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贾晶晶

数字经济是继工业经济后
的新经济形态，正在全面改变全
球的竞争格局，数据更被誉为新
经济时代的“货币”。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新
世界发展有限公司行政总裁、
K11 集团创办人及主席郑志刚
表示，中国数据，代表了14亿人
的反应、取向和行为模式，对科
研和商业发展都具有巨大的价
值；而中国亦需要与外界进行数
据的交汇、流通、贸易，推动自身
的发展。

近年来，为抢占先机，我国
已明确提出加快国家的数字化
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
建设“数字中国”的目标，强调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
贸易；而不久前出台的《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
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
见》（以下简称《数据二十条》），
旨在推动数字经济基本制度的
建立，为数字中国的建设提供
了根本性的指导。

《数据二十条》中提到，要
“构建数据安全合规有序跨境流
通机制”，希望尽快开展数据交
互、业务互通、监管互认、服务共
用等方面的国际交流合作，推进
跨境数位贸易基础设施建设。

郑志刚认为，香港作为中国
最国际化、最开放城市，有能力
在确保国家数据安全的前提
下，发挥先试先行的作用，成为
中国与国际间进行跨境数字流
通和贸易的平台。

就如何加强内地和香港在
数字经济上的协同发展，更好
地利用香港优势，协助内地数
据“走出去”，郑志刚提了两项
建议。

一是在深港边境的香港境
内设立“数据特区”，试行有序
的跨境数据双向流通。香港是
一 个 基 建 完 备 的 资 讯“ 自 由
港”，不但拥有多个海底光缆的
登陆点，对数据出入境亦不设
限制，辅以“一国两制”的制度
保障，有条件成为我国与境外
数据互动交流的平台。

据了解，香港特区政府有计
划跟深圳市政府合作，未来在
深港边境的河套地区试行跨境
数据流通，实现数据“过河”。
郑志刚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思
路，值得进一步发展。

郑志刚表示，可以考虑在
河套地区建设“数据特区”，作为
数据跨境流通的“试验田”，配合
人工智能超算中心等数字基础
设施的建设，让内地符合一定标
准的数据流通至该特区内，但暂
时不能流出区外；同时，让来自

香港或全球的数据也流入该区，
与来自内地的数据进行对接、交
汇。 两地经许可的企业、大学、
智库等单位可以进入特区进行
数据计算、分析、挖掘、转换、应
用等工作，开展面向世界的科技
研发和商业应用；处理后的结
果可带走，但原始数据必须留在
区内。 通过上述“数据特区”的
安排，有助我国在风险可控的情
况下，试验跨境数据传输和互
动，也有利于内地和香港的数位
经济发展，达至双赢。

二是制定可供国际市场交
易的数据清单，成立香港数据
交易所 。郑志刚指出，推动数
据跨境合作、参与国际数据交
易一直是国家的重点战略。
2017 年，中国正式提出建设“数
字丝绸之路”，并在 2021 年申请
加 入《数 字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目前，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等地已先后设立了大型数
据交易所，积极探索跨境数据
交易的可行路向。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
法律仲裁中心，亦理应贡献所
长，建立一个面向世界的数据交
易所，协助我国实现数字经济的
高水准开放。 而事实上，香港特
区政府近日已表明，成立国际化
数据交易所是其愿景，但需要先
了解我国允许促成境外交易的

数据类型，确保国家安全，才能
真正启动工作。 为此，郑志刚建
议国家有关部门与香港特区政
府加紧合作，制定可供跨境交易
的详细清单，以此作为推动数据
跨境贸易的基础。

郑志刚表示，跨境数据交易
也需要如数据资产评估、登记
结算、争议仲裁等一系列配套
服务来支援运营。在这些领
域，香港均有相当的基础，包括
拥有世界认可的估价会计人
员，同时为我国唯一实行普通
法的司法管辖区，法律体系对
标国际商业市场，可以充当“数
据贸易超级联系人”，协助我国
与境外单位加强沟通，推进国
际数据贸易规则的制定、处理
数据交易纠纷。同时，国家有
关部门可考虑连同香港特区政
府，推动香港与国际的数位业
界开展协商，找出数据交易的
常见操作问题，做好支援服务
的工作准备。

“通过香港‘数据特区’以及
香港数据交易所的成立，有助
我国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
下，探索内地海量数据与国际
之间的跨境流通、互动、贸易，
推动国家在国际数据要素市场
的战略布局，也有利于香港的
数字经济发展，达至双赢。”郑
志刚如是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
行政总裁、K11集团创办人及主席郑志刚：

以香港为平台
推动国家数据跨境流通及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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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洁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既是一
场硬仗，也是一场大考，必须充分
认识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性、
紧迫性和艰巨性，进一步增强推
进‘双碳’工作的信心。”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在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五年来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重大成
就，指出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
步伐。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
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这个系统性变革可以从以下三个
方面理解。

一是从国际比较看，以低碳
发展为特征的新增长路径已经成
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低
碳先进技术、产业体系和治理能
力，将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核心
竞争力之一。

二是从实现路径看，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正成为全社会的共
识，并正在由共识转化为行动。
但碳达峰碳中和绝不是轻轻松
松就能实现的，现实国情决定了
我国不能照搬发达国家自然达
峰和减排模式，而要在经济社会
快速发展过程中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

三是从变革举措看，如期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必须把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资源高效利

用 和 绿 色 低 碳 发 展 的 基 础 之
上。这需要加快推动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用地结构等调整；抓
住资源利用这个源头，全面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抓好产业结构调
整这个关键，推动能源清洁低碳
安全高效利用；抓实科技创新这
个“牛鼻子”，大力支持绿色低碳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绿色技术
创新。

对于数字经济推动绿色低碳
发展，王金南院士也提出三方面
建议：一是大力推动数字经济，提
高数字化技术在产业节能减排领
域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海量
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
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
合，赋能传统产业低碳转型，实现

工业能效提升和碳减排的革命性
变化；二是挖掘数字技术在各领
域碳中和路径优化中的巨大潜
力，从全局视野和全链条出发，实
现数字技术与能源、电力、工业、
交通等领域碳排放精准化管理与
减排深度融合，将数字技术的赋
能作用贯穿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
全领域；三是摸清数字经济碳“家
底”，夯实数字经济低碳化零碳化
基础能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既是一场硬仗，也是一场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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