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內地開

啟新一輪以數據為中心的數字基礎設施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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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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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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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專家對香港文匯報表示，該

文件為內地的數據基礎設施建設指明方向，同時也

為芯片設計、算力、數據中心建設、數據安全等多

個產業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其中香港在數據中心等

產業已處於領先地位，可借內地新一輪數據基礎設

施建設的機遇，強化香港全球數據中心的樞紐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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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數據基建新藍圖

專家：港可借機強化全球數據中心樞紐地位

國家數據基礎設施，是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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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描繪了「匯通海量數據、惠及千行百
業、慧見數字未來」的願景，明確提出按照統一目錄標識、
統一身份登記、統一接口要求，建設數據流通利用設施底
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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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芯片等新興產業將迎快速發展
在推進時間表方面，文件提出，2024年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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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實數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技術基礎，明確國家數
據基礎設施建設的技術路線和實踐路徑。2027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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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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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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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賽迪研
究院副總工程師劉權向香港文匯報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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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助傳統行業加速轉型升級
劉權特別指出，數據基礎設施的全面建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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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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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推動相關產業走向
繁榮，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

支持有條件行業地區先行先試
文件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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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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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國家信息技術安全研究
中心高級工程師潘克峰向香港文匯報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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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國家開啟新一輪以數據為中心的數字基礎設
施布局，香港有望強化其全球數據中心樞紐地位，吸引國內
外服務商和合作夥伴，促進科創企業和運營商的成長。

港發揮優勢加強數據國際合作
潘克峰建議，香港應憑借其國際化、法治化、專業化優
勢，積極參與國家數據基礎建設和運營，加強數據領域的國
際合作。同時，香港還可以聯合大灣區各機構和企業，推動
可信數據空間國際合作示範項目的建設，探索跨境數據空間
的互聯互通。此外，香港還應加快自身數字化轉型的步伐，
提升數據加工、測試等社會化服務能力，打造產學研用緊密
結合的良性循環，為數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2029年全國數據「一本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郭瀚林
北京報道）《國家數據基礎設施建設指
引》明確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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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國家信息技術安全研究中心高級工程師潘
克峰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5G-A又稱
5.5G，是5G向6G發展的演進技術，具備
更高速率、更大連接、更低時延等特點。
當前，中國正在推進5G-A與人工智能、
低空經濟、自動駕駛、機器人等領域的融
合應用測試。
潘克峰表示，儘管6G技術商用預計最
早要到2030年，而5G目前仍處於紅利釋
放期，但5G-A作為5G的演進和增強版，
有效支撐了5G應用規模的增長和創新發
展，並對6G關鍵技術進行了提前驗證，
為6G標準的制定和技術落地積累了寶貴
經驗。

中國已建成5G基站逾410萬
據工信部數據顯示，截至去年 12 月
初，中國已建成開通5G基站超過410萬

個，實現「鄉鄉通5G」，5G廣泛應用於
80個國民經濟大類中。然而，當前5G網
絡尚不能完全滿足工業應用對大上行帶
寬、確定性時延、高可靠性等能力的需
求。以自動駕駛為例，隨着車聯網技術的
發展，車與人、車與路、車與雲端之間的
信息交換和共享頻率越來越高，對通信網
絡能力提出極高的要求，這對於網絡速度
提出了新的挑戰。
潘克峰指出，通過5G向5G-A的升級，
可以提供十倍以上的數據傳輸能力提升，
實現毫秒級超低延遲，從而滿足更為複雜
和多樣化的應用場景需求。此外，生成式
人工智能的發展也直接推動了5G-A的商
業化落地和6G網絡技術的研發。
「到未來的6G時代，網絡能力在傳輸
速率、時延、可靠性方面都將有顛覆性提
升。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為全球經濟發展帶來新機遇。」潘克峰介
紹，6G網絡將是各行各業數字化轉型的
「加速器」。例如，工廠內的設備間能夠
實現實時數據傳輸和協同工作，從而提高
生產效率和質量控制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調查數據顯
示，2023年中國數據產業規模達兩萬億元（人
民幣，下同），全國數據企業超19萬家。國家
數據局副局長沈竹林6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表
示，文件的出台有利於降低企業數據開發利用
門檻，培育數據產業良好生態。國家數據基礎
設施具有投資規模大、建設周期長等特點。據
悉，國家數據基礎設施還將帶動數據流通利用
以及網絡、算力、安全等設施的建設和升級，
促進社會有效投資。據業界初步估算，數據基
礎設施每年將吸引直接投資約4,000億元，帶

動未來五年投資規模約兩萬億元。
「建設國家數據基礎設施是釋放數據要素價

值的關鍵，也是構建全國一體化數據市場的迫
切需要。」國家數據局數字科技和基礎設施建
設司司長杜巍說。
近年來，各行業、各地區持續探索數據基礎
設施建設。從氣象科學數據共享平台到農作物
收成預測，從依託健康醫療數據公共服務平台
實現省內公共衞生臨床診療全覆蓋，到建設園
區工業數據平台助力減少碳排放，數場、可信
數據空間、數聯網等技術路線和應用實踐延伸

