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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看不见、摸不着，但我们每个人

却早已身处数据海洋之中，日常点滴汇聚

成经济社会运行中的数据资源。

全国数据工作会议上的最新信息显

示，经初步测算，2023 年我国数据生产总

量预计超 32ZB。这表明我国已是全球数

据大国，让流动的数据创造更多价值是未

来方向。

海量数据来自哪里？

打开手机，外卖记录生成个人饮食喜

好；在订单、库存和交货期里，藏着企业的

供应链信息；人口、医保、就业数据的统计，

是政府民生的直接反映……数字中国的活

力无处不在。

数据能给社会发展带来什么？

我们以一份医疗数据为例：如果用于

医生诊断，可以看出一个病人的病因甚至

病情发展；如果用于医药企业，这是新药研

发的重要参数，直观反映药品的治疗效果

和不良反应；如果用于保险行业，能够作为

基础信息帮助实现定制化保险产品。

万 物 互 联 时 代 ，一 数 据 激 起 千 层

浪 ——同一个数据，不仅可以重复用于不

同场景且不会损耗，还可以发挥“助燃”作

用，规模效益巨大，这就是数据要素区别于

土地等其他要素的特性。

有 机 构 预 测 ，数 据 流 动 量 每 增 加

10%，将带动 GDP 增长 0.2 个百分点。数

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最大优势，在于“数

乘万物”。如同数学算式上从一级运算跨

越到二级运算，数据要素带来的是指数级

别的倍增。

放眼望去，无论是借助气象土壤数据

实现农业精准作业，还是通过数字化改造

让钢铁生产更加可控，抑或是综合研判车、

路等多方数据开发自动驾驶，数据正加速

与千行百业相结合，发挥出乘数效应。

与此同时，不论是传统产业数字化改

造，还是充分借助数据发展的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宝贵的数据又从千行百

业中产生，得以继续被开发利用。数据与

产业，相互促进，相互激发，迸发出中国经

济蓬勃发展的动能。

数据多，更要把“数”用好。

2015年，我国提出“互联网+”；2019年，

我国将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2020 年，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 建 议》提 出 建 设 数 字 中 国 ；2022 年 ，

《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

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对外发

布，搭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我国对数

据开发利用稳步推进。

然而，数据应用潜力释放不够，数据壁

垒、数据孤岛阻碍数据流通，数据隐私、安

全问题亟待解决……数据要素在发展过程

中存在不少难题。

2023 年 10 月，国家数据局应运而生，

统筹数字中国、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建设

工 作 ，加 快 破 局 数 据 要 素 市 场 化 配 置 改

革。这正是数据大国对于数据要素开发利

用和数据要素健康发展的前瞻性布局。

数据价值必须在应用场景中才能实

现。面向未来，怎样让流动的数据赋能更

多实体产业？

一 言 以 蔽 之 ：让“ 数 ”好 用 ，把“ 数 ”

用好。

——让数据供得出。

数 据 不 同 于 传 统 生 产 要 素 的 特 性 ，

使得产权界定变得较为困难。谁有权利

持 有 ，谁 能 加 工 使 用 ，谁 能 经 营 相 关 产

品？ 国家数据局表示将围绕数据产权、

交 易 流 通 、收 益 分 配 和 安 全 治 理 出 台 相

关 政 策 文 件 ，为 发 挥 数 据 要 素 价 值 提 供

坚实制度保障。

——让数据流得动。

流动的数据才能带来价值，数字基础

设施是数据流动的前提。国家数据局局长

刘烈宏表示，加快构建联网调度、普惠易

用、绿色安全的全国一体化算力体系，通过

优化算力布局更好服务数字经济发展，同

时探索布局数据基础设施，打造安全可信

的流通环境，为促进跨行业、跨地域数据要

素流通、开发、利用提供支撑。

——让数据用得好。

不同于其他传统要素，数据只有与场

景结合，才能改变传统生产函数，更好实现

数据价值。国家数据局全力推动“数据要

素×”行动，山东、辽宁等围绕政务服务、产

业发展等积极打造各类数据应用场景。

加快推动数据在不同场景中发挥出千

姿百态的乘数效应，我国数据基础资源优

势将不断转化为经济发展新优势。未来的

数字中国将更精彩。

新华社记者 严赋憬

（新华社北京4月 2日电）

数据产量超32ZB！

数字中国持续释放“数”活力

新华社北京 4 月 2 日电 日前，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统筹融资信用

服 务 平 台 建 设 提 升 中 小 微 企 业 融

资 便 利 水 平 实 施 方 案》（以 下 简 称

《实施方案》），就更好统筹融资信

用服务平台建设，完善以信用信息

为 基 础 的 普 惠 融 资 服 务 体 系 作 出

部署。

《实 施 方 案》以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健全

数据基础制度，加大融资信用服务

平台建设统筹力度，健全信用信息

归集共享机制，深入推进“信易贷”

