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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要素。进一步提升科创中国整体效能，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借助数

智融合技术的发展，加速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当前我国高质量发展还面

临许多卡点瓶颈，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科技创新领域仍面临着数字鸿沟、产学研融合、关键核心技术

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问题。数智融合作为数据价值重塑的重要引擎，通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AI的
融合应用，将进一步完善数字化智能平台建设，优化资源要素配置，释放出更多的数据价值，推动我国

科技创新未来发展迈向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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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the core elemen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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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of great strategic value to further improv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novation in China, improve the new national system,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
opment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with the help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fusion technology. At present, China’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still facing 
many bottlenecks, the abilit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not strong, and the 
fiel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still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the digital divide,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key cor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As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data value 
reshaping,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digi-
tal intelligence integration will further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t platforms,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 elements, release more data value, and promot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a new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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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3 月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远景目标》明确指出我国“十

四五”时期重要目标任务：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完善国家创新体系，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建设数字中国。

在国家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及数字驱动发展时代背景下，云数据分析、人工智能 AI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已成

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头雁，将推进“科创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 
数据和技术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生产要素，即数据处理能力与科技发展能力是当前数字化转型的核

心驱动力。尽管在当今社会，数据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资产，但数据价值仍未能深入发掘，数智融合将大

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 AI 技术进行融合发展，日益成为当今社会科技创新体系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趋势。数

智融合打破了传统数字技术与智能技术单一发展的劣势，其本质上是对大量数据进行整合处理、分析综

合、深入挖掘，在此基础上依托 AI 学习等智能化方式，提取数据中有价值的信息知识。大数据与人工智

能 AI 技术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为实现数据价值在“数”与“智”之间的无缝衔接提供了有力基础，促

进了我国科技创新体系数字化转型迈向更高阶段。 

2. 以“数智融合”赋能科创中国未来发展 

随着智能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建立日益完善，逐渐凸显出了信息化、数字

化的时代特点。尤其是近五年，依托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路径实现科创成果转化的占比越来越大，数字

化转型意味着将聚焦大量科技创新数据信息及价值，推动实现技术成果的高效转化。 
现代科技创新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数据资源和技术能力的释放。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

智能的不断发展，我国科技创新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科技创新的服务半径和范围逐渐扩大，但从世界

科技创新整体水平来看仍未能占据领先地位，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数字

技术与人工智能 AI 技术融合发展对进一步突破数字鸿沟，深入挖掘数据价值，打通数字化科技创新发展

堵点和难点问题或将提供支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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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数智融合与科技创新发展具有内在一致性 

数智融合与科技创新发展本质要求具有内在一致性，两者均是科技与经济发展融合的重要推手，在

内涵、目标、使命层面具有内在一致性，为实现“数智融合 + 科技创新”提供可行性。 
科技创新以发现和满足企业需求为重点，以构建协同化网络、输出全链条服务、提供数字化支撑为

本质要求和重要手段，旨在实现人才聚合、技术集成和服务聚力。数智融合也将聚合数据链之下的各类

资源，实现人才、技术、资本、数据、信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切实提升从资源要素整合到实现研发创

造各个环节的运行效率。 
数智融合技术协同科技创新体系致力于打造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国际交流、人才培养等全链

条的服务体系，打通数字科创资源供需对接网络，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

生产力转化。 
数智融合技术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将满足区域科创产业需求，通过梳理科创产业链、创新链等薄弱

环节，向区域科创产业发展提供技术供给和服务，从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科技企业孵化，推动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带动区域经济质量效益提升。 
数智融合迈进蓬勃发展时期，数字驱动企业相继构建了数智融合发展平台，聚力打造了优质融合创

新生态。数智融合为数据驱动下的科技创新带来了数据价值，同时也倒逼数据驱动产业在组织架构、人

员能力、技术创新等方面实现整合[2]。科技创新发展过程中不断构建“数”与“智”协同发展的业务环

境，将原本分散的人工智能技术流程进行整合，与大数据技术资源进行统一协调和配置资源。由此使得

大数据技术实践者、人工智能应用开拓者换位体验，承接不同领域发展需求，提升人工智能 AI 应用过程

中的大数据处理能力，更好、更便捷地完成所需数据的处理和加工。数智融合要求数字驱动下的科技创

新学习构建统一的开发平台，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运作，提供了更加可靠的数字化支撑[3]。 
数智融合技术与科技创新两者内在要求、共同愿景等方面具备了一致性，加速了数智融合向科技创

新体系注入新动能的步伐，数智融合技术的推动为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实现突破提供了可能，为实现科

技创新数据价值最大化、促进数智化技术转移和科创成果转化提供了有利发展思路。 

2.2. 数智融合为科技创新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科技创新发展形式上表现为发展模式的转型与变革，实质上是以新兴技术为载体的内涵式发展。要

