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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18舉措培育新增長點 刺激文旅消費
【大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道：國務

院辦公廳近日印發《關於進一步培育新增長點繁榮
文化和旅遊消費的若干措施》。《措施》在豐富消
費惠民舉措、滿足不同年齡群體消費需求、擴大特
色優質產品供給、培育消費場景、創新產業政策、
優化消費環境等六方面提出18條具體舉措。其中提
到，有序擴大單方面免簽國家範圍，適當延長免簽
時間，優化離境退稅服務，推廣 「即買即退」 措
施。

豐富消費惠民舉措方面，實施 「百城百區」 文
化和旅遊消費行動計劃；鼓勵推出文旅消費券、滿
減和積分兌換、抽獎等優惠。順應生育支持政策，
更好滿足多孩家庭旅遊住宿需要，鼓勵酒店、民宿
推出優質親子房、兒童房，打造親子度假酒店。

優化離境退稅服務 研即買即退
擴大特色優質產品供給方面，鼓勵各地適當放寬

大型營業性演出可售（發）票數量限制。豐富避寒避暑

旅居、冬日暖陽、濱海度假等特色產品；豐富溫泉、旅
拍、房車、郵輪、遊輪、遊艇、鄉村民宿等旅遊產品。
鼓勵打造多樣化、差異化低空飛行旅遊產品；增開大眾
旅遊列車、銀髮旅遊列車、主題特色旅遊列車。積極發
展首發經濟，支持開設首店、旗艦店，舉辦首秀、首
演、首展活動。

培育消費場景方面，推動文學、動漫、遊戲、
演藝、影視等知識產權（IP）相互轉化。推動國際
郵輪母港消費設施建設，打通從船上到岸上的消費

場景。創新產業政策方面，加大對符合條件的文化
和旅遊領域 「兩新」 項目的支持力度；釋放職工消
費潛力，鼓勵錯峰休假。

優化消費環境方面，有序擴大單方面免簽國家
範圍，適當延長免簽時間；用足用好現有過境免簽
政策和區域性入境免簽政策；優化離境退稅服務，
推廣「即買即退」措施。優化重點景區和文博場館等
預約、售票管理；依法查處、嚴厲打擊不合理低價
遊、強制購物、惡意搶票囤票、「黃牛」倒票等行為。

國家發改委、國家數據局等四部門13日聯
合發布《關於促進數據標註產業高質量發展的
實施意見》（下稱《意見》），是國家層面首
次對數據標註這一新興產業進行系統謀劃。
《意見》提出，到2027年數據標註產業規模
大幅躍升，年均複合增長率超過20%。圍繞醫
療健康、自動駕駛、低空經濟等場景，以業務
創新拉動數據標註需求，並培育一批數據標註
龍頭企業。

業內專家認為，高質量數據短缺是當前人
工智能（AI）大模型發展中遇到的瓶頸。數據
標註產業是對數據進行篩選、清洗、分類、註
釋、標記和質量檢驗等加工處理的新興產業，
能夠產生高質量數據集，讓機器讀得懂、吃得
飽，學得快、訓得好，助力AI創新發展。

大公報記者 任芳頡北京報道

《意見》從深化需求牽引、增強創新驅
動、培育繁榮生態、優化支撐體系等方面提出
具體措施，並提出，到2027年，數據標註產業
專業化、智能化及科技創新能力顯著提升，產
業規模大幅躍升，年均複合增長率超過20%，
培育一批具有影響力的科技型數據標註企業，
打造一批產學研用聯動的創新載體，建設一批
成效明顯、特色鮮明的數據標註基地，形成相
對完善的數據標註產業生態，構建創新要素聚
集、產業鏈上下游聯動、區域協同發展的新格
局。此前，我國已確定成都、瀋陽、合肥、長
沙等7個城市承擔數據標註基地建設任務。

