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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27 日电 （记者
郭倩 董建国）《经济参考报》5月27日
刊发文章《数据要素“乘”出发展新动
能——第七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观
察》。文章称，支持30种方言混说的语
音大模型，提高语音客服的沟通效率；
依靠算法模型，智能机器人进行课业
辅助和实时陪护；通过大数据赋能，提
高医疗诊断准确性和药物有效性……
在5月 24日至25日举行的第七届数
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一系列创新成果
与应用集中亮相，展现出数字经济的
活力。

本届峰会是国家数据工作体系优
化调整后，首次举办的数字中国建设峰
会。记者从会上获悉，相关部门将从多
方面发力，持续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制定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交易政
策文件，释放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

先取豆磨豆，再焖蒸冲泡，递给观
众一杯咖啡后，还能清洗杯子——这一
系列的手冲咖啡制作流程，全由一个双
臂六轴机器人完成。在峰会现场体验
区，各类AI机器人成为当仁不让的“人
气王”。

“这个机器人身上集合了网络、算
力和AI等领域最新技术，基于数据沉

淀和智能算法，它还开发出了多模态大
模型等能力，能满足娱乐互动、家务协
助、家庭陪护等需要。”中国移动现场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

数字技术创新成果涌现，离不开数
据要素的支撑。国家数据局在峰会上
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3年）》
显示，2023 年我国数据生产总量达
32.85ZB（1个 ZB约等于十万亿亿字
节），同比增长22.44%。

与此同时，数据资源开发能力持续
增强，为智慧城市建设运行、工业互联
网开发利用等数智化应用提供了丰富
的“原料”。

展区内，中国联通茶叶智能产线吸
引了众多参展者。从平板电脑上选择
茶叶种类、数量、外包装要求等“一键下
单”，机械臂可自动取茶、封装、镭刻合
盖、输送到储物柜，无人化柔性生产一
气呵成，几分钟后就为体验者提供一份
专属定制茶叶。

“基于海量数据分析和大模型处
理，企业构建自动化工作流程，减少人
力需求，提高生产效率。”现场工作人员
介绍，中国联通打造了元景“1+1+M”
大模型体系，供行业进行大模型开发，
深度赋能服装、汽车、装备制造等领域。

公共数据关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各个方面。中国电子云数据运营
业务部总经理宋超介绍，中国电子云正
加快建设政府和企业数据运营基础设
施，通过连接数据交易所、企业、政府等
需求端，加快数据要素在数字政府、智
慧城市等领域释放价值。

为激发数据要素潜能，落实《“数据
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
年）》，峰会上国家数据局会同多个部门
发布首批20个“数据要素×”典型案
例，涵盖了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流
通、交通运输等12个行业和领域，通过
典型经验做法，进一步促进数据要素开
发利用。

不过也要看到，我国海量数据和丰
富场景优势潜力还需进一步释放。全
国数据资源调查工作组在峰会期间发
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3
年）》指出，目前还存在数据生产总量大
但有效供给不足、算力还需适度超前布
局、数据多元流通模式待完善等挑战。

多部门表示将进一步发力，深化数
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数字基础
设施优化升级，深挖数据要素价值。

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说，将推
动数据基础制度创新突破，支持城市

结合自身实际，加快推动数据资源产
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
数据基础性制度落地，构建动态更新、
分类分级的数据资源管理体系，大力
推动数据开发开放和数据要素高效流
通使用。

围绕进一步打通数据流通大动脉，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江平表示，将
加快5G、千兆光网等规模部署，加强
6G研发。加快布局智能算力基础设
施，推进算力互联互通。推动工业互联
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数
据要素等赋能新型工业化。

数据要素开发利用离不开各类经
营主体的积极参与。“企业通过数据资
产价值释放、增值、变现，加快业务和管
理创新。”浪潮云洲工业互联网副董事
长、总经理庞松涛说，浪潮云洲将基于
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起

“采数、算数、用数”体系，赋能园区集
群、大中小型企业，提高产业链、供应链
协同创新能力。

“我们将积极参与国家数据基础制
度建设，提供数据确权登记、数据融合
计算、可信数据空间等功能，支持数据
汇聚流通和开发利用。”中国电信董事
长柯瑞文说。

数据要素“乘”出发展新动能
——第七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观察

新华社上海5月27日电（记者 郑
钧天）27日，上海出台九条新措施以更
好满足居民多元化居住需求，包括进一
步优化住房限购政策、支持多子女家庭
合理住房需求、优化住房信贷政策等。

