螺栓的强

度，都被一一记录下来。

“这种液氧甲烷火箭发动

机作为‘下一代火箭心脏’，有

数千个零部件，而涡轮泵是‘心

脏中的心脏’。”九州云箭总工程

师黄仕启介绍，传统焊接加工方

式难以满足涡轮泵的运行环境，

团队花了 3年时间攻坚克难，前

后迭代 20 余次，有效提高了产

品可靠性。他感叹，前期的深度

技术探索与创新积累终获回报，

目前，该产品已经过 2万秒的测

试试验和两次飞行考核。

“我们自主研发的两款发

动机填补了国内在泵压式液体

火箭发动机深度推力调节技术

上的空白。”黄仕启介绍，“这

有 赖 于 对 发 动 机 深 度 推 力 调

节、多次启动等系列核心技术

攻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

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

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核心要素。

“九州云箭 LY-70龙云液氧

甲烷火箭发动机累计试车超过

200次，已实现液氧甲烷火箭发

动机的 10 公里级垂直起降飞

行。”九州云箭董事长季凤来

说，中国商业航天企业正通过

模块化设计、智能制造和产业

链协同，将卫星制造推向“流水

线时代”，叠加低成本的火箭发

射以及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

规模应用示范。

“可以预见，未来可重复使

用的火箭就像开往太空的公交

车，既可以按时间、按轨迹出

发，还可以控制停、走的准确时

间。”黄仕启笑着说，团队正在

推进产学研加速协作，开展持

续技术攻关，实现火箭返回既

“落得准”又“接得稳”。

近年来，像九州云箭这样

的商业航天企业如雨后春笋般

成长起来，逐步成为区域经济

发展的新引擎。

率先制定省级层面加快培

育发展未来产业地方性法规；

筹建首批 10个省级未来产业先

导区；研究制定未来产业专业

化工作推进机制……安徽省发

展改革委主任陈军说，依托创

新资源优势和新兴产业发展基

础，安徽正在着力实施未来产

业培育壮大工程，努力建设具

有重要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未来

技术策源地、未来场景应用地

和未来产业集聚地，为发展新

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

（新华社记者 刘亢 蒋芳

杨绍功）

▶ 本报记者 李争粉

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