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建议，建立线上监管线

下巡查机制，实现市、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数字化监管全覆盖，守住

文物安全底线。同时，组织开展

低级别文物灾害因素分析评估、

保护材料及工艺研究和病害成因

及治理等技术攻关，研发文物建

筑防雨雪等保护装备，开展重要

濒危文物数字化采集，真正实现

为低级别文物古建“遮风挡雨”。

本版图片由视觉中国提供

视 点
I N S I G H T S

5责任编辑 娄玉琳

2023 年 8 月 18 日 星期五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热点追踪热点追踪K

◎实习记者 周思同

◎本报记者 韩 荣

科技日报讯 （记者付丽丽）在 8 月上旬举行的大数据与数字

经济大会暨 2023（第八届）中国大数据产业生态大会上，赛迪顾问

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2023中国企业数字化服务能力研究》报告。

研究分析了截至 2023 年 6 月 A 股、港股及在美上市的中国数

字化服务企业共计 1353 家，结合主营业务结构、营收等条件遴选

企业 534家，从经营能力、数字化基础能力、数字化创新能力、数字

化产品力、数字化服务支撑力这 5个一级指标，以及 15个二级指标

和 45个三级指标进行综合评价。

研究显示，2023 中国企业数字化服务能力表现突出的企业有

76 家分布在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其中 53 家企业总部位于北

京。企业总营收达 8407.32亿元，其中 19家企业年营收能力在 100

亿元以上，占 100家企业总营收的 58.3%。企业在数字化服务支撑

力方面普遍发展良好，基本形成服务支撑网络，其中 3家企业在全

国拥有近百家分支机构。数字化基础能力与创新能力方面，40 家

企业数字化基础能力突出，59 家企业核心技术人员占比过半，22

家企业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高于 30%。

研究将表现突出的企业分为三类。其中一类企业 16家，数字

化综合服务能力突出，业务基础良好，服务类型综合性强，业务领

域覆盖完整，能够紧密围绕自主技术创新开展高价值研究，占据数

字化服务价值链制高点。二类企业 32家，企业聚焦行业领域深耕

数字化服务，凭借深厚的技术积累与丰富的服务经验，形成较高知

名度和市场认可度，对行业数字化服务需求响应速度快，能够紧握

未来行业数字化服务主导权。三类企业 52家，企业定位服务细分

领域数字化转型，聚焦诸如数字地图、数字消费等具体应用场景，

多为新兴技术和应用领域高成长性企业。

研究建议，要通过政策引导充分激活数字化转型需方市场，以

更多实践机会带动企业数字化服务能力实现整体提升；激发企业

自主创新意识，变跟随式创新为引领性、革命性创新；以质量树立

品牌，建立数字化服务质量体系，推动数字化全产业链质量传递，

重点布局制造业“数智”应用与品牌建设。

我国企业具有较强

数字化服务支撑力

我国的网约车行业已走过了十余年的发

展历程。它在为乘客带来便利的同时，随着

市场环境的变化，新的问题也在不断浮现。

今年以来，三亚、珠海、济南、遂宁等城

市先后发布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风险

预警的通告，提醒大众该市网约车数量已

趋近饱和，行业景气情况逼近警戒红线。7

月 21 日，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宣布，自

2023 年 7 月 22 日零时起，暂停受理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车辆营运能力核查业务；自

2023 年 9 月 20 日零时起，暂停受理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核发业务（新增）。这一

消息再度指向了网约车行业内部问题，引

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8 月上旬，科技日报记者就这些问题

对业内人士进行了采访。

平台发放补贴不能起到
根本作用

“作为一名网约车行业从业人员，近几

年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价格内卷。”就职于

某网约车平台合作运营商的田园表示，由

于从业者人数增加，行业内部正面临“狼多

肉少”的问题。为了争取乘客，主流的网约

车平台不得不打价格战，以比其他平台更

低的价格吸引乘客，甚至出现了一个距离

近三公里的双人网约车订单只收三块钱的

现象，价格比同距离的公交车还要低。

田园告诉记者，价格内卷带来的影响

是多方面的。不但司机收入降低，也会损

害新的从业者的加入意愿，从而影响到平

台乃至行业的发展。“因为订单价格过低，

许多平台司机不愿意提供服务。部分司机

甚至会采取激进手段抵制平台订单降价，

这类事件对行业氛围造成了很大影响。”

为了缓解这一类问题，许多网约车平台

也推出了针对司机的补贴计划，由平台出资

为司机提供额外的订单补助，以提高司机收

入。但田园认为，这一类举措并不能起到根

本性的作用。“因为整体市场已经趋近饱和，

即使平台发放补贴，也只能短暂地从其他平

台吸引司机和乘客。一旦平台停止‘烧钱’，

乘客可能就会选择更便宜的平台。”

除此以外，行业内部的乱象也是造成

平台补助无法持续的原因。北京市盈科

（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子渊表示：“现在

很多网约车司机会做‘僵尸号’，通过打‘虚

拟单’去骗取平台的补贴费用，尤其在上

海、珠海、三亚等旅游业比较发达的城市，

这种现象更加普遍。这也是当前许多城市

限制新的网约车入驻的原因。”

