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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解决采纳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全文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沪科提复〔2024〕72 号 

 

 

对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第 0188 号提案的答复 

 

民进上海市委： 

你们提出的关于“关于探索建设智能型科学数据库的提案”

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针对你们提出的问题和建议，结合我委职能和工作实际，我

委会同市数据局、市教委研究后认为：你们面向全球数字化转型

驱动，对科学数据的重要性、国际科学数据库建设发展情况及上

海存在的差距等进行了认真分析，提出了制定实施规划、设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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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投入专项、利用现有基础探索提升等对策建议，对完善我市科

学数据治理体系、推动科学数据库建设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数据已经成为科学研究和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资源，

加强科学数据的管理和共享应用成为大数据时代一项十分紧迫而

重要的任务。近年来，上海加快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突破，大量的科学数据应运而生。上

海非常重视科学数据工作，按照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

制机制改革 增强科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的意见》要求，市科委会

同市经济信息化委、市教委、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中心

及有关科研单位，持续开展科学数据政策研究和探索创新工作。 

一是持续推进市科学数据管理办法及配套细则的政策研究

和完善。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上海市科学数据管理，保障科学数

据安全，提高开放共享水平，更好支撑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经济

社会发展和科技安全，市科委会同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理

中心，深化研究国内外科学数据管理和开放共享的主要做法，比

较分析全国兄弟省份已出台的科学数据管理政策的思路和经验，

全市广泛发放问卷，实地调研，开展专题讨论，听取专家咨询意

见，分析上海的实际需求，形成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于 2021 年

发布《上海市科学数据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征求意见稿）。

根据征求意见情况，并结合陆续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

全法》和《上海市数据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对科学数

据管理政策进行持续研究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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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重视与支持相关数据库建设。目前，上海部分科研单位

已经在不同领域建立相关数据库。如，上海外国语大学语料库研

究院，以多语种平行语料库建设为重点，开展语言数据与语言研

究、语言数据与翻译研究、语言数据与智慧教育以及语言数据与

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研究。东华大学构建中国人体体型细分数据

库，在个性化成衣定制、服装装备与智能制造、数字化设计及虚

拟展示等方面进行现代服装工程科技研究。上海中医药大学依托

中医健康服务协同创新中心，建立 10 万级“精准证候医学病-证

生物数据库”，覆盖“中医特色”的中国老年人群慢性病样本库，

数据库收录长期跟踪随访慢性病风险人群的中医证候和中医体

质信息。上海海洋大学系统发掘鱼类重要性状相关优异基因，建

立表型与基因型整合数据库，创制一批优异新种质分子标记等。

基于云计算模式的国家极地科学数据中心、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

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生物学大数据中心的 DNA 甲基化数据库、中

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所病毒检测分析数据库等，为相关学科的科

学数据安全管理和开放共享积累了经验。市数据局也配合市科委

进行了科技数据库建设，科技文件数据持续更新，服务机构类型

与服务场景不断拓展，示范应用的平台外延合作不断创新。 

三是围绕创新需求，积极研究筹建上海市科学数据管理与共

享服务平台。为实现科学数据管理及共享服务的双重建设目标，

推进跨部门、跨区域、跨领域的重要数据资源信息的有效集成，

高效支撑国家战略任务及本市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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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科委正研究推进建设集成数据资源信息、提供高效共享和知识

服务、提供智能分析技术服务和数据安全保障的上海市科学数据

管理与共享服务平台，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平台服务能

级，支撑服务各类创新主体的多元化应用场景，为智能型科学数

据库建设奠定基础。 

下一步，我们将吸收民进上海市委的建议，进一步落实《上

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十四五”规划》，按

照国家《科学数据管理办法》和相关政策规定，持续推进我市科

学数据治理与共享建设，深化智能型科学数据库建设研究。一是

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和规划研究。立足上海战略定位和发展需

求，参考国家和兄弟省市推进科学数据建设工作的经验，对科学

数据建设的政策性问题、机制性措施等开展深入研究，推动我市

科学数据工作发展。二是鼓励和支持开展科学数据库建设。支持

本市具备条件的单位依托大科学装置、重点实验室以及各类科研

创新平台，充分利用现有基础条件，配备相应的管理应用人员，

建立与数据特点相适应的管理模式，积极开展科学数据中心和数

据库建设，推动科学数据支撑 AI for Science。市数据局将继续推

进基础数据建设、算法研究与框架优化，进一步拓展高校以及应

用推广，继续新增专题数据库项目。三是鼓励相关新兴技术应用。

围绕科学数据全生命周期中的安全管理、智能高效等关键技术问

题，鼓励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科学数据

管理中的应用，建立符合各行业、领域数据特点的数据库技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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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开展大语言模型在科技咨询领域的应用示范研究，拓宽大语

言模型的领域应用。 

感谢你们对本市科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4 年 5 月 23 日 

 

联系人姓名：陆文斌 联系电话：23119324 

联系地址：人民大道 200 号 邮政编码：2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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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市政协提案办。 

上海市科委办公室                      2024 年 5 月 2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