加速构建科技创新体系，促进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进入新发展阶段，离不开数字驱动、创新驱动，需要

坚持从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实际需求出发，构建数字化融通发展平台，提供科创发展的数据支撑。大数

据和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促进我国科技创新体系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毋庸置疑，数智融合技术是通

过开发“数字 + 智能”融合平台，将海量数据处理技术、人工智能 AI 运算技术深度结合，提升科技创

新数据处理应对能力，从低自主创新阶段向依托高数据价值的数字科创阶段买进，进一步深化大数据与

互联网对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促进作用，为科技创新发展提供坚实技术支撑。 

2.3. 数智融合助力打造科技创新资源要素“生态圈” 

数字融合技术应用于科技创新数字化平台发展，搭建了技术力量与科创需求有机结合的渠道，通过

打造数字科创优质生态将基础研究、市场服务、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等资源要素聚合起来，让数据价值

在科技创新生态资源中深度融合，建立起跨界协同的新型创新网络。 
数智融合支持下的科技创新发展平台将以释放数据价值和创建科创基地为载体，培育创新型科技创

新主体，借助数据创新领域的人才智力和科技创新组织网络优势，立足于数智融合作用下的科技创新发

展路径，将技术、人才、政策、资本等科技创新资源要素储备在“库”[4]。数智融合技术将充分提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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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流通效率和价值发挥力度，实现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要素全平台共享，助力新型线

上资源储备与输出服务平台建设，打造资源要素“生态圈”，为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发展提供更多的技

术咨询。 

3. 以“数智融合”破除科创中国发展梗阻 

2021 年 9 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了年度全球创新指数(GII)，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位列 12
名。尽管自 2013 年以来，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稳步提升、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的步伐也日益加快，

但相比于科技创新指数领先的国家而言，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仍然有待提高，面临着数字鸿沟依旧存在、

产学研融合水平较低、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较低、科技成果转化程度滞后等问题。 

3.1. 数字鸿沟问题仍然存在 

自大数据、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兴起至今，数字技术在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中战略重要性日益

凸显，但围绕数字技术的争端问题不断涌现，数字鸿沟始终人们直面的一大难题。数字鸿沟问题也是全

球贫富差距问题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具体表现。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与全球领先相比，在数字设备接入、数

字技术使用和数字能力培育等方面仍旧存在差异[5]。从微观角度看，数字鸿沟的持续存在加剧了世界各

国在科技创新中的不平等竞争，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是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国家而言，更是如

此。从宏观角度来看，数字鸿沟使得世界各国发展不平等，加剧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社会差异。 

3.2. 产学研融合水平有待提高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视产学研的协同融合，逐步建立起了产学研融合发展的组织

机制。但就具体实践而言，产学研合作的各方在平台建设、发展战略等方面并未形成深度融合的利益共

同体，三者之间未能建立起长效合作的平台运行机制，有各自独立的发展目标和任务要求，各创新主体

在技术成果利益分配和知识产权归属方面往往不能达成一致，制约了科技创新成果的有效转化。同时，

产学研的深度融合不仅需要统一项目发展愿景和利益分配机制，更需要建立数字化协同的产学研一体化

交流平台，使得各主体、产业链各环节之间连结畅通。目前，产学研融合水平在数字化平台建设和长效

合作机制方面都有待提升。 

3.3. 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亟待提升 

我国科技创新发展历程中，长期实行的是“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传统创新路径，对于我国发

展初期通过快速引进国外技术实现部分产业模仿性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长此以往便容易形成重

视国外引进而轻视国内创新、忽视二次开发等问题，使得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方

面处于劣势[6]。近年来，随着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逐步提升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缓慢提升，

但仍旧处于模仿大于创新阶段，一些跨国公司凭借着技术优势和数据垄断，对我国采取了“技术封锁”

等策略，尤其是在信息化发展时代背景下，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发展相当大程度上离不开数字技术的创

新。 

3.4. 科技成果转化程度滞后 

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不仅依赖于科技创新成果的数量和水平，也要取决于科技创新成果能否高效转

化。现阶段，我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率较低，科技成果与供需信息的匹配性较差。由于市场需求与创新

主体之间缺乏畅通的信息平台渠道，导致高校科创与社会科创并不一定是围绕着市场和社会需求进行的，

出现了科技创新成果与现实发展需求不匹配的问题，不仅无法将科技创新成果市场化、产业化，而且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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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了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人力资源和创新资源，企业承接科创成果的意愿度较低，无法高效实现科技创新

成果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初始目标，大大降低了科技创新的实际价值[7]。科技创新成果成熟度有待提升，