工作，推动金融机构为企业特别是

中小微企业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

《实施方案》提出，要加大平台

建 设 统 筹 力 度 。 一 是 明 确 信 用 信

息 归 集 共 享 渠 道 。 强 化 全 国 信 用

信 息 共 享 平 台 的 信 用 信 息 归 集 共

享“总 枢 纽 ”功 能 。 健 全 全 国 一 体

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网络，作为向

金 融 机 构 集 中 提 供 公 共 信 用 信 息

服 务 的“唯 一 出 口 ”。 二 是 加 强 地

方 平 台 整 合 和 统 一 管 理 。 对 功 能

重 复 或 运 行 低 效 的 地 方 融 资 信 用

服务平台进行整合，原则上一个省

份只保留一个省级平台，市县设立

的 平 台 不 超 过 一 个 。 三 是 加 强 对

地 方 平 台 建 设 的 指 导 。 统 一 地 方

融 资 信 用 服 务 平 台 接 入 全 国 一 体

化平台网络的标准，促进地方平台

规范健康发展。

《实施方案》明确，要优化信息归集共享机制。一是明

确信用信息归集共享范围。将企业主要人员信息、各类资

质信息、进出口信息等纳入信用信息归集共享清单。充分

发挥地方融资信用服务平台作用，依法依规加大清单外信

用信息归集共享力度。二是提升信用信息共享质效。对已

在 国 家 有 关 部 门 实 现 集 中 管 理 的 信 用 信 息 ，要 加 大“总 对

总”共享力度。加强数据质量协同治理，确保数据真实、准

确、完整。

《实施方案》指出，要深化信用数据开发利用。一是完

善信息查询服务。各级融资信用服务平台要按照公益性原

则依法依规向金融机构提供信息推送、信息查询、信用报告

查询等服务。二是开展联合建模应用。支持建立信用信息

归集加工联合实验室。三是开发信用融资产品。因地制宜

开展“信易贷”专项产品试点，金融机构推出细分领域金融

产品和服务。四是拓展提升平台服务功能。推动各项金融

便民惠企政策通过平台直达中小微企业等经营主体。五是

发展信用服务市场。制定信用信息平台的授权运营条件和

标准。

《实施方案》强调，要加强信息安全保障和信息主体权益

保护，强化政策支持保障，提升中小微企业融资便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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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2 日电 （记者史竞男）

中 宣 部 主 题 出 版 重 点 出 版 物《调 查 研

究——中国共产党成功秘诀》日前在京首发。

全书深入研究并还原了中国共产党

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梳理了调查研

究工作的缘起、过程及其制度化、理论化的

历史进程，已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日前在京举行的图书首发式暨研讨会

上，专家表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

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本书以各

个时期党的中心工作为经，以具有代表性

的调查研究工作为纬，以翔实的历史资料

为基础，同时吸收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史

论结合，全面系统讲述了党的一百多年调

查研究史。这既是一部关于中国共产党

调查研究工作的专题史，也是一部通俗理

论读物，对于帮助广大读者深入学习党史

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4 月 2 日，在沈阳抗美

援朝烈士陵园，沈阳出入境边

防检查站民警在烈士墓碑前

献花。

新华社记者 龙 雷摄

清明时节
祭奠英烈
清明节前夕，人们前往烈

士陵园开展祭扫活动，向英烈

敬献鲜花，寄托哀思。

◀4月 2日，在位于河北省

石家庄市的华北军区烈士陵

园，学生们为革命英烈献花。

新华社发（梁子栋摄）

我国将采取三方面举措
保护长江珍稀濒危物种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 日电 （记者于文

静、张晓洁）长江十年禁渔实施以来，水生

生物资源恢复向好。与此同时，长江拦河

筑坝、航道整治、挖砂采石等人类活动仍然

较多，珍稀濒危物种生存环境尚未根本好

转。下一步，我国将采取三方面针对性措

施，加强长江珍稀濒危物种保护。这是记

者 2 日从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

风会上了解到的消息。

一是强化人工保种科研攻关。目前

我国已经建设了一批中华鲟、长江鲟的人

工保种场，有了一定规模的亲本库，突破

了规模化的人工繁育技术难题。下一步，

将持续加强科研攻关、提升保种场人工繁

育能力，争取尽快突破自然繁殖、生境修

复等关键技术。

二是加大增殖放流力度。从今年起，

农业农村部计划每年安排 5000 万元专项

资金，争取能够放流 100 万尾，力争未来三

到五年能够逐步增加到 500万尾。

三是强化重点水生生物的栖息地保

护。要保护好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

游通道。农业农村部将选择适宜的水域修

复重建产卵场，并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在拦

河筑坝处修建过鱼设施，落实重要栖息地

船舶限速、限航等措施，最大限度降低人为

影响。

《调查研究——中国共产党
成 功 秘 诀 》在 京 首 发

地方财政“透明度”哪家强？

财政部发布排行榜
新华社北京 4 月 2 日电 （记者申铖）财政部 2 日对外发布

“2022 年度地方预决算公开度排行榜”，广东、河南、湖南位居

榜单前三名。这是 2015 年以来，财政部第 7 次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地方预决算公开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地方基本实现“应公开尽公开”：2022 年