《意見》從13個具體方面對培育壯大數據標
註產業進行全面謀劃，特別突出需求牽引和創新
驅動。在深化需求牽引方面，首次提出釋放公共
數據標註需求，依法依規有序推動公共數據標註
與開發利用，在現代農業、智能製造、信息服務
等重點領域發掘公共數據標註需求。推動數據標
註服務納入政府採購範疇。在增強創新驅動方
面，提出完善數據標註標準，支持軟硬一體、自
主可控的數據標註領域技術和關鍵設備研發。

據測算，2023年我國數據標註產業規模達
800億元左右。在挖掘數據標註需求方面，《意
見》指出，加大企業數據開發利用，加強交通、
醫療、金融、科學、製造、農業等重點行業領域
數據標註，建設行業高質量數據集，支撐人工智
能在行業領域的應用賦能。圍繞醫療健康、人力

資源、數字貿易、自動駕駛、低空經濟等場景，
以業務創新拉動數據標註需求。

支持自主可控關鍵設備研發
在壯大經營主體方面，《意見》強調，培育

一批數據標註龍頭企業，鼓勵通過資源整合、併
購重組等方式做大做強，推動數據標註企業規模
化、標準化、集約化發展。支持和鼓勵科技創新
型數據標註企業承擔基礎研究、技術攻關、產業
應用等重點任務，提高產業鏈協同創新水平。培
育一批深耕行業的數據標註瞪羚企業、獨角獸企
業。

在開展關鍵技術攻關方面，《意見》特別提
到，依託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國家科技重大專項
等，加強跨領域跨模態語義對齊、4D標註、大模
型標註等數據標註領域的關鍵技術攻關應用。支
持多模態標註、標註審查、質量評估、基於思維
鏈的專家標註等智能化工具研發。支持建設集數
據、模型、工具、場景為一體的數據標註創新平
台，推動數據標註技術融合創新。支持軟硬一
體、自主可控的數據標註領域關鍵設備研發。

此外，在優化支撐體系上，《意見》還提
到，加大財稅金融支持力度，鼓勵各類產業基
金、專業投資機構加大數據標註產業投資力度，
引導社會資本有序參與。同時加強標註人才隊伍
建設，制（修）定人工智能訓練、數據標註相關
職業國家職業標準。

培育數據標註巨企
國家加速AI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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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東部戰區代表團將於月中訪日
學者：中日加強防務交流 有助管控分歧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外
交部發言人郭嘉昆13日在例行記者會
上介紹了11日在北京舉行的第十一次
中英經濟財金對話有關情況。他表
示，中英雙方達成69項互利共贏成
果。

共護全球產供鏈安全穩定暢通
郭嘉昆表示，第十一次中英經濟

財金對話中，雙方表達了堅持多邊主
義和經濟全球化的共同意願，致力於
維護以世貿組織為核心、以規則為基
礎的多邊貿易體系，構建開放型世界
經濟；雙方認為中英合作有利於兩國
發展，將共同維護全球產供鏈安全穩
定暢通，反對 「脫鈎斷鏈」 ，同意減
少雙向投資障礙，促進非歧視、開放
的營商環境；雙方圍繞產業、農業和
能源合作等達成諸多共識，同意盡快
召開新一屆中英經貿聯委會、科技聯
委會、產業合作對話，深化中英現代
產業合作夥伴關係，並加強應對氣候
變化合作；雙方強調金融作為中英合
作的亮點，願加強財金政策和金融監
管合作，並就金融市場雙向開放和互
聯互通達成諸多務實成果。

「此次對話成果既反映了中英經
濟財金合作的廣度和深度，也順應了
經濟全球化和多邊主義發展的大勢，
有利於兩國和世界。」 郭嘉昆說，中
方願同英方以兩國領導人達成的重要
共識為指引，落實好此次對話成果，
推動雙方務實合作取得更多進展，為
中英關係注入新動力，為世界經濟增
長增添新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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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助力國家標準建設
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副總工程師劉權

