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正加速而来。5G、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区块链
……数字变革在快速推动数字经济变革。

刚刚公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建设数字中国”相关内容重磅亮
相。正在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年会经济峰会上，如何加快数字化
发展，拥抱数字经济时代成为全球业界关注的焦点。

2021.3.22 星期一
责编 路啸 ｜ 版式 小宗 ｜ 校对 吴琼 天下 A07

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是应对人
口老龄化的关键举措。“十四五”规
划纲要提出了“整合利用存量资源
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积极发展农
村互助幸福院等互助性养老”等多
项具体措施。

“‘十四五’时期，民政部将把城
镇中的闲置社会资源，经过一定程
序整合改造成社区养老设施，同时
配合有关部门将新建或改造建设养

老等公共服务设施纳入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范围。”李邦华介绍，依托养
老服务设施，还将在街道、社区范围
内大力发展综合性养老服务机构，
将养老服务延伸到家庭和社区。

针对互助性养老，李邦华表示，
民政部将根据地方实际需求，推动
农村幸福院、养老大院等互助养老
服务设施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
给予相应补贴，推进“时间银行”试

点，探索互助性养老的更多新形式。
“2022年底前，确保每个县至

少建有一所以失能照护为主的县级
敬老院，优先满足失能特困人员的
照护需求。”李邦华说，按照“十四
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养老机构护理
型床位占比提高到55％”要求，民
政部将在相关政策中进一步明确目
标，同时对现有养老床位进行改造
升级。

翻开“十四五”规划纲要，“加快
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引人注
目。

“规划纲要一个非常突出的特
点就是为数字经济、数字中国专设
了一篇，这在中央的重要文件中是
第一次。”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院长江小涓说。

数字经济发展迅猛。联合国贸

发会议发布的《数字经济报告
2019》显示，根据定义的不同，数字
经济的规模估计在世界国内生产总
值的4.5％至15.5％之间。据工信
部数据，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
达 35.8 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
36.2％。

“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大趋势。”
纽约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迈克尔·斯宾塞表示，新冠肺炎

疫情的出现，进一步加快了数字经
济的发展速度。

在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之
一、美光科技总裁、首席执行官桑
杰·梅赫罗特拉看来，数字经济的快
速发展离不开5G的发展和应用。
他表示，在5G时代，以数据为中心
的计算能力将会进一步加强，使数
字转型能够在每一个产业都实现更
高的效率和更大的价值。

未来呼啸而来
——听全球业界大咖谈数字经济变革

未来五年，“老有所养”将有更多答案

下一个颠覆性创新在哪儿？
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

看来，数字医疗、自动驾驶汽车、解决交
通堵塞的3D隧道，都可能是改变相关领
域的创新技术。

未来的图景取决于今天的创造。
作为创新主体，面对呼啸而来的数

字经济时代，企业如何进一步提升科技
创新能力，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面对各种数字技术的出现，企业只
有主动拥抱新的技术浪潮才能够更好地
把握未来。”伊利集团执行总裁张剑秋
说。

近年来，伊利在全产业链中推行数
字化。在上游打造智慧牧场，通过相关
系统管控奶牛产好奶、多产奶，在中游打
造智能工厂，更好地降成本、控品质、提
效率，在下游通过数字化技术，加强社区
零售和消费市场发展新态势研究。

科大讯飞总裁吴晓如表示，面对数
字化浪潮，需要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
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

“有数据显示，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
成功率只有10％，西方很多发达国家大
概到了40％。”他表示，要把企业未来发
展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更好地融合起
来，这就需要让企业积极参与国家的创
新规划，更好地承接转化，同时强化知识
产权保护，提升企业科研创新动力。

旷视科技合伙人兼总裁付英波表
示，对于企业来说，一方面要苦练内功，
注重本质创新和创新质量，打造高质量
的知识产权集群，另一方面要助力推动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领域和新业态的
知识产权保护，做到真正保护创新、促进
创新、鼓励创新，让行业实现可持续发
展。 （新华社）

