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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速递

两会聚焦

今 年 春 节 走 红 的“ 小 猪 佩 奇 ”又 火

了……3 月 12 日，它跟随最高人民法院工

作报告，“走”进了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

议第三次全体会议。

报告中出现的“小猪佩奇”不是动画片

或其周边产品，而是一起“小猪佩奇”著作

权跨国纠纷案件。以我国两家公司未经许

可大量生产、网上销售印制有涉案作品卡

通形象的玩具为由，“小猪佩奇”动画形象

的著作权人英国艾贝戴公司和娱乐壹公司

向杭州互联网法院提起诉讼。

这起案件之所以特殊,在于它由杭州互

联网法院依法审理，案件全流程在线办理。

杭州互联网法院通过全流程在线审理

平台，让当事人打官司“一次都不用跑”；探

索使用“异步审理模式”，双方当事人参与

诉讼可以不同步，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分

别上线，从而打破时空限制，解决异地诉讼

难问题；采用司法区块链等技术，让存证取

证更方便，让电子证据更可靠。

2018 年 8 月 20 日，杭州互联网法院对

该案进行在线宣判，认定被告侵犯了涉案

美术作品著作权，判令其停止侵权行为并

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自 2017 年 8 月 18 日成立以来，杭州互

联网法院积极探索互联网司法新模式，形

成一系列新经验。

报告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评价，

此举率先在国际上探索互联网司法新模式。

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智慧法院

设想，并于同年纳入了《国家信息化发展战

略纲要》和《“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目

标是依托现代人工智能，围绕司法为民、公

正司法，坚持司法规律、体制改革与技术变

革相融合，以高度信息化方式支持司法审

判、诉讼服务和司法管理，实现全业务网上

办理、全流程依法公开、全方位智能服务的

人民法院组织、建设、运行和管理形态。

此外，与技术深度融合的还有移动微

法院试点。它被认为是全面建设智慧法

院、推动现代科技与司法审判深度融合、适

应移动互联时代的又一项重大创新。

移动微法院是指依托微信小程序开发

的移动诉讼平台，具备在线起诉、立案、调

解、提交证据材料、庭审、送达、执行等多项

功能。通过移动微法院，群众可以用手机

打官司，法官可以在手机上办案，充分感受

到“指尖诉讼、掌上办案”的便利。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智慧法院建设，

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回顾

2018年工作，周强总结：司法大数据管理和

服务平台为群众诉讼提供服务，为科学决策

提供参考。“类案智能推送”“法信智答版”等

系统、智能语音云平台为法官办案提供智能

辅助。逐步实现了网上阅卷、证据交换、网

上开庭和电子送达。

值得一提的是，谈及 2019 年工作，“两

高”报告里都提到要将更多科技成果运用

到司法工作。

“最高法将推进司法改革与现代科技

深度融合，深化司法公开，促进阳光司法。”

周强表示。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则提出，

最高检将深化智慧检务建设，统筹研发智

能辅助办案和管理系统，促进科技创新成

果同检察工作深度融合，助力提高司法质

量、效率、公信力。

（科技日报北京3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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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关键的燃烧装置推力室已经出来了，

却没有地方试车。”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六研究院院长刘志让向

科技日报记者表示，我国 500吨级液氧煤油发

动机的研制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但是由于基

础设施的规划没有跟上，推力室目前无法测

试。

“发展航天、动力先行，规划建设应该有

科学性。”刘志让说，设备样机等着基础设施

的情况，让人焦急。

试车台是推力室的
“朱日和”

“推力室是发动机里的核心装置。”刘志让

说。推力室又称燃烧室，液氧和煤油经过高速

泵入之后，在推力室内汇合、点燃、喷火，产生

巨大的推力，让火箭飞起来。

在火箭发射升空前，推力室要经过无数

次的地面试验——

试车台正是推力室“练兵”的“朱日和”。

复杂的设计生产之后，一款推力室能不能安

全运行、能不能让液氧和煤油在这里不“擦枪

走火”，能不能达到最佳的燃烧效率，都需要

到试车台上验证、调整。

“国内现有的试车台无法满足 500吨级的

需求。”刘志让说，我国现役推力最大的火箭

发动机是 120吨级的，现有的试车台与之匹配

建造，无论从流量、压力、大小上看，试验体系

均不能满足 500吨级的要求。

此外，一个“合身”的试车台还会为推力

室后续细致的参数调整、工况改良提供大量

准确的数据，如果使用现有试车台“小马拉大

车”，跟额定工况差得太远，所得数据误差也

会比较大。

心里装着本紧迫的
“时间账”

