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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办公厅近期正式印发《关于加快释
放数据要素价值培育壮大数据产业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和《江苏省公共数据授权运营
管理暂行办法》。大数据产业成为新的生产要
素，也是重要生产力。江苏作为数字经济大省，
如何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抢占数据产业新赛
道，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记者在日前召
开的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寻找答案。

3000亿条数据信息，蕴藏着巨大要
素价值

“我省公共数据资源丰富，已经归集了
3000多亿条数据，基本建成省、市一体的数据
资源体系，这些数据资源蕴藏着巨大要素价
值。”省数据局副局长王万军表示，江苏发展数
据产业兼具海量数据、丰富场景和扎实产业基
础等多重优势。到2027年，全省数据要素市场
体系基本建成，完成数据产业全链条布局，产业
年均增速超过20%；引育1000家数据企业，形
成1000个高质量数据集，打造2000个典型数
据产品，建立50个数据产业公共服务示范平
台，数据产业生态更加完备。

数据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形态，随着数
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不断演进转化。
王万军介绍，省数据局也将持续观察，以更好地
制定政策举措。在全面贯彻落实《意见》基础
上，进一步加强产业基础和政策研究，开展数据
产业分类工作，形成具有江苏特色、反映全省全
貌的数据产业分类指标，编制数据产业图谱；聚
焦数据资源、数据技术、数据服务、数据应用、数
据安全和数据基础设施等6类企业，建立完善数
据企业认定机制，建立数据企业库；逐步健全数
据产业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各数据交易场所建
立健全。

在数据安全方面，我省进一步压实运营主
体和开发主体的安全合规主体责任。明确原始
公共数据资源直接进入市场，不得超授权范围
使用公共数据资源。同时，加强运营合规监
管。“每年度组织开展数据安全管理情况检查和
授权运营活动合规审查，确保运营主体和开发
主体遵守国家和省相关法律法规及管理办法，
规范数据开发利用行为。”王万军说。

聚焦“1650”产业体系，释放制造业
领域数据价值

数据作为数字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是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动力。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池宇介绍，省工
信厅大力推动工业领域数据要素赋能，出台《江

苏省工业大数据发展实施意见》，培育大数据应
用标杆，17个项目入选工业方向国家大数据产
业发展试点示范。持续推进国家数据管理能力
成熟度贯标，同时在工业数据要素市场培育方
面先行先试，开展工业数据空间、工业数据资产
登记等试点工作。

据了解，聚焦“1650”产业体系，省工信厅编
制并组织开展新一轮“智改数转网联”三年行动
计划，推进工业数据要素赋能新型工业化，强化
工业数据要素供给、工业大模型应用创新和优
化产业服务生态。

特别是围绕生物医药、新材料、高端装备、
智能网联汽车等行业，工信部门推动龙头企业
发挥数据、知识、场景等方面优势，与人工智能
企业合作，面向制造业关键环节组织开展核心
技术攻关，推动行业大模型研发创新。

在支持行业龙头企业、高校院所和第三方机
构共建行业数据服务平台方面，提供数据清洗、
标注、溯源、质量评估等服务。构建工业语料库、
数据集，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数据融通，探索基于
大模型的智能数据标注和数据合成。持续开展
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环省行”系列供需对
接活动，进一步释放制造业领域数据价值。

科学技术引领，支撑发展数据产业

数据已成为重要的创新要素，人工智能大
模型、新材料创制、生物育种、基础科学研究等
都离不开数据支撑。

省科技厅副厅长赵建国表示，围绕培育壮
大数据产业，提升数据技术创新能级，科技上主

要强化“数智技术项目支撑、科学数据研发支
撑、数据产业平台支撑”三个支撑。

据介绍，“十四五”以来，省科技计划围绕人
工智能、区块链、隐私计算、数据安全等数智技
术，已部署实施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项目300
余项。如人工智能领域，重点支持开展行业垂
直大模型研发，汇聚和整理相关领域数据集和
知识库。其中东南大学建立了芯片设计领域28
亿次元高质量训练数据集，通过大模型对代码
进行验证和优化，提高了EDA辅助设计效率；
苏州实验室联合思必驰发布了首个针对化学科
学的大模型，基于1亿条分子式、1000万篇论
文、1000多篇文献数据进行训练，实现了新物
质分子式生成、合成路径预测、新物质成分验证
等功能，体现了以数据驱动发现新规律、创造新
知识的科研范式变革。

江苏是科教大省，科学数据资源富集。
2019年，省科技厅布局建设省科技资源统筹服
务云平台，目前已汇聚大型科研仪器2.8万台
（套）、工程技术文献资源总量达194TB、农业种
质资源保存实物总量超7.65万份。