對大公報表示，香港數據中心市場已位列全球第
四，擁有完善的數字基礎設施和高度開放的市場環

境，可專注於金融、醫療等領域，培育和發展一批具有國際競爭
力的數據標註企業，與內地企業共同開展人工智能、大數據、雲
計算等前沿技術的研發與應用。

吸引外企落戶 研產業化應用
他指出，香港可充分利用開放的市場環境和成熟的監管政

策，吸引國際數據標註企業和研究機構落戶，共同開展前沿技
術研發和產業化應用。同時，香港可以成為我國數據交易市場
與國際接軌的關鍵平台，通過加強與共建 「一帶一路」 國家和
地區的國際數據合作與交流，率先承接相關國際業務，拓展中
國數據標記服務的海外市場。此外，劉權提出，香港憑藉其國
際化的法律體系和商業環境，可以積極參與國家數據標註標準
的制定工作，推動標準的國際化進程。他表示，香港擁有豐富
的人才資源和專業的服務機構，可以為數據標註產業提供全方
位的支持和服務，推動數據標註產業健康快速發展。

大公報記者 任芳頡

內聯
外通



提供教材
●AI依賴海量數據學習，經標
註的數據就是AI學習的 「優
質教材」

看圖辨物
●圖像數據標註，尤其是目標
檢測標註，會框選圖內汽
車、行人等目標物，並明確
各目標物的位置

優化算法
●激光雷達、攝像頭收集的路
況數據（如信號燈、交通標
誌、車輛、行人等）經標註
後，AI可準確辨別車道、障
礙物位置，持續修正行駛決
策算法，降低事故風險，提
高駕駛操作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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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民眾在北京亦莊舉行的2024世
界智能網聯汽車大會上參觀自動駕駛
汽車。 新華社

聚力自動駕駛 讓大模型「吃得飽」學得快

【大公報訊】記者馬靜北京報道：國防部13日發布消
息，經雙方商定，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代表團將於1月
中旬訪問日本。其間，代表團將會見日本防衛省、自衛隊
聯合參謀部領導，參訪有關軍事單位。軍事專家宋忠平對
大公報記者表示，中日是搬不走的鄰居，一衣帶水。中日
加強防務交流，有助於管控分歧，維護地區和平穩定。中
日之間確實存在一些矛盾，日本必須正視歷史。希望通過
此次交流，改善中日關係，增進互信。

據悉，此次東部戰區代表團訪日是中日防務部門在兩
個月內的第二次交流。2024年12月13日，國防部新聞發言
人吳謙介紹，日本中青年軍官代表團於2024年11月26日至
12月4日訪華。其間，參訪北京衛戍區警衛師、海軍某基
地、空軍八一飛行表演隊等單位，赴軍事科學院同中國中
青年軍官座談交流，並赴成都、廣州等城市參觀見學。

學者：消除誤解誤判 減少意外事件
軍事專家張軍社指出，東部戰區轄區包括東海及釣魚

島等海空域，戰區一線部隊與日方海空兵力接觸機會很
多，此次東部戰區代表團訪日，對兩國在東海方向一線海
空部隊意義重大，有助於消除誤解誤判，降低意外事件發
生概率，維護地區和平穩定。

據人民網此前報道，由20名中青年軍官組成的中國人
民解放軍校級軍官代表團，於去年5月14日至20日訪問日
本，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校級軍官代表團自2019年以後首
次訪日。在為期7天的訪問中，代表團參觀了日本防衛省、
防衛研究所、陸海空自衛隊基地等，並與自衛隊軍官進行
了面對面交流。

據介紹，此次訪問活動是由笹川和平財團下屬笹川日
中友好基金主辦的中日校級軍官交流項目的一環，得到中
國中央軍委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中國國際戰略學會和日
本防衛省的大力支持。

該項目於2001年啟動，旨在促進兩國防務人員相互理
解，培養信賴關係。雙方互訪活動在2019年以後因疫情暫
時中斷，後於2023年7月重新啟動。

▲日本中青年軍官代表團去年11月26日至12月4日訪華，其間參訪北京衛戍區警
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