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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数据局近日正式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
报告（2023年）》指出，2024年，外部环境依然严峻
复杂，数字中国建设任务繁重艰巨，但我国拥有
全球规模最大的数字化应用场景、强大的数字基
础设施和高素质的数字人才，数字中国发展将进
一步提质提速。

根据报告，当前，从国际形势看，全球数字
化变革浪潮涌现，各国深入推进数字化发展战

略，推动国际数字领域竞争日趋激烈，数字时代
的国际格局正在加速重塑。从国内形势看，数
字中国建设扎实推进，同时我国数字化发展面
临数字关键核心技术仍存短板、数字化发展水
平不平衡、数字基础设施有待优化升级等一些
制约。

展望2024年，数字中国发展前景怎样？报告
显示，2024年，数字中国建设将与我国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同频共振、协同发力，成为推动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引擎，基础制度
进一步优化，数字技术创新实现进一步突破，数
据要素价值进一步释放，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一
步提速，数字经济发展动能进一步增强，数字社
会获得感进一步提升，数字领域国际合作空间进
一步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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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为加强人工智
能标准化工作系统谋划，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
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标准委等四部门近日
联合印发《国家人工智能产业综合标准化体系建
设指南（2024版）》（以下简称《指南》），加快构建满
足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人工智能+”高水
平赋能需求的标准体系。

人工智能产业链包括基础层、框架层、模型
层、应用层等4个部分。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
人表示，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在技术创新、
产品创造和行业应用等方面实现快速发展，形成
庞大市场规模。以大模型为代表的新技术加速迭
代，人工智能产业呈现出创新技术群体突破、行业
应用融合发展、国际合作深度协同等新特点，亟须
完善人工智能产业标准体系。

《指南》提出，到2026年，我国标准与产业科技
创新的联动水平持续提升，新制定国家标准和行
业标准50项以上，引领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标准体系加快形成。开展标准宣贯和实施推广
的企业超过1000家，标准服务企业创新发展的成
效更加凸显。参与制定国际标准20项以上，促进
人工智能产业全球化发展。

根据《指南》，人工智能标准体系结构包括基
础共性、基础支撑、关键技术、智能产品与服务、赋
能新型工业化、行业应用、安全/治理等7个部分。
其中，基础共性标准是人工智能的基础性、框架
性、总体性标准。基础支撑标准主要规范数据、算
力、算法等技术要求，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夯实技
术底座。关键技术标准主要规范人工智能文本、
语音、图像，以及人机混合增强智能、智能体、跨媒

体智能、具身智能等的技术要求，推动人工智能技
术创新和应用。智能产品与服务标准主要规范由
人工智能技术形成的智能产品和服务模式。赋能
新型工业化标准主要规范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制造
业全流程智能化以及重点行业智能升级的技术要
求。行业应用标准主要规范人工智能赋能各行业
的技术要求，为人工智能赋能行业应用、推动产业
智能化发展提供技术保障。安全/治理标准主要规
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等要求，为人工智能产业发
展提供安全保障。

《指南》明确，鼓励标准化研究机构培养和引
进标准化高端人才，加强面向标准化从业人员的
专题培训；鼓励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等将标准化
人才纳入职业能力评价和激励范围，构建标准化
人才梯队。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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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之江实验室与成都国星宇航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星宇航”）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将以“共商、共建、共享、共发展”的模式，
联合推进关键技术研发、工程攻关和试验验证等
工作，合作共建“太空计算星座”，提升太空计算服
务能力，并为后续的星座组网奠定重要基础。

当前，主流算力平台仍以地面算力为主，但地
面算力网依赖大量能源消耗，由此会带来算力成

本的急剧上升。而在“无碳能源”（太阳能）取之不
尽的太空，以“太空计算星座”为基础构建的天基
算力网，则可以解决地面算力成本过高的问题，具
有天然优势。目前，由单星服务的“功能机”向网
络服务的“智能机”升级，正成为“太空计算星座”
的核心。未来，“天感地算”变为“天感天算”，可降
低数据处理时延和网络数据传输量。

国星宇航即将于8月发射的AI算力卫星，即

太空计算卫星，便是着眼于将地面算力放到太空，
并作为未来天基算力网的太空计算节点。该卫星
将在入轨后重点开展多模态、多任务、多场景数据
处理能力的在轨验证。此前，为实现太空计算卫
星成功发射及在轨验证，今年2月，国星宇航还发
射了全球首颗AI在轨超分商业卫星，其搭载了该
公司自研的第六代“卫星智脑”，现已在轨完成4倍
AI超分算法验证。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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