成果转化带来的市场风险较大；加之技术市场仍不够健全，技术供需之间缺乏畅通稳定的信息沟通渠道，

都成为科技创新成果向市场转化的实际障碍。 

4. 以“数智融合”促进科创中国提质增效 

科技创新关乎人类福祉，更关系未来中国发展。一方面认识和探索未知科技领域是人类的普遍天性，

科技创新发展有利于人类以现代科技力量认识世界、揭示宇宙规律；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取得的众多成

果必将持续造福世界，给予未来中国和世界无限可能。充分挖掘数智融合价值，推动实现人才、技术、

服务的聚合，有助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使得中国科创更好的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8]。 

4.1. “数据价值”重塑引擎：打破数据孤岛，释放价值助创新 

在科技创新实践过程中，数据孤岛成为大数据信息化时代制约科技创新产业的关键性障碍。数据孤

岛不仅阻碍了科技创新产业的创新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化升级，还将减缓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步伐。数

智融合技术的兴起和应用，通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有机融合，能够在收集、整合、读取、分析数据中

加入人工智能技术，同时将数据化资源应用于人工智能领域，降低数据应用门槛，缓解数据孤岛问题，

更好的发挥数据价值[9]。目前，人们对于数据利益的整体需求逐渐从数据保护向数据共享转变，人们逐

渐认识到对于破解数据孤岛问题更为迫切。破解数据孤岛问题，不仅需要树立“共享数据”的理念，更

建立数据共享的平台体系。数智融合技术通过多渠道收集数据信息，建立科技创新主体间的数据共享平

台，连通海量信息，打破数据孤岛，将科技创新全生命周期的数据进行整合，从市场需求与用户角度出

发读取、留存、转化到复用环节形成闭环，建立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庞大的数据基础。 

4.2. 智能信息化建设：及时反馈市场需求信息，畅通市场机制 

我国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过程中，由于信息化建设滞后使得科技创新技术要素无法准确且及时的与市

场联通，从而也就无法促使科技创新技术供给者深入相关领域的研发，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科技成果与外

部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目前，全国各地在基本上都在科技创新领域建立了技术交易信息服务平台，实

现了区域科技创新信息化服务，能够将市场需求信息与区域科技创新领域研究相结合，畅通科技成果区

域市场化渠道。在全国层面上看，尚未建立起统一规范的交易信息网络，数智融合技术在是数字技术与

人工智能 AI 技术的迭代升级，将两者优势功能进行集成，建立起国家层面的统一规范化信息交易平台，

实现全国范围内科技创新成果与市场动态需求精准匹配[10]。同时，利用数智融合技术充分释放数据价值，

构建起全国各地区平台间的科技创新信息共享机制，通过数据平台的智能信息化建设，实现数据共享和

技术创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息孤岛”“数字鸿沟”等现象，将科创技术的供需主体紧密连结，构

建出全国科技创新体系内部在纵向、横向之间的协同的管理体系。 

4.3. “云、数、智”三位一体：融合统一赋能科创新发展 

“数字 + 智能”理念从培育发展到建设实施，经历了一系列技术实践过程，大体来看，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 AI 学习融合有助于实现数据资源高效整合，支持动态数据价值的应用，最大程度发挥了

数据要素价值，对于解决数据及技术孤岛等瓶颈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应对思路[11]。 
“云、数、智”融合学习有助于建立统一的数据治理底座。三位一体服务平台，不仅能够满足科技

创新技术融合发展趋势，也将带来更多的组合优势。通过一站式的完成数据开发、模型开发及相关的数

据任务，结合云上大数据平台、云数据仓库服务等共同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学习提供统一对的开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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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构建云中统一的数据治理底座，打破数据及技术孤岛，实现数据网格跨部门的数据资产共享。另外，

三位一体融合发展平台使得数据分析更加智能化，为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精准赋能。通过智能数据分析

服务，赋能科技创新工作充分开展智能分析、模型效果检验以及自助式创新。“云、数、智”三位一体

融合发展将具备大数据处理和人工智能计算深度融合能力，在大数据平台上提供一站式数据处理和分析

服务，满足我国科技创新技术所需人工智能 AI 处理等多种深度学习框架。 
凭借着高端服务器、海量存储、云操作系统、信息安全技术，“云、数、智”三位一体融合技术的

应用为我国科技创新发展打造出了创新型云计算智慧化架构平台，致力于全面支撑我国科技创新云建设。 

5. 结语 

数智融合是我国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的数字驱动力，其发展不仅需要众多科技创新主

体的联合技术攻坚、更需要各级复合人才核心智库与数智融合科创平台的统筹建立[12]。通过建立统一融

合的数字治理底座、优化智能信息化建设，合力提升我国科技创新的加速度。数智融合将重塑我国科技

创新的智能化应用格局，高效实现智慧科创与市场需求的协同分析，依托全域资源要素，以“数字 + 智
能”双驱动，逐步构建我国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发展新生态，全面提升资源空间与数字协同配置效率，

开拓未来科创中国转型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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