在强化数据产业平台支撑方面，聚焦算力
网络和可信流通，推动未来网络试验设施大科
学装置建成并正式运行，构建国际首个网络内
生安全试验场，为网络数据安全保驾护航。此
外，科技厅还出台支持民企参与重大科技创新
12条措施和积极培育独角兽企业11条措施，持
续优化高企认定服务。“截至目前，全省数据服
务技术领域高新技术企业达140家。”赵建国介
绍说。

《国家认监委关于发布燃气用具连
接用软管等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机构指
定决定的公告》近期颁布，南京市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院（南京市质量发展与先进
技术应用研究院）（下称南京质检院）建
材中心获批燃气用具连接用软管强制性
产品认证指定实验室。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在南京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期召开的建材家装产
品抽检结果新闻发布会现场，该局产品
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调研员赵松年向记
者介绍，南京质检院在为政府监管提供
支撑的同时，也积极为企业提供全方位
的技术支持。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南京质检院
国家建材中心的工程师刘媛指出，燃气
产品涵盖“灶、管、阀”等一系列产品范
畴。当前，我国对燃气产品的监管力度
正不断加强。除家用燃气灶具产品已纳
入强制性产品认证（下称3C认证）管理
体系外，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2024
年进一步将商用燃气灶具、燃气用具连
接用软管以及燃气紧急切断阀纳入3C
认证管理范畴。此次，南京质检院建材
中心被授权为燃气用具连接用软管强制
性产品认证指定实验室，专注于对不锈
钢波纹软管与金属包覆软管等燃气用具
连接用软管进行检测。

刘媛提及的3C认证，全称为“中国
强制性产品认证”，英文缩写为“CCC”，
是我国政府为保护消费者人身安全及国
家安全、加强产品质量管理，依据法律法
规所实施的一种产品合格评定制度。

参与3C认证中“国标”的制定

2023年发生的“6·21银川特别重大
燃气爆炸事故”，对我国燃气管理工作产
生了深远影响。同年8月9日，国务院安
全生产委员会正式发布了《全国城镇燃气
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
推行燃气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与此同时，
社会各界对于将燃气用具连接用软管等
纳入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呼声愈发强
烈。

南京质检院建材中心工程师方翔，
是本次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参与者
及3C认证中内用胶管国家标准的编写
人之一。他向记者介绍，在整治行动开
展之前，燃气软管的执行标准繁杂多样，
各类推荐性标准、行业标准多达7个，管
理上存在较为混乱的情况。为此国家出
台了3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南京质检院
作为标准起草单位之一，积极参与其中，
为燃气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而南京质检院业务部部长唐雯告诉

记者，国内检验机构
众多，但“灶管阀”检
测却十分“小众”，具
有“灶管阀”检验检
测能力的机构其实
并不多。

“忙得连轴
转”

“作为市场监管
系统的实验室除了
接受市场监管局任
务外，也会承担其他
政府职能部门的委
托，诸如公安、住建
等。此外，软管生产
企业也是实验室的
重要客户。”方翔表
示，我国的燃气用具
连接用软管生产企
业大多在浙江，江苏
境内仅有 10 家企
业，其中南京地区6
家，“全都是软管一
线生产企业。”

“经常去浙江、
安徽、山东、四川等
省出差，有时在流通
领域购样抽检，有时
直接去生产企业上
门服务。”在南京质
检院建材中心，像方翔这样的工程师已
不仅服务一座城市，他们的步伐走向全
国。方翔称，这种去外省抽检近几年来
愈发普遍，有时检验员忙得连轴转。

要有人抽样，要有人检测，还要有人
对整个任务进行把关。事实上，技术支撑
的背后是实验室的高负荷运转，这种现象
在大事件和大事故发生后尤其突出。

“口罩的检测就很典型。疫情暴发之
前，口罩的检测一年不到10个，爆发后全
年检测的需求数以百倍的增长。”说起疫
情期间的忙碌，唐雯的记忆犹新。在她看
来，这次燃气用具连接用软管3C认证工
作同样如此。“实验室短时间内接受的委
托已超过全年的业务量。”

协助案件“侦破”

有时实验室的工程师还经常被住建
部门和公安部门邀请，参与一些课题的
研讨和案件的“侦破”。

方翔多次在全国范围内参与事故调
查，惨烈的爆炸现场，至今仍让他心有余
悸。他说，检测工作往往是滞后的，当事故
发生后，工程师会来到现场。“到底是产品
质量问题，还是人为因素所导致——我们
的任务就是为事故原因提供参考意见。”

拥抱数字经济“新蓝海”

江苏布局培育壮大数据产业
本报记者 万森

到2027年，江苏引导培育1000家数据企业，数据产业生态更加完备。 万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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