“至少得有提前 3 年的周期考虑，光建台

子就要两年多。”刘志让心里装着本紧迫的

“时间账”。

“随着发动机整机走向装配，系统方案的

逐步确定，下一步将对各个组件加快考核，进

一步暴露问题。”刘志让用“大显身手”形容下

一步的工作。

而在对推力室的考核中，必不可少的试

车台却还没有建成。他说：“条件保障跟不

上，这是比较可惜的。”

除了试车台建设时间的紧迫，500 吨级

发动机的性能要求大幅提升，许多参数要

求超出了现有的认知，大量未知因素也给

推力室的研发制造了巨大的压力。“相关研

究空白需要填补。”这也是刘志让感到紧迫

的原因之一。

刘志让介绍，之所以至今没有启动试车

台的建设，是因为国家还没有对重型火箭进

行立项，目前的项目仍旧是对先期关键技术

攻关、方案深化论证阶段的立项，并已进入收

尾阶段。而下一阶段的立项工作目前还没有

新的消息。

三次强调“发展航天、
动力先行”
“动力的研究难度比较大，按照过去的经验，

动力需要提前5—10年研制。”在采访过程中，刘志

让3次提到，“发展航天、动力先行”是业内共识。

据介绍，在国防科工局等部门的支持下，

500吨级发动机前期研制、冷态试验等条件已

经解决。但与之匹配的试车台投入太大，例

如在测量方面，要引入更先进的测量手段，采

用更多高灵敏度的传感器，提高测量精度，需

要国家立项才能完成。

在刘志让看来，火箭立项之后再进行动力

立项，虽然看起来是按照“先整体再分解到局

部”的顺序比较合理，但是“动力的考核是需要

慎之又慎的。”刘志让说，考虑到动力的研发和

考核周期长，动力应该先于整个项目立项。

“我国的动力研发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对于

动力研发的保障有些滞后。”刘志让建议，国家在

重大项目的统筹上，特别是对于动力基础设施建

设工作的预先投入方面应该有所着力并加快。

重型火箭推力室“落灰”，院长苦盼试车台

本报记者 张佳星 付毅飞

当下，网络安全形势严峻，网络攻击、勒索

软件、数据泄露等事件频发，涉及医疗、金融、

财务数据、个人身份信息等领域，对此，全国人

大代表、浙江移动董事长郑杰呼吁尽快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明确数据安全

法律责任，完善监管体系，保障国家安全、公民

个人隐私权益和社会安全稳定。

据郑杰介绍，针对日趋严重的数据安全

问题，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已制定法律并完善

标准。我国也已将数据安全纳入国家战略保

护领域，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但目前我国数据安全的相关规定还不够

全面，不足以从法律层面保障数据安全。”郑杰

表示，目前我国“数据主权”的地位尚未确立；

对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主体界定不清晰；与数

据安全相关的政策文件法律效力低，难以系统

性解决数据安全保障问题。

为此，他建议“确立数据主权，明确数据安

全法的管辖范围”，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

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确实需

要向境外提供的，应当进行安全评估。“对于重

要数据要实施特别保护，对其存储、加密以及

拥有者进行数据安全评估。”郑杰强调。此外，

还需完善数据安全监管体系和数据安全监测

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明确数据安全单位的责

任和义务。 （科技日报北京3月12日电）

郑杰代表：尽快制定数据安全相关法律

两会声音

本报记者 崔 爽

“对行业内龙头企业，就要加大科技创

新扶持力度，凸显企业的主体作用。”3 月 12

日，全国人大代表、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董事

长卢庆国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应重点支持

行业中的龙头企业牵头建设设施齐全、水平

一流的中试平台，实现科技成果与生产转化

的顺畅衔接。

卢庆国介绍，欧美等发达国家非常重视

中试在科技研发中的作用，大多具备非常好

的中试条件，并组建有专业的中试团队。而

国内大学、科研机构多数没有自己的中试车

间，部分建有中试车间的科研单位，因缺乏专

业的中试人才，导致中试车间不能发挥应有

的作用。部分科技型企业建有相应的中试平

台，拥有专业的中试操作团队，但整体中试设

施配置低、标准低，可中试的品类少，难以满

足产品多样化的中试需要。

“中试平台的缺失已经成为制约科技创

新成果走向产业化的关键因素。”卢庆国建

议，国家科技部门加大对高水平中试平台建

设支持力度，在科技平台建设中单列对中试

条件的要求，通过在科技平台建设、科技项目

分配等方面制定倾斜政策，重点支持行业中

的龙头企业牵头建设设施齐全、水平一流的

中试平台，满足行业科技成果中试多样性的

需求，实现科技成果与生产转化的顺畅衔接，

助推产学研更好地结合，大幅提升科技成果

向产业化的转化率。

（科技日报北京3月12日电）

卢庆国代表：大力支持企业高水平中试平台建设

本报记者 雍 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