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普时报讯（记者 侯静）11月
14日，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成立十周
年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紧扣

“空间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
旨，围绕促进发展中国家自由平等
获得空间技术及空间数据应用、通
过空间合作和人才培养助力发展中
国家的能力建设等议题展开讨论，
并发布了《亚太空间合作组织2030
年发展愿景》。亚太空间合作组织
成员国和多国部长、航天局局长、驻
华外交使节等代表以及联合国外空
司等多个国际组织代表出席论坛。

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成立于2008
年，总部设于中国北京，是亚太地区
具有独立国际法地位的政府间国际
组织，也是继欧洲空间局之后全球
第二个政府间区域空间合作组织。
其宗旨是为该地区国家提供技术合
作平台，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准
则下，开展空间科学、技术及其应用
领域的多边合作，并在技术研发、应
用、教育，培训以及资源共享等方
面，加强发展中国家的空间能力建
设，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十年来，亚太空间合作组织
利用优势资源共享，开展了人才培
养与学位教育。结合项目联合发展
及研究，建立了数据共享网络、空间
段网络和地面系统互联、地基空间
物体观测网络、灾害监测网络、空间
应用网络以及教育培训网络等六个
项目合作网络，为亚太区域提供了
多种资源共享平台。组织还为航天
领域科技、及管理人员搭建了相应
的技术、政策、法律交流与知识共享
平台，得到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积极参与。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
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宣读贺信。中国
国家航天局局长、亚太空间合作组
织理事张克俭代表东道国致辞，表
示中国作为发起国和东道国，期待
与各成员国和国际社会一道，围绕

“以空间能力提升促进亚太地区经
济和社会发展”这一共同目标，秉承

“推进空间合作，打造命运共同体”
这一核心理念，坚持“亚太空间合作
组织2030发展愿景”这一主线，坚持
项目合作牵引，坚持数据应用推广，

坚持人才培养拓展，为推动亚太空
间合作组织健康发展和亚太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持续贡献中国智慧和
力量。

开幕式后举行了航天局长论
坛，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张克俭、德
国航天局前局长格鲁普、巴基斯坦
空间与上大气层研究委员会主席阿
莫尔·纳迪姆、秘鲁航天局局长卡洛
斯·利昂、土耳其科学技术委员会空
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库祖，围绕“空间
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主旨
发言。

论坛期间，各成员国理事共同
签署了2030发展愿景，并见证了亚
太空间合作组织与中国国家航天
局、中国气象局签署“风云”气象卫
星数据共享及应用合作协定；与中
国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
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签订人才培
养合作备忘录；与西北工业大学举
行“航天创新人才培养基地”揭牌
仪式。

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将继续秉持
“资源共享，平等共赢”的合作理念，
充分利用成员国已有资源的价值，
发挥成员国广泛的地理布局优势，
强化人才培养，广泛和深入开展国
际交流与合作，致力于提高发展中
国家空间能力和科技应用水平，为
亚太地区国家的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提供动力，努力实现《亚太空间
合作组织2030年发展愿景》。

作为发起国和东道国，在过去
十年中，中国提出与各成员国共同
构建“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的倡
议，并与各成员国共同发布《亚太空
间合作组织发展战略高层论坛北京
宣言》，以共同提升航天基础能力、
共享服务能力、快速响应能力、产业
驱动能力和互联互通能力。中国提
出并牵头实施联合多任务小卫星星
座、大学生小卫星等重大合作项目，
为亚太地区空间技术合作提供重要
载体。中国向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提
供了22万幅卫星图像，广泛应用于
成员国灾害管理、环境监测与评估、
自然资源和农业产量评估等各个方
面，并为各成员国的研究工作提供
了便利。

亚太空间合作组织高层论坛举行

决胜未来战场 大数据将成“大杀器”
□ 木玉土

数据奔流，令行无声。鼠标轻
轻一点，作战资源信息尽显屏幕，
重要目标一目了然；代码一键发
出，平战转换瞬间完成，作战单元
要素联合采取行动，实现“发现即
打击”“发现即摧毁”的作战目标
……从一些军事强国在战场上的
表现可以看出，作战部队凭借大数
据的强力支撑，实现对战场的精准
掌控，充分发挥了各类武器装备的
作战效能，也展现出在计算能力、
大数据储备和大数据分析等方面
的卓越能力。

战场对决，数据先行。大数据
时代，一切数据都是作战数据，都
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弹药”和

