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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

进一步优化数字产业集群发展环境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

栅洁在《求是》发表署名文章《加快

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文章指出，要培育壮大人

工智能、物联网、量子计算等新兴产

业，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

业集群。显然，我国对于包括人工

智能、物联网、量子计算在内的数字

产业发展，将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

推动相关产业迎来又一个“黄金发

展期”。

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物联

网、量子计算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成果斐然。然而，在实现数字产业

更好发展的过程中，仍存在不少痛

点和难点。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需

要完善产业政策、优化投资环境，鼓

励更多企业和资本进入，以充分发

挥市场能动性和创新性。

比如，在人工智能领域，我国已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脸识别技术

在安防、金融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语音识别技术也取得了重要突破，

语音助手正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

得力助手；自动驾驶技术在汽车行

业的研发应用不断加速，为未来智

慧交通体系建设提供了技术落地的

诸多可能性。

但也要看到，目前，我国人工智

能产业仍存在一定的发展瓶颈：产

业链结构偏重于应用端，在产业基

础及感知能力方面受限较多。部分

领域核心技术如芯片制造及设计、

高端传感器等方面，仍对国外进口

技术和产品有相当程度的依赖，自

主创新能力相对较弱。

而在近年来的技术应用场景

中，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问题也日

益突出，社会各界呼唤政府制定更

完善的监管举措，以确保人工智能

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对此，我国一方面要加大对人

工智能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提供

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另一方面，要强化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加强对重要

技术的保护，提高企业的创新积极

性。在公众隐私安全与人工智能技

术应用上，则要吸纳各方建议和意

见，对包括《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

保护法》等在内的法律法规加以细

化与完善，以便于更好厘清技术变

革与公众安全的边界，保证人工智

能系统的安全性、可适用性与可控

性，保护个人隐私，防止数据泄露与

滥用。保证人工智能算法的可追溯

性与透明性，防止算法歧视。

在物联网领域，物联网技术在

智能家居、智慧城市等方面取得了

显著成果。智能家电、智能交通系

统等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不过，当下物联网领域

存在着技术标准不统一、设备互联

互通困难等问题，需要加大研发投

入，推动技术标准化进程。与人工

智能领域类似，数据安全和隐私保

护也是物联网面临的重要问题，有

待于相关部门深入研究，建立更加

完善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

我国已在量子计算领域取得了

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2017年，

世界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

量子计算机在中国诞生；2019年，我

国科学家研制出24个比特的高性能

超导量子处理器。但也要看到的

是，我国量子计算领域的核心技术

尚不成熟，离实际应用还存在一定

距离。人才培养和科研投入不足，

限制了量子计算领域的发展。

量子计算是一门前沿科学，需

要长期而扎实的研究投入。有关部

门应推动高校、研究机构，加强对量

子计算领域的基础研究。在科研立

项、经费划拨等方面予以大力支

持。同时，量子计算领域需要大量

人才、资金投入，仅靠国家拨款、高

校及科研机构研发的传统模式，无

法满足我国在该领域的发展诉求。

近年来，部分企业也开始进入量子

计算领域。对此，我国要鼓励企业

加大科研投入，聚焦核心技术攻关，

加大对人才培养的支持。

从长期发展来看，我国应逐步

形成政府、科研机构、产业和投资机

构的多方协同机制，通过联合攻关

和成果共享，在技术研究、样机研制

和应用探索等方面形成发展合力，

加强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综上所述，要实现数字产业的

更好发展，我们需要完善产业政策，

优化投资环境，鼓励更多企业和资

本进入。加快构建开放、公平、透明

的市场环境。政府可以加大对数字

产业集群建设的投资力度，鼓励跨

地区合作和协同创新，促进企业间

的合作和竞争。同时，政府还可以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国际投

资和人才，提升我国数字产业集群

的国际竞争力。

在人才培养方面，我国可以借鉴

国外的经验，加大对人工智能、物联

网、量子计算等领域人才的培养和引

进。政府可以加大对高校和科研机

构的支持，鼓励他们开展相关专业的

人才培养和科研工作。同时，政府还

可以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建立人才培

养的长效机制，培养更多具有创新能

力和实践经验的人才。

为了数字产业集群的更好发

展，我国需要在政策扶持、投资、营

商环境优化、人才培养等方面持续

发力。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我

国可以进一步提高数字产业集群的

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实现产业结构

的升级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政

府和市场的共同努力下，我国人工

智能、物联网和量子计算等新兴产

业有望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澳新银行的“中国机遇”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

步伐逐渐加大，金融开放

的节奏也日益加快。

在此前召开的“第十

四届陆家嘴论坛”上，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

云泽曾表示，在财富管理、

绿色金融、养老健康、资产

管理等领域，热忱欢迎经

营稳健、资质优良的外资

机构来华展业，鼓励符合

条件的外资机构参与各类

业务试点。

面 对 更 多 的 发 展 机

遇，外资银行如何更好地

发挥优势深耕中国市场？

澳 大 利 亚 和 新 西 兰

银行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澳新银行”）机构银

行 总 裁 马 伟 霖（Mark

Whelan）认为，作为外资

银行，要找准适合自己的

发展定位。早在 2017 年，

澳新银行便调整了其在

亚洲五个市场的经营策

略 ，专 注 于 机 构 银 行 金

融，这使得该行得以重新

调配资源，并成就了近期

该行在机构银行业务领

域的稳健增长。

近日，马伟霖再次来

到中国，这也是新冠疫情

之后他首次访华。澳新银

行如何看待中国市场机

遇？外资银行应该怎样找

到适合自己的布局策略？

如何定位下一步的发展重

点？就这些问题，《中国经

营报》记者专访了马伟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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