度应公开预决算的地方各级政府均已全部公开；应公开预算

和决算的地方各级部门分别为 25.46 万家、25.47 万家，未公开

的分别为 6 家、8 家。未公开预决算的地方政府和部门数量，

自 2018年度以来连续五年均为个位数。

地方部门所属单位方面，2022 年度公开预算和决算的地

方各级部门所属单位分别为 34.68 万家、32.11 万家，公开率分

别达到 99.92%、99.95%，基本实现公开全覆盖。

“总体来看，各地预决算公开透明度持续提升。”财政部

相关负责人介绍，各地不断健全预决算公开工作机制，抓实

常态化监督，全力推进预决算公开规范化、常态化、制度化，

不断提高预算管理水平。与此同时，各地强化信息技术支

撑，不断优化公开方式，确保公开数据真实、准确、可读，让社

会公众找得着、看得懂、能监督。

然而，检查也发现，部分地方预决算公开仍存在薄弱环

节：个别部门及少数部门所属单位未公开预决算信息；少数

预决算信息未在批复后 20 日内向社会公开；部分预决算公

开内容不完整不细化不准确；部分预决算公开内容可读性

不够。

这位负责人说，下一步，财政部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推进预决算公开工作，持续提升公开

的及时性、完整性、规范性，增强财政透明度，以公开促改革，

不断提高财政治理效能。

国家主席习近平
任免驻外大使

新华社北京 4 月 2 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根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下列驻外大使：

一、免去孙海燕（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共和国

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曹忠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共和国特命全权

大使。

二、免去郭晓梅（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达加斯加共

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职务；

任命季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达加斯加共和国特命全

权大使。

三、免去龚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安哥拉共和国特命全

权大使职务；

任命张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安哥拉共和国特命全权

大使。

四、免去魏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拿马共和国特命全

权大使职务；

任命徐学渊（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拿马共和国特命

全权大使。

（上接第 1版）这不是“去风险”，而是制造

风险。如果美方愿意开展互利合作，共享

中国发展的红利，中方的大门始终是敞开

的；如果美方 执 意 打 压 中 国 的 高 科 技 发

展 ，剥 夺 中 国的正当发展权利，我们也不

会坐视不管。

习近平阐述了中方在涉港、人权、南

海等问题上的立场。

拜登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影响最深

远的双边关系。旧金山会晤以来美中关

系取得的进展表明，双方可以积极推进合

作，同时负责地管理分歧。我重申，美方

不 寻 求 进 行“ 新 冷 战 ”，不 寻 求 改 变 中 国

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

方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发展有利于

世界，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发展，不寻求

同中国“脱钩”。愿安排耶伦财长、布林肯

国务卿近期访华，同中方加强对话沟通，避

免误判，推进合作，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

局势等交换了意见。

两国元首认为，这次通话是坦诚、建

设性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责成双

方工作团队落实好“旧金山愿景”，推进外

交、经济、金融、商务等领域磋商机制以及

两军沟通，在禁毒、人工智能、应对气候变

化等领域开展对话合作，采取进一步措施

扩大两国人文交流，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

沟通。中 方 欢 迎 耶 伦 财 长 、布 林 肯 国 务

卿近期访华。

（上接第1版）

这些年，青峰研发失败的品种少说有

数十个，“这些品种在 Ι 期、Ⅱ期甚至Ⅲ期

临床试验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研发都

要从头来过。”青峰医药集团研发负责人

介绍，有的品种研究周期甚至长达十年以

上，投入过亿元。

对于这种成本和风险，青峰上下达成了

共识：只有沉下心做研发才是唯一出路。离

开了创新，所有辉煌都可能是昙花一现。

集团最宝贵的财富是人才

近日，青峰研发的新型抗流感 1 类新

药 GP681 已报产。它拥有全球自主知识

产权，申请发明专利 33项。

这是青峰持续创新的又一成果。“我

们以每年不低于销售收入的 10%投入研

发，去年投入近 5 亿元。”青峰医药集团运

营负责人自豪地说。

目前，青峰在上海、北京、杭州、赣州

等地打造了协同高效的创新化药平台、创

新天然药物研究平台以及全国重点实验

室、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形成了面

向全球、全链条的创新研发体系。

基于此，青峰重点聚焦抗肿瘤、抗感

染、消化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四大治疗领

域差异化品种的研发，先后承担国家“重

大新药创制”专项课题 7项，在研品种 60余

个，多个创新药进入临床研究阶段。

人才是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

要支撑。青峰 2000 余名员工中，研发人员

就有 700 多人。“我们集团最宝贵的财富是

人才。一把手主要抓人才，公司从全球各

地招揽医药高端人才，并创造条件充分激

发科研人才的创新活力。”青峰医药集团

运营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青峰打造了三大现代药品商业

化生产基地，构建了药品全生命周期且符

合国际标准的质量保障体系，微丸压片、

热溶挤出、渗透泵等尖端生产技术在行业

内遥遥领先。据悉，青峰储备的创新药品

种一直位于中部地区药企前列，目前多个

立项的化学小分子创新药品种为全球重

磅品种。

多年研发积累，不断攀登科技创新高

峰，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青峰未来可期。

青 峰 攀 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