“血液”，成为交战双方软硬攻击的
重中之重。未来信息化战争面对
的是“数据战场”，影响、决定军事
行动的核心在数据，对数据的积累
量、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将成为获
得战场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因此
说，大数据是信息库，更是撒手
锏。谁能更好地拥有、开掘作战数
据这座“金矿”，并将大数据优势转
化为决策优势，谁才能掌握战场的
主动权，继而转化为战场优势，更
有把握立于不败之地。如果说机

械化战争主要看谁的先进武器数
量多、看得远、打得准，现在还要看
数据的采集、分析、运用水平。

西方有一句名言：“除了上帝，
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说话。”大数
据改变了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实
时的战场信息、各种侦察平台搜集
的信息，都以数据形式存在并发挥
作用。对大数据的科学运用，可以
让“战争迷雾”逐渐消散，信息化战
场“拨云见日”。战场上的实时信
息、各种侦察平台搜集的情报、作战
指挥中心的每条指令，都是以数据
的形式存在并发挥作用。正是这些
瞬息万变、纷繁复杂的海量数据构
成了最基本、最客观、最全面的战场
态势，从而也使大数据本身成为战
争攻防焦点。通过掠夺、破坏和摧
毁对方数据资源建立己方的数据优
势，就可能快速达成作战决策及行
动优势，并转化成作战胜势。

得数据者得优势，谋数据方能
谋打赢。善于获取数据、分析数据、
运用数据，是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
基本功，也是各级指挥员的素质标
配。我们要对世界新军事革命态势
保持充分的战略敏锐，以时不我待、
只争朝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探寻

战争制胜机理的内涵要义，认清体
系作战基于数据决策指挥的特点，
聚力抓好作战数据建设，善于将数
据优势转化为决策优势，牢牢把握

“数据战争”主动权。要进一步树立
“大数据”的理念，不要满足于采集
了多少“G”的数据，而要以“T”来衡
量，对每一个人、每一台装备、人和
装备结合起来的整体数据都进行采
集，全面、准确、格式化，切实做到

“网、云、池、门、端”一体设计，“走、
打、吃、住、藏、管、防、保”全维覆盖，
高效处理海量数据并快速反馈到各
级网络，实现从数据转化为决策的
智能化和瞬时化。

数据重在运用，也成在应用。
培养“数据意识”的关键，就是善谋

“ 数据战争”，实现数据价值最大
化。当前，有些单位思想认识不到
位，“建时重视，用时忽视”；有的数
据表采集一大摞，存储加载不及
时；有的数据库装的东西多，审校
共享拖拉延迟。此类重采集轻使
用的问题，影响了数据使用效益。
在大数据引领时代发展的大环境
下，挖掘运用缺乏深度，作战数据
就仅仅是信息。解决应用不力的
问题，首先要增强“能打仗、打胜

仗”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学会用
数据来说话，用数据来决策，用数
据来打仗，让每一滴油、每一发弹、
每一分钟都发挥最大效益，推动战
斗力稳步提升。只有把数据标准
立起来、落下去，才能在“谋数据”
中开启战争制胜之门。

数据安全是数据管理的底线，
关乎国家战略安全和战争胜败。
如果不能把“数据主权”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里，就谈不上为胜战提供
坚强的技术支持和安全保障。在获
取数据、分析数据、运用数据的过程
中，各级指挥员在采集、存储、传输、
应用数据时，应采取各种措施确保
数据安全。各级指挥员要把握好数
据安全与数据共享之间的平衡点，
清楚知道哪些数据可以跨部门共
享，哪些需要绝对保密，实行数据分
级保密管理制度。同时，通过建立
与大数据安全相关的法律制度和应
用规范，厘清各级各类数据的使用
权限和职责，确保数据在严格、统一
的规范下安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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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普时报记者科普时报记者 侯侯 静静

“辽宁号”和我国首艘国产航母
模型，《百万大裁军》《九八抗洪》《远
洋护航》《改革强军》系列珍贵视频，
航天员王亚平进行太空授课的复原
场景……

11 月 18 日，记者走进“伟大的
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
展览”第四展区，在“历史巨变”的第
六单元“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 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被
精彩纷呈的科技兴军亮点深深地吸
引住了。

主战装备创新成果突出

“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也是强
军之路。”参与布展任务的中国人民
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辑研究室副主任
曹志宇说，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军
队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始终坚持以党
的创新理论为根本指导，恪守性质宗
旨本色，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
路。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
平强军思想指引下，持续深化国防和
军队改革，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开创了强军兴军新局面。同时，
着眼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
队，擘画科技创新蓝图，点燃了科技
兴军的强大引擎。