从源头上提升大众对行
业的信心

在被问及改善网约车行业现状的方

法时，田园和王子渊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合

法化。

田园表示，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市场

出现饱和现象在所难免。想要进一步提升

行业从业者质量，稳定从业者收入水平，应

当从源头入手，推行网约车司机职业化、网

约车市场合法化。

除却司机合法化外，行业立法的完善

也是工作的重点。王子渊表示，早在 2016

年，有关部门便已经出台了《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网约车行

业的经营管理做出了一系列规定。然而，

当前网约车行业仅仅拥有一系列行政规

章，而并无上位的行政法规。这导致在出

现责任纠纷时，会出现无法判断责任主体

的情况。

王子渊告诉记者，现今行业内的许多

纠纷，如“僵尸单”、服务过程中出现的交通

事故，以及平台自身的经营等问题，在民法

典中并没有相对应的规定。在进行司法判

定时，裁判文书缺少可以直接引用的源

头。这也是网约车作为新兴行业所面临的

困境。

“上位法的制定，可以明确司机和平台

的法律关系，使责任的判定更加公平。这

种合法化不仅是针对某几个平台，而是针

对整个行业。完善行业法规，做到让每个

平台和从业者在遇事时有法可依，才能真

正从源头上提升大众对行业的信心。”王子

渊说。

市场趋近饱和、责任判定缺乏依据

网约车呼吁完善行业法规

“这座关帝庙始建于宋代，现正殿为清代遗构，建筑受

力构件明确，插廊结构搭建合理，室内空间处理极具特色，

但目前建筑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残损，再不抢救就真成遗

址了……”8 月 16 日，记者走进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干了

32 年文旅工作的沁源县文旅发展中心主任郭天红对全县

受损亟待修缮的文物如数家珍。这些文物大多是低级别

不可移动文物。

日前，国家文物局官网发布了《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

文物普查准备工作的通知》，提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2023年将启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国家文物局局

长李群透露，2023年还将筹备启动第九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申报遴选，统筹做好各级各类文物资源特别是低级

别文物保护管理，加强文物保护工程监督管理，实施一批

世界文化遗产、石窟石刻、文物建筑重大保护项目。

低级别文物如何确定？它们又为何得到“特别关照”？

不可移动文物都应予以保护

所谓低级别文物，是相比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高级别文物而言的。

我国将文物一般分为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不

可移动文物主要指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和石窟寺等。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章第十三条，可将

不可移动文物按其历史、艺术及科学价值等分为不同级别

的文物保护单位，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和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等三个级别。

同时该条也明确规定，对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

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由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予以登

记公布。也就是说，包括无级别文物单位在内的所有不可

移动文物都应按照文物法予以保护。

山西省文物局相关处室负责人认为，低级别文物主要

包括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

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低级别文物在不可移动文物总数中

占比很大，呈数量庞大、类型多样、分布零散、保存状况差

等特点。

在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炜林来看，所谓的低

级别文物单位并不一定都不重要。其中一些遗址是因为

过去根本没有进行过系统的考古工作，缺乏对其所蕴含价

值的认识而被忽视。低级别文物中其实大有宝藏。

“我在陕西时曾经主持过对高陵杨官寨遗址的考古工

作，这个遗址曾经是个典型的低级别文物单位，无人问

津。”王炜林回忆，2004年，因一个基本建设项目，陕西省考

古研究院开始对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进行发掘，随着考古

工作的深入，考古人员逐渐认识到，这个遗址不仅是陕西

的，甚至为全国最大的庙底沟文化遗址。通过长期不懈的

努力，该项考古工作解决了聚讼已久的庙底沟文化聚落和

墓葬两个重大的学术问题。这项工作因此获评 2008 年和

2017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杨官寨遗址的身份也随着人

们认知水平的提高而发生改变，由无级别单位一跃成为第

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不是所有的低级别文物单位都能像杨官寨遗址这

样幸运，它们中的大部分因为保护级别可能被忽视，甚至

被无视。”王炜林指出，尤其是分布在城市及其周边的这些

低级别文物单位，可能因为土地开发而“命运”堪忧。

多重因素影响合理利用

数据显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共登记认定不可移动文

物 76.67万处。截至目前，全国已核定公布八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5058处，核定公布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4629处。

“全国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数量保守估计在 70万处以

上。”山西省文物局相关处室负责人介绍，山西是不可移动

文物资源大省。在山西省 5 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中，低级

别文物占据绝大多数，但由于文物“家底丰厚”，很多县级

文保单位虽然有很高的文物价值，也只能“屈尊”于低级别

文物。这些遗存的不可移动文物多暴露于室外环境中。

长期以来，这部分文物由于关注度不够、投入保障不足、管

理不到位等因素，约有 80%存在不同程度的险情，保存状

况堪忧，亟须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加强保护。

在山西省文物局相关处室负责人看来，低级别不可移

动文物目前面临着三大问题：一是保存状况堪忧；二是保

护经费缺口较大；三是低级别文物安全隐患十分突出。

对此，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文旅局副局长李军表示赞

同。他坦言，目前低级别文物保护依然问题突出，保护任

务繁重、管护力量不足、产权问题复杂、合理利用滞后这些

问题仍然存在。

“多数低级别文保单位处于偏僻之地，交通不便，本身

规模小，缺乏旅游开发价值，这些因素都影响了文物的合

理利用。”李军说。

为低级别文物“遮风挡雨”