至經濟社會方方面面。
「行業數據基礎設施承擔着促進產業上下
游縱向貫通、深度賦能行業提質增效等任
務，區域數據基礎設施承擔本地區公共數據
歸集、開發利用和安全治理等任務。」國家
數據局數字科技和基礎設施建設司副司長李
建國說，將加快推進條塊結合和設施互聯互
通，形成多中心、網絡化的公共數據基礎服
務體系，加速數據在不同場景、不同領域的
複用，在更大範圍、更廣領域推廣數據公共
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商務部2
日發布關於《中國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術目
錄》調整公開徵求意見的通知，其中包含擬
新增限制鋰電池正極材料製備技術與提鋰相
關技術出口。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鋰業分
會副會長張江峰接受媒體訪問表示，「通過
限制某些技術的出口，可以保護本國的核心
技術和產業安全，這是國際上的通行做法。
同時，也為技術出口企業合法合規開展國際
技術交流合作提供了明確指導。」
張江峰進一步介紹，通過優化技術出口目
錄，將更有效地利用國內外資源，推動科技
創新和產業升級，促進相關產業健康、可持
續發展。一方面，目錄能夠有效保護鋰電領
域的知識產權，引導企業根據產業發展規律
推動技術出口有序升級，防止技術洩露和濫
用，保護中國國內產業的比較優勢，維持技

術研發的持久動力；另一方面，允許符合條
件的技術有序出口，有助於規範引導企業
「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促進國際經濟技
術合作穩步發展，實現互利共贏。

不影響相關設備和產品出口
目錄調整是否會影響相關產品出口？
「目錄管理不涉及產品本身，不影響相關
設備和產品的出口。此外，對技術出口採
取『限制性』而非『禁止性』政策，對產
業發展的影響較小。」張江峰還表示，本
次目錄的調整更新，反映了國家科技實力
和產業競爭力的提升情況，對核心技術出
口進行審批管理，有助於防範相關產業海
外布局中出現無序競爭的情況，也有助於
防範關鍵技術外流，可以更好地服務於國
家發展戰略。

無人機送外賣、打「飛的」出行……科

幻小說裏描寫的「天空之城」，正在內地

一些城市變為現實。據中國民航局預測，2025年內地低

空經濟的市場規模將達1.5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到2035年將達3.5萬億元。與此同時，低空經濟產業對

保險保障的需求日益增加，內地保險公司開始布局相關

業務，推出相關保險產品。不過，低空經濟保險面臨基

礎數據不足、風險評估與定價難等挑戰。

2024年1月實施的《無人駕駛航空器飛行管理暫行條

例》明確，使用民用無人駕駛航空器從事經營性飛行活

動，以及使用小型、中型、大型民用無人駕駛航空器從

事非經營性飛行活動，應當依法投保責任保險。

可與製造商合作 收集相關數據
「低空經濟產業的農業無人機、通用航空等領域已運

行很多年，對相關風險的評估比較成熟，保險體系較為

完善。目前市場關注、討論較多的是未來的城市空中交

通這一新興領域，也就是以eVTOL（電動垂直起降飛

行器）為載體做載人飛行服務的行業。對於城市空中交

通來說，無論是製造主體、運營主體，還是乘客、場地

提供方等，都需要保險產品來提供保障。」廣州某eV-

TOL企業相關負責人說。

業內人士認為，低空經濟應用場景豐富，且技術迭代

速度快，面臨的風險狀況複雜。由於低空經濟基礎數據

較少，使得保險公司在風險評估、精準定價等方面缺乏

足夠的數據支持。當前低空經濟新興領域的基礎數據較

少，可以參考運行較為成熟領域的數據，比如直升機、

固定翼航空器等的飛行數據，為相關保險產品風險評

估、定價等提供參考。保險公司應強化數據共享機制，

同時與無人機製造商、飛行服務提供商等合作，收集相

關飛行數據。同時，保險公司可與高校、專業培訓機構

進行合作，開設低空飛行器技術、保險精算等專業課

程，培養既懂保險又懂低空技術的複合型人才。

●來源：中國證券報

保險業布局低空經濟 精準定價待解
特稿中國擬限制鋰電池和提鋰相關技術出口

專家：保護本國核心技術和產業安全

政策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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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在企業、行業、區域數據基礎
設施的基礎上，組織建設基於統一
目錄標識、統一身份登記、統一接
口要求的數據流通利用設施底座

●支持農業、工業、交通、金融、自
然資源、衞生健康、教育、科技、
民航、氣象等行業領域打造高質量
數據集

●推動國家樞紐節點和需求地之間
400G/800G高帶寬全光連接，引
導電信運營商等提升「公共傳輸通
道」效能，推進算網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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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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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頡

有序推5G網絡向5G-A升級演進

數據基建將帶動未來五年兩萬億投資

●到2029年，中國將基本建成國家數據基礎設施主體結構。圖為中國通信建設第二工程局施工人員在甘肅蘭
州城關區安裝5G設備。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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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有序推進5G網絡向5G-A升級演進。圖為福建的一
智能馬桶燈塔工廠，工人在5G智能化車間工作。 資料圖片

●早前，小朋友和家長在數博會展館內參觀數字電網巡線無
人直升機。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