40 年风雨兼程，40 年沧桑巨
变。走进国防和军队建设专题展
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大的
改革强军主题模型展台，展台上方
的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党的十八大
以来3次阅兵的精彩画面，一批具有
世界先进水平的新型坦克、步兵战
车、火炮装备列阵演兵场，成为我军
战斗力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加速
器。

“主题模型展台，设计展示了122
个型号的海军、陆军、空军、火箭军各
类武器装备模型，重在展示40年来我
军主战装备创新发展的突出成果，同
时也是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符号象
征。”曹志宇告诉记者，我军坚持向科
技创新要战斗力，实现“人-物”在更
高水平上的融合，在强大科技支撑之
上建设强大战斗力。

经典科技成果精彩呈现

声如千骑疾，气卷万山来。经

过长期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
力大幅提升。科技成果在军事领域
的广泛应用，推动着作战手段的急
剧更新，催生着作战思想的激烈绽
放，影响着作战体制的深刻变革，引
导着作战模式的飞速演进。我军着
眼时代大势，瞄准打赢所需，奏响了
科技兴军的时代角号，国防科技建
设呈现出勃勃生机，取得举世瞩目
的新成就。

“从走有中国特色精兵之路到
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从推动国
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到开创强军
兴军新局面，整个专题展区共分为
四大版块。”曹志宇介绍说，改革开
放40年来，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了
突出的科技成就，大量最新科技快

速应用到武器装备、军事理论、编制
体制、教育训练、军事人才等军事系
统各个领域，形成高素质的军人与
高水平的技术、先进的装备和先进
的理论、科学的理念与科学的结构
有机融合，在每个时期都留下了许
多带有标志性的事件。

创新驱动攀高峰，聚焦打赢谋
跨越。从 1983 年 12 月成功研制出
我国首台亿次巨型机“银河-I”，到
2010 年 11 月 17 日“天河一号”跃居
世界超级计算机榜首，再到2015年
11 月 16 日“天河二号”连续六度在

世界超级计算机榜称雄；国产航母、
新型驱逐舰、新式洲际导弹、歼-20、
运-20等大国重器登台亮相，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不断更新中国精度……
一张张珍贵的历史图片、一段段浓
缩的文字视频、一件件难得的实物
展品，带领人们近距离感受中国军
队强军兴军之路走过的光辉历程，
也深切感受到“科学的春天”让国防
科技“春色满园”。

“我们在选题和用图上都进行
了高度浓缩。”曹志宇说，“在360平
方米的有限展区中，呈现给观众的

每张图片、每段视频、每件展品代
表的都是那个时代的经典瞬间。”

“国之重器”收获无数点赞

国防和军队专题展区，人头攒
动，每天迎来数以万计前来参观的
观众，几乎在每个武器装备实物展
品前，都有许多观众拿出手机拍照
留念。

一位小女孩指着我国新一代
运载火箭点火瞬间照片说：“这团
火真漂亮呀！”牵着小孩手的是位
年轻的父亲，他抚摸着孩子的头缓

缓地说：“这团火是我们中华民族
的复兴之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迈
向强军兴军征程的胜利之火。”

“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版块
设计，主要突出在习近平强军思想
指引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征途
如虹，一共分五个部分：一是重振
政治纲纪，召开古田全军政治工作
会议，开启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新
征程；二是重塑组织形态，深化国
防和军队改革，形成军委管总、战
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格局；三是
重整斗争格局，军事斗争准备取得
重大进展；四是重构建设布局，革
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水平全面提高；
五是重塑作风形象，人民军队朝着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
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砥砺前行。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面貌、国
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
貌、中华民族的面貌都发生了前所
未有的变化。从“两弹一星”到神
舟飞天、从“嫦娥”探月到“蛟龙”入
海，从“北斗”导航到“天河”超算；
从“墨子号”卫星到“长征五号”火
箭，深空、深海、深地、深蓝……尤
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批重大国
防科技工程相继启动，科技创新领
域的“国之重器”纷纷涌现，自主创
新之音越来越激昂，一大批信息化
程度高、具备世界先进水平的武器
装备列装部队，我军取得了一个又
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一次
又一次的跨越发展，使我国在世界
军事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曹志宇说，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
人，在“伟大的变革”展览中我们能
够充分感受到人民军队不断向科
学进军的豪迈与自信。

相约国博，感受改革开放 40
年人民军队伟大变革。据展览主
办方工作人员介绍，展览期间还将
在多个展区包括国防和军队建设
专题展区，邀请相关当事人到现场
为观众做详尽地讲解，与观众进行
互动交流。 （图片摄影 吕 钟）

科技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