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記者黃寶儀廣州報道：廣東省粵
港澳合作促進會（下稱 「促進會」 ）第五屆會員代
表大會6日在廣州召開，選舉產生了新一屆領導機
構，會上同時舉行 「百家港澳專業團體助力 『百千
萬工程』 」 啟動儀式，未來121個港澳專業團體將為
「百千萬工程」 提供助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希望促進會廣泛匯聚各方力
量，更好釋放大灣區強強聯手的 「乘數效應」 。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
廣東省委副書記、省長王偉中在會後會見了粵港澳
各界代表。黃坤明對促進會為推動 「一國兩制」 事
業發展、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高質量發展作出的
重要貢獻表示肯定，他同時希望促進會引領港澳社
會各界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 方
針，多做促進和聯絡工作，當好 「一國兩制」 行穩
致遠的守護者；把握發展機遇，聚焦聚力推進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圍繞做實 「一點兩地」 全新定位，
發揮各自專長優勢，廣泛匯聚各方力量，更好釋放
大灣區強強聯手的 「乘數效應」 ；積極面向港澳同
胞、國際友人宣介廣東和大灣區，促進加強與世界
各地的科技文化交流，當好中華文化、中國故事的
傳播者，在新的一年譜寫新篇章，不斷為強國建
設、民族復興偉業作出新貢獻。

李家超：粵港澳同根同源密不可分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會上視頻致

辭表示，粵港澳三地山水相連、同根同源，交流合
作一直密不可分。香港特區政府全力發揮香港在
「一國兩制」 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

積極對接國家 「十四五」 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 「一帶一路」 倡議等國家戰略，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加強對外交流合作，為經濟注入動能。
上月初，深圳居民赴港 「一簽多行」 恢復並擴

容，方便更多深圳居民到香港旅遊。今月初，粵港
兩地增加每個工作天處理 「港車北上」 的申請數
目。李家超表示，有信心在國家大力支持和粵港澳
三地攜手合作下，促進大灣區 「9+2」 城市人文交流
的措施將繼續源源不絕。

澳門特首岑浩輝向會議發來賀詞表示，粵港澳

合作是澳門發展的重要依託。站在新的歷史起點，
相信粵港澳合作促進會將繼續秉持宗旨，開拓創
新，不斷拓展合作領域，提升合作層次，為推動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打造灣區青年文藝交流基地
粵港澳三地各界代表370餘人參加大會。大會選

舉產生了第五屆理事會、監事會組織機構，黃寧生
當選理事會會長。會上還舉行了 「百家港澳專業團
體助力 『百千萬工程』 」 啟動儀式，未來8個專業委
員會聯合行動，組織121家專業團體共同助力廣東省
百千萬工程高質量發展，將開展內地中小微企業跨
境法律服務訴求座談、助力鄉鎮企業 「走出去」 專
業諮詢、助力鄉鎮企業優質產品及農產品出海項
目、助力粵東西北基層學校開展人工智能編程培
訓、建立基層口腔健康保障體系、刺繡等非遺文化
推廣、養老智能解決方案交流、打造粵港澳大灣區
青少年文化藝術交流基地等幫扶項目。會上還進行
了粵港澳6個合作項目的簽約儀式，包含養殖、公益
助困、青年專業及文化體育交流等。

廣東省領導王曦、馮忠華、張國智，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
府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參加相關活動。

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數據局、工業和
信息化部6日發布《國家數據基礎設施建設
指引》（下稱 「指引」 ），提出我國開啟新
一輪以數據為中心的數字基礎設施布局，到
2029年基本建成國家數據基礎設施主體結
構，初步形成橫向聯通、縱向貫通、協調有
力的國家數據基礎設施基本格局，形成全國
數據 「一本賬」 。

專家對大公報表示，通過實現數據的跨
地域、跨行業流動與共享，數據基礎設施將
為數字經濟發展注入強勁動力。另外，高速
數據傳輸網將深刻影響經濟、社會及個人生
活，推動日常生活智能化。

大公報記者 任芳頡、郭瀚林報道

國家數據基礎設施，是面向社會提供數據採
集、匯聚、傳輸、加工、流通、利用、運營、安全
服務的一類新型基礎設施。指引提出，形成全國數
據 「一本賬」 ，支撐跨層級、跨地域、跨系統、跨
部門、跨業務的數據有序流通和共享應用；支持農
業、工業、交通、金融等行業領域打造高質量數據
集；鼓勵各地提升數據加工、測試等社會化服務能
力，打造產學研用 「一公里」 工作圈等。對此，工
信部賽迪研究院副總工程師劉權對大公報表示，數
據基礎設施的發展是推動數據共享應用的關鍵所
在，其完善與升級將為數據應用創新提供堅實支
撐，同時促進全國一體化數據市場的培育與發展。

壯大算力板塊 帶動AI發展
劉權指出，數據基礎設施建設是數字中國建設

系統工程的關鍵組成部分，為數字技術廣泛應用和
數字產業快速發展提供保障。 「文件的發布，不僅
為數據基礎設施的全面建設與發展指明方向，還為
多個產業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劉權表示，算力板塊將迎來爆發式增長，芯片
設計、服務器製造、數據中心建設運營等產業鏈上
下游環節都將快速發展。同時，數據安全作為關鍵
環節，對其技術、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將大幅增加，
這將對工業製造、現代農業、數字金融等多個重點
行業尤其利好。傳統行業將能更有效地挖掘和利用
數據資源，加速自身轉型升級。人工智能、大數據
分析等新興產業，也會因數據基礎設施的完善迎來
更多發展契機。