低级别文物，既是历史文物，也是乡愁记忆。

近年来，低级别文物保护已经逐渐引起了重视。山西

省文物局相关处室负责人举例，从 2023 年起，山西省实施

了濒危文物抢救性数字化保护，山西省财政每年单列 2000

万元专项经费用于开展“山西省古建筑彩塑壁画抢救性数

字化保护项目”。

“项目一期目标为长治市和晋城市的 63处不可移动文

物，其中包括41处低级别文物，计划采集单体建筑236座、壁

画2537平方米、彩塑30尊的数据信息，建立文物数字化信息

保全档案，为后期文物保护利用提供支撑。”山西省文物局

相关处室负责人说。

除此以外，2022年底山西省财政厅和省文物局联合发

文，鼓励市、县（市、区）利用政府一般债券对低级别不可移

动文物实施全面保护。截至今年 6 月底，山西省已安排低

级别文物政府一般债券 2.7亿余元。

文物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应该如何推动低级别文

物保护，提升社会对此类文物的保护意识？

不少专家表示，建议适度提高国保资金可用于省级及

省级以下文保项目比例，强化财政资金安排科学性，提高

资金执行效率。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通过社会公益基金、

全额出资、与政府合作等方式，参与低级别文物建筑本体

保护修缮、历史风貌维护、旅游文创开发、文化传承发展等

保护利用全过程。

此外，专家还建议，在人员队伍结构上不断优化，提升

文物管护和科研能力，夯实基层文物保护力量。建立线上

监管线下巡查机制，实现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数字化监

管全覆盖，守住文物安全底线。同时，组织开展低级别文

物灾害因素分析评估、保护材料及工艺研究和病害成因及

治理等技术攻关，研发文物建筑防雨雪等保护装备，开展

重要濒危文物数字化采集，真正实现为低级别文物古建

“遮风挡雨”。

“相信随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开展，全社会的文

物保护意识会得到一定的提高，包括所谓低级别文物单位

在内的所有不可移动文物都会得到有效保护，逐渐走向文

物保护的舞台中央。”王炜林说。

让低级别文物也能得到文保“特别关照”

科技日报讯 （记者孙明源）8 月 16 日上午，教育部、国家语言

文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语委）在河南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

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近年来我国语言生活的发展状况。发布会

上，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

日培表示，智能技术正在推动我国语言生活发生深刻变化。

张日培举例说，近期广受关注的生成式语言模型展现了科技

和语言的深刻联系，智能语音产品在儿童语言教育当中崭露头角，

智能写作走进日常生活，手语数字人服务特殊群体成效显著。学

界正在密切关注数字技术给我国语言生活带来的新变化。

目前，“全球中文学习平台”已经汇聚了 8000余项学习资源并

接入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国家语言资源服务平台”升级

上线，“中国语言文字数字博物馆”启动建设，“语言服务助力数字

中国”倡议得到了各界的热烈响应。

发布会上，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副司长王晖表示，教育

部、国家语委正在持续构建“数字+资源+服务”集成的语用大平台，改

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平台，完善中华经典诵学讲大赛网站，升级

扩容中华经典资源库系统，并重点打造中国语言文字数字博物馆。

今年7月，语博App移动端已经上线，并且接入了国家智慧教育平台。

技术进步推动

语言生活发生深刻变化

新华社讯（记者李思远 田中全）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近日

印发实施《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调度管理实施细则》。这

是 2021年 11月水利部出台《水资源调度管理办法》以来，流域管理

机构出台的第一个水资源调度管理方面的流域规范性文件，对进

一步加强长江流域水资源统一调度管理、规范调度行为、促进水资

源高效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细则共 5章 38条，包括总则、调度方案与计划、调度实

施、监督管理、附则等。细则进一步明确了调度方案和年度调度计

划编制及审批要求，细化了年度调度计划、月（旬）调度计划、实时

调度指令相结合的调度方式，规定了水资源调度实施分级管理权

限，完善了优化调度、应急调度、生态调度、调度预警及处置、水资

源监测及信息共享等工作内容，增强了流域水资源调度工作的科

学性与可操作性。

细则在总结和梳理流域水资源调度工作开展情况和取得的成

效的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

护法》《长江流域控制性水工程联合调度管理办法（试行）》《水资源

调度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长江流域实际，对水资源调

度管理要求进行了细化和完善，将更加科学指导流域各级水资源

调度部门（单位）规范和加强水资源调度管理工作。

长江水资源

调度管理实施细则出台

在某地停车场上在某地停车场上，，停满了崭新的网约车停满了崭新的网约车。。

一艘艘运输生产生活物资的船舶在长江航道上有序行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