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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亟需加强高质量数据集建设 
赋能人工智能发展 

 

数据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核心要素之一，是模型训

练与模型应用的基础和核心资源。加快建设人工智能高质量

数据集，对于推动广西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高质量数据集发展形势 

近年来，大模型技术不断取得突破，一系列国内外大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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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模型展现出了高质量的智能水平，高质量数据集的投入在

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同时，人工智能与行业应用的深

度融合也需要相关高质量数据集的支持，大模型对数据的需

求量呈指数级增长，高质量、大规模和多样性的数据成为保

障我国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根本要素。 

（一）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关键技术 

高质量数据集的效能提升亟需突破并集成一系列关键

技术：一是数据采集与汇聚层面，应用物联网等技术实时高

效捕获多源异构数据，强化中文语料和特定行业场景数据的

定向爬取能力。二是数据处理与治理层面，核心是发展基于

规则引擎和机器学习的自动化清洗工具，同时要突破 AI 辅

助标注技术，提升对多模态数据和中文语义、行业知识的标

注效率与精度，形成“机器预标+人工精校”模式。三是存

储与管理层面，依托云原生分布式存储架构和虚拟化存储池

技术，可优化资源调度与成本。四是安全与合规层面，通过

建立数据安全流动技术体系，推广利用联邦学习、多方计算、

数据沙箱、区块链存证等技术，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五是

服务与流通层面，发展标准化API接口与数据资产登记技术，

推动数据集安全可信流通，并构建自动化数据集构建流水

线，提升高质量数据集生产的工程化水平。 

（二）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生态要素保证 

一是政策的有效支持。通过顶层设计与专项规划明确数

据采集、流通与安全标准，完善数据安全立法与隐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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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市场化与权益保护。二是商业模式的创新。打造“数据

即服务”等模式，将数据资产转化为收益，通过平台创新模

式吸引多方协同，促进资源共享与标准化。同时，多元合作

机制可分散风险、降低成本，并通过增值服务激活生态。三

是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复合型人才是突破技术瓶颈的核心

支撑，需系统化学科重构培育跨界人才，通过产学研联动提

升工程化能力。 

（三）人工智能发展面临高质量数据集供需矛盾 

在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方面，我国目前仍存在以下的问

题：一是高质量数据集供给仍显不足。中文数据质、量均落

后于英文数据，公共数据开放利用程度有待提高，数据标准

不统一，缺乏高质量行业数据集。二是数据主体与商业模式

尚不成熟。缺乏高质量数据汇聚治理主体，具备大规模数据

处理能力的公司不足，多领域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主体仍待培

育，相关商业模式有待完善。三是相关规划政策亟待细化。

面向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高质量数据集专项规划和支持政策

尚未出台，建设、运营、流通、利用方面的举措需细化，尤

其在数据采集标准规范、数据共享流通机制方面的不足限制

了模型能力的快速提升。 

二、我国建设高质量数据集政策布局规划 

（一）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 

在由国家数据局等 17 部门联合印发的《“数据要素×”

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 年）》文件中明确提出：完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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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源体系，在科研、文化、交通运输等领域，推动科研机

构、龙头企业建设行业共性数据资源库，打造高质量人工智

能大模型训练数据集。发改委、国家数据局、工信部联合印发

了《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指引》文件，其中要求建立覆盖政

府、行业、企业等主体及国家、省、市、县等层级的全国一体

化的分布式数据目录，形成全国数据“一本账”，同时支持农

业、工业、交通等 10 余个重点行业打造高质量数据集。 

（二）分类建设高质量数据集标准体系 

在由国家数据局推动制定的《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指南

（征求意见稿）》中，明确了三类数据集的建设标准： 

一是推动通识类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由政府机构、科研

机构等主导构建，覆盖自然语言处理等通用领域，能提供跨

行业基准测试环境，并通过共享打破数据孤岛，降低企业基

础数据成本。二是推动行业通用类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

行业共性知识（标准术语、流程），使模型掌握领域内通用

逻辑规则，既可作为垂直大模型预训练基底，又能支撑跨企

业共性场景的快速落地。三是推动行业专用类高质量数据集

建设。由企业根据核心业务场景需求构建绑定，支撑高精度

决策场景（如医疗诊断、工业预测维护），通过专有数据持

续优化模型，形成核心竞争力壁垒。 

三、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先进经验与模式 

在推动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过程中，国内先进省市通过机

制创新与技术融合形成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结合我区发展

需求，现重点提炼出三种具有代表性的建设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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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省市一体化协同：构建纵向贯通的治理体系 

通过建立省、市两级协同机制实现数据全域统筹与分级

运营。一是建立两级主体联动：省级主体负责制定标准、搭

建基座；市级主体对接本地需求开发特色产品（如江苏省级

平台统一授权，市级开发医保风控）。二是实施平台全域贯

通：依托省级平台建设市、县专区，实现目录统一管理、数

据直达基层（如贵州三级联动枢纽）。三是推行分级分类开

放：省级制定开放负面清单，市级按需申请高价值数据（如

山东济南开放 22 类人口数据）。 

（二）重点领域产业化开发：深耕垂直场景释放数据价值 

聚焦产业需求打造行业级高质量数据集，推动资产化、

产品化转型。一是精准匹配需求，省级部门联合龙头发布建

设目录（如湖北推出 10 个行业数据集）。二是构建产学研

协同，通过“知识库+智能标注”提升数据质量（如苏州推

出丝绸纹样数据集）。三是推动开源共享生态，促进合规流

通（如北京交易所发布 300 个数据集）。 

（三）全域治理场景化应用：以用促建实现数据闭环迭代 

以全域业务场景牵引治理，建立“供给—应用—优化”

闭环。一是场景化治理，围绕高频场景制定标准（如山东构

建一体化体系）。二是业务反哺质量，基于应用反馈动态校

准数据（如贵阳“贵商易”优化模型）。三是深化跨域融合，

打通公共与行业数据壁垒（如济南融合医保交通数据开发

“健康出行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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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西提升高质量数据集供给能力的对策建议 

（一）构建全域协同治理体系强化数据资源统筹效能 

建立自治区级数据资源统筹主体，统一制定数据分级分

类标准与安全规范；支持地市依托本地特色产业和民生需求

开发垂直场景数据集，形成“自治区定标、地市落地”的协

同架构，重点推动中国—东盟跨境贸易、特色农业等优势领

域数据资源的定向汇聚与标准化治理。持续升级优化区级数

据共享平台为全区数据共享提供核心枢纽，建立覆盖 14 个

地市的分布式数据专区，实现目录统一管理、接口规范互通，

优先打通交通物流、边贸通关等高频业务数据链条，支撑基

层治理与跨境合作场景的实时数据调用。 

（二）深化重点产业数据开发打造行业级核心数据资产 

联合区内龙头企业发布特色产业数据集建设目录，构建

涵盖机械制造、现代农业等领域的行业通用知识库。推动与

区内各大高校、研究机构以及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的深度协作，搭建“行业知识图谱+智能标注平台”双驱动

体系，重点突破多语种（东盟语系）跨模态数据标注技术，

降低各类特色场景的数据处理成本。 

（三）创新场景驱动治理模式实现数据价值闭环迭代 

围绕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

国家战略场景，制定电子口岸通关、跨境金融风控等专项数

据治理规范，形成高频业务场景的数据质量评估体系。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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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数据壁垒，探索创新机制，试点开发各类融合应用，

通过业务反馈持续优化相应业务的核心数据集精度。 

 

（执笔人：黄子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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