鼓勵企業參與國際標準制定
指引提到，建設高速數據傳輸網，實現不同終

端、平台、專網之間的數據高效彈性傳輸和互聯互
通，解決數據傳輸能力不足、成本較高、難以互聯
等問題。推動傳統網絡設施優化升級，有序推進
5G網絡向5G-A升級演進，全面推進6G網絡技術
研發創新。對此，劉權強調，高速數據傳輸網將推
動遠程工作學習常態化，促進教育資源均衡，提高
醫療服務效率，使智能家居、在線購物、數字娛樂
更加便捷。此外，5G/6G網絡建設以及光通信技術
的升級，將為數據高速傳輸提供支撐，帶動硬件、
軟件、算法、安全服務等產業協同發展，形成新的
經濟增長點。

此外，指引還提出，積極引導社會資本力量參
與國家數據基礎設施建設，支持有條件的行業和地
區開展先行先試，探索建設數據基礎設施。鼓勵企
業和科研機構加大研發投入，加快數據流通利用關
鍵技術攻關和重大成果轉化。鼓勵企業、社會團
體、科研機構參與數據基礎設施國際標準的制定工
作。加強與ISO、IEC、ITU、IEEE、3GPP等國際
標準化組織的合作，推動數據領域高水平專家在國
際組織任職。

全面推進6G網絡技術創新研發

國家級基建啟動
全國數據將迎一本賬

三部門發文：2029年建成數據基礎設施主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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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2026年
•圍繞重要行業領域和典型
應用場景，開展數據基礎設
施技術路線試點試驗；制定
統一目錄標識、統一身份登
記、統一接口要求的標準規
範；完成國家數據基礎設施
建設頂層設計，明確國家數
據基礎設施建設的技術路線
和實踐路徑。

數據基礎設施
推進階段時間表

2027-2028年
•建成支撐數據規模化流
通、互聯互通的數據基礎設
施，數網、數算相關設施充
分融合，基本形成跨層級、
跨地域、跨系統、跨部門、
跨業務的規模化數據可信流
通利用格局，實現全國大中
型城市基本覆蓋。

到2029年
•基本建成國家數據基礎設
施主體結構，初步形成橫向
聯通、縱向貫通、協調有力
的國家數據基礎設施基本格
局，構建協同聯動、規模流
通、高效利用、規範可信的
數據流通利用體系，協同構
築數據基礎設施技術和產業
良好生態，國家數據基礎設
施建設和運營體制機制基本
建立。

大公報記者任芳頡、
郭瀚林整理

工信部賽迪研究院副總工程師劉權在
接受大公報採訪時，深入分析了香港在數
據領域的獨特優勢與機遇。他指出，香港
匯聚了眾多教育科研機構和國際化人才資

源，能高效吸引匯聚全球數據資源，有力推動數據的跨
境流動。他強調，香港不僅是國際金融中心，其人工智
能、機器人、智能金融、智能醫療等產業也發展迅速。
這些產業所積累的豐富數據要素，已成為推動特區經濟
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憑藉這些獨特優勢，香港地
區可向數據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提供資金以及前沿的解
決方案與創新模式，為中國數據基礎設施注入國際視野
與全球資源。

劉權認為，香港作為國際數據流通和交換的樞紐，
應致力於促進國內外數據資源的互聯互通與共享共用。
以醫療數據為例，它不僅可以幫助各國醫生更好地治療

疾病，香港的數據還可以傳輸到內地和海外的藥企，作
為新藥研發的重要參數。

助灣區打造數據基建示範區
他特別提到，香港地處粵港澳大灣區核心位置，應

充分發揮橋樑作用，促進區域內數據要素的自由流動與
高效利用，推動區域數據一體化進程，將灣區建設成為
數據基礎設施的示範區。

同時，劉權也強調要防範隱私洩露、數據濫用等潛
在風險。他指出，香港具備健全的法律體系和嚴格的監
管環境，為數據隱私和網絡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通過
借鑒香港地區的相關經驗，可以確保國家數據基礎設施
安全可靠地運行，極大增強國內外投資者對國家數據基
礎設施建設項目的信心。

大公報記者任芳頡、郭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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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內聯外通 引進技術資金

優化算力資源配置 服務千行百業
【大公報訊】記者任芳頡、郭瀚林報道：

《國家數據基礎設施建設指引》提出，建設高速
數據傳輸網，推進東中西部算力協同。加強新興
網絡技術創新應用，優化網絡計費方式，降低東
西部數據傳輸成本，促進東部中高時延業務向西
部轉移。

引導新增算力向樞紐集聚
「推動東部中高時延業務向西部轉移，是優

化算力資源配置、提升數據處理效率、促進區域
經濟均衡發展、實現綠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
措。」 工信部賽迪研究院副總工程師劉權認為，
這一目標旨在通過創新應用新興網絡技術，打造
算力調度管理機制，在全國範圍內有效降低數據

傳輸成本。 「該目標基於多方面考量，首先是通
過技術手段降低成本，讓大規模數據傳輸在經濟
上更具可行性；其次，通過優化算力布局，引導
新增算力向國家樞紐節點集聚，同時保障算力資
源在東西部之間的合理配置。此外，這一目標還
着眼於資源的均衡利用，意在緩解東部數據中心
密集、資源緊張的現狀，充分發揮西部風電等綠
色能源豐富、環境承載能力強的優勢。」

「目前，數據傳輸能力有限等問題仍制約着
數據共享和融合的進程。尤其是智能網聯汽車、
人工智能、低空經濟等產業的發展過程中，數據
交換、共享的頻率越來越高，對通信網絡能力提
出極高的要求，當前的數據基建水平仍不能完全
滿足要求。」 劉權強調，《指引》提出建設高速

數據傳輸網，解決數據傳輸能力不足、成本較
高、難以互聯等問題，服務了千行百業更為複雜
和多樣化的數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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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坤明：釋放灣區強強聯手乘數效應
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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