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路径是
什么？

论坛上，业界人士普遍认为，数
字经济不是“为数字而数字”，不是
单一新产品的发明，而是要进一步
为不同行业、不同场景赋能，形成新
的发展生态。

“数字经济要实现广泛赋能，也
就是它的连接边界和深度都要继续
扩展。”江小涓说，不管是消费、旅
游、交通出行，还是医疗教育、养老
和政府治理，都是数字经济的应用
场景。

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刘遵义教
授表示，互联网的发展让远程教育
成为现实，增强了教育的可及性和
公平性。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将会
彻底改变教育，最大程度地发现和
实现学习者的潜能。

好未来集团执行总裁万怡挺表
示，长期来看，在线教育的持续发展
是趋势，而发展的根本驱动力，从需
求侧来看，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低成
本、高质量的公平教育的向往；从供
给侧来看，是科技进步带来的教育
供给模式创新，如互联网、大数据、

AI 等前沿科技与教育的深度融
合。从全球来看，在线方式的普及，
也将推动教育服务国际贸易持续增
长。

在应对未来健康挑战方面，数
字赋能将带来巨大机遇。高通公司
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莫伦科夫表示，
高速的数据传输能够为急救人员提
供更多的信息，并支持更准确的诊
断。比如，联网救护车能够在途中
从医院获取病人档案，帮助医生在
病人抵达医院前制定救治方案等。

数字化发展势不可挡

“数字”为行业全面赋能

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

养老，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问题。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到2025年，我国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
立足新发展阶段，“十四五”规划纲要以满足亿万老年人美好生活

需要为中心，提出一系列发展目标和措施。目标如何实现？措施如何
落实？记者近日专访了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

权益保障：
更多关注特殊困难群体

“十四五”规划纲要对强化老年人权
益保障提出明确要求，特殊困难老年人
群体正是老年人权益保障的重要对象。

“近年来，各地普遍建立了老年人福
利津补贴制度，基本实现省级全覆盖。”
李邦华介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
年底，全国已有3000多万老年人享受了
不同类型的福利津补贴。

他表示，“十四五”时期民政部门还
将从三方面入手完善老年人福利津补贴
制度。一是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对老年人
福利津补贴提标扩面。二是推进对象精
准化，更加聚焦经济困难的失能、高龄老
年人。三是提升规范化、便捷性，解决智
能化技术应用给老年人福利津补贴申领
带来的困难。

特殊困难失能留守老年人探访关爱
服务方面，李邦华表示，民政部将在农村
留守老年人探访关爱制度基础上，进一
步建立城乡一体的特殊困难失能留守老
年人探访关爱制度，将探访关爱工作从
农村拓展到城市，从留守老年人拓展到
城乡特殊困难老年人。

“民政部将指导各地通过日常巡访
掌握老年人基本情况，发现重大风险隐
患时，第一时间向巡访对象的赡养人（扶
养人）通报，必要时协助其向有关方面申
请紧急救援，防止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
事件发生。”李邦华说，民政部还将逐步
建立全国探访关爱基础数据库，为精准
帮扶、精准关爱提供数据支撑。（新华社）

树高千尺，叶落归根。调查显
示，我国九成以上的老人倾向于居
家养老。

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身体能
力逐渐衰弱，对居住环境的安全性、
便利性要求也不断提高，居家适老
化改造迫在眉睫。

“‘十四五’时期，民政部计划支

持200万户特殊困难家庭适老化改
造。”李邦华介绍，民政部还将引导
有条件的地方将改造对象扩大到其
他有需要的老年人家庭，不断提升
老年人居家养老的安全性、便利性
和舒适性。

李邦华介绍，居家适老化改造
将采取施工改造、设施配备、老年用

品配置等方式，着力改善老年人的
居家生活和照护条件。

针对“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的
“推进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要求，
李邦华表示，民政部将配合有关部
门，以满足老年人社区养老、日常出
行等需求为目标，大力推进公共设
施适老化改造。

如何养老：答案不止一个

最大需求：适老化改造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