这份名为《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的文
件明确，在限购政策调整方面，通知明
确差异化、分区域调整优化住房限购政
策，非沪籍居民购房所需缴纳社保或个
税年限“五改三”， 即从“连续缴纳满5
年及以上”调整为“连续缴纳满3年及
以上”；五个新城以及南北转型等重点
区域的非沪籍人才购房“三改二”，即从

“连续缴纳满3年及以上”调整为“连续
缴纳满2年及以上”，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非沪籍人才
购房继续执行“连续缴纳满1年及以
上”规定。

五个新城以及南北转型等重点区
域的非沪籍人才扩大至所在区全域；非
沪籍单身人士购房区域扩大至外环内
二手住房。

此外，相关政策口径也进行了调
整。如取消离异购房合并计算住房套
数规定，对夫妻离异后购房的，不再按
离异前家庭计算拥有住房套数；已赠与
住房不再计入赠与人拥有住房套数等。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政策支持企业
购房用于职工租住，企业购买2000年
前竣工、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及以下
的二手住房，用于职工租住的，不再限

定购买住房套数。
在支持多子女家庭合理住房需求方

面，通知允许二孩及以上的多子女家庭
增购1套住房，即在执行现有住房限购
政策基础上，可再购买1套住房；并优化
多子女家庭在个人住房贷款中首套住房
认定标准，减少其购房利息负担。

在优化住房信贷政策方面，首套住
房个人商贷利率下限调整为不低于相
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减45
个基点，首付款比例下限调整为20%；
二套住房个人商贷利率下限调整为不
低于LPR减5个基点，首付款比例下限
调整为35%；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临港新片区，嘉定、青浦、松江、奉贤、
宝山、金山等6个区域继续实行差异化

政策，二套住房个人商贷利率下限调整
为LPR减25个基点，首付款比例下限
调整为30%。

购买首套住房的职工，个人公积金
最高贷款额度提至80万元，家庭公积
金最高贷款额度提至160万元。多子
女家庭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最高贷款额
度在此基础上上浮20%，即最高可达
192万元。购买二套改善型住房的职
工，个人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调整至65
万元，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提高至
130万元。

在支持居住困难家庭改善居住条
件方面，通知提出对符合条件的“以旧
换新”居民家庭，给予住房置换期间过
渡租房、装修搬家等适度补贴。

上海出台“沪九条”优化调整房地产市场政策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记者
邵艺博）就日前外交部网站公布的对12
家美国军工企业及10名企业高管采取
反制措施的决定，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7
日表示，中方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任何国家、任
何组织或个人都不要妄想在台湾问题
上越界踩线而不用付出代价。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外
交部网站5月22日公布的反制措施
决定，是否为中方对美国以所谓涉俄
罗斯因素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和参加台
湾地区领导人“就职仪式”的反制？

毛宁说，中方已于5月22日通过
外交部令第7号公布有关决定。中方

一贯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
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和“长
臂管辖”，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
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中方敦促美方
深刻反思，正视自身对乌克兰危机爆
发和升级所负责任，停止抹黑施压，停
止滥施非法单边制裁。

毛宁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
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
可逾越的红线。“任何国家、任何组织
或个人都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
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都不
要妄想在台湾问题上越界踩线而不
用付出代价。”

外交部：

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都不要妄想
在台湾问题上越界踩线而不用付出代价

据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周
圆 李昌瑞）应急管理部国际合作司
司长王满达27日表示，中国—中亚
应急管理部长级会议将于5月30日
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届时各方将正
式签署《关于建立中国—中亚应急管
理合作机制的谅解备忘录》，意味着
中国—中亚应急管理合作机制将正
式建立。

王满达在当日的应急管理部新闻

发布会上说，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五国，都普遍面
临较高的地震、洪涝、森林草原火灾等
自然灾害风险，以及统筹经济社会发
展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艰巨任务。
此次会议将系统梳理各方在防灾减灾
救灾、安全生产监管、综合应急救援等
方面的合作情况，并提出深化务实合
作的建议。

中国将与中亚五国建立应急管理合作机制

5 月 27 日，观众在
马尔代夫展台咨询。

当日，上海国际旅游
交易博览会开幕。本次
展会为期3天，来自超过
8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
多家旅游组织及企业参
展。
新华社记者 陈爱平 摄

上海国际旅游
交易博览会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