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进入极速发
展阶段，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重要驱动力量，正在引发国民经济
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变化。今年的全国
两会，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著名作家邱华栋带来一份
关于“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版权保护”的
建议。

在邱华栋看来，以ChatGPT为代表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井喷式”
发展也给版权产业和文艺创作带来前
所未有的挑战。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加
强版权保护已成为人工智能发展进程
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命题。

希望完善相关立法
加快相关标准的研究与细化

邱华栋特别梳理了我国人工智能
领域版权保护存在的几个关键问题，
包括权利人对其权利内容在人工智能
活动中被各种演绎使用过程的控制力
未能得到充分保障；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的法律属性模糊，其可版权与否问
题缺少切实可行的法律、行业界定标

准；人工智能容易生成违反公序良俗
的内容等。

为此，他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希望
完善相关立法，明确人工智能领域版权
保护的原则性问题。二是鼓励相关科
研院所、专业机构按人工智能规划方针
要求，广泛征求并尊重著作权集体管理
组织、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演出设计等行
业协会、作协、文联等权利人集中单位
的意见，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版权保护相

关标准的研究与细化。
三是建立人工智能开发者与权利

人组织良性对话机制，推动国家权威机
构监管的正版语料数据库建设。四是
加快落实人工智能领域版权保护多方
主体责任，构建行政主管部门、人民团
体、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业协会以
及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等多主体参与
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体系。加快
版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鼓励作协、文
联、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业协会、学
术团体等组建利益共同体，建立规范的
人工智能授权链条、付酬标准和版权纠
纷溯源治理与调处机制，加强行业自律
建设。

延展报刊文化产业链条
报刊亭进行功能上的转变

此外，邱华栋还带来一份关于促进
报刊亭更好发挥作用的建议。在移动
互联网迅猛发展的今天，传统报刊亭所
代表的线下零售方式日渐式微。在此
背景下，国内外一些报刊亭进行功能上
的转变，探索多样化功能，不仅维持了

自身的运营，还成为城市中的亮丽风景
线。比如杭州市促进报刊亭与“城市书
签”公益阅读活动结合，举办读书会吸
引街坊参加，并通过视频直播扩大受
众；广州市对报刊亭进行智能化、信息
化升级改造，实现24小时借阅图书，提
供免费WiFi和充电，甚至可以自动售
货、存放快递、生活缴费，成为城市“百
宝箱”。

邱华栋建议，延展报刊文化产业链
条，促进报刊亭更好发挥作用。具体建
议包括加强政策扶持，明确报刊亭的管
理主体和制度，在财政政策与税收优惠
方面给予一定扶持，突出其公益性；引
导传统报刊亭加速转型，深入调研不同
城市报刊亭的特点，在机场车站、地铁
站、商场、地下通道等人流量多的地方
设置报刊亭，增加手机充电、快递存放、
生活缴费、共享雨具等便民设施；采用
新技术手段和经营方式增加报刊亭收
益，合规拓展经营范围，升级改造零售
终端，设置24小时无人售货和借阅，通
过品牌联名、品牌快闪等方式吸引顾客
尤其是年轻人的关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邱华栋 受访者供图

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在北京开幕，《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各地
区都要扛起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责任”。

“我今年带来的建议，是加强种业
创新，在阿坝马尔康建立一个夏繁‘硅
谷’，与海南崖洲湾相呼应，为全国小麦
油菜作贡献，整体提升中国粮油作物的
安全！”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农业科学
院副院长杨武云说。

天府粮仓需要天府良种
建议在四川打造夏繁“硅谷”

杨武云认为，要打造更高水平的
“天府粮仓”，首先种业要创新，要有更
高水平的天府良种做支撑。“一是科技
创新，二是要依靠科技平台和基地。我
这次带到全国两会的建议，是希望利用
四川的地理和气候的优势，在马尔康建

立一个包括小麦、油菜还有十字花科蔬
菜类的夏粮油作物繁育基地，在这里再
建一个夏繁的‘硅谷’。”

杨武云说，去年全国两会后，他就

给相关部门做了汇报。“省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农科院和马尔康市政府高度重
视，先期投入了一部分资金。希望在这
个基础上，建议从国家顶层设计，把这
里作为为全国服务的夏繁‘硅谷’。”

杨武云解释说，这个“硅谷”今后将类
似于海南岛崖洲湾，两者又相互补充和呼
应。“崖洲湾是为全国的水稻和玉米作贡
献，马尔康则主要为全国的小麦和油菜作
贡献。这两个‘硅谷’建设起来相互作用，
就能整体提升我们的粮油作物安全。”

开发特色产品
支撑当地特色产业

杨武云说，以种业创新助力天府粮
仓，对当地特别是甘阿凉地区的发展，
有着积极作用。

“种业创新主要是根据市场，特别是

社会发展的需求，实现多元化：高产、抗
病、优质、专用等等，最终为生产服务。
四川生态多元、生物多样。很多地方有
特色的种质资源，多年来形成了独特性
和稀缺性，有独特的利用价值。”杨武云
说：比如甘孜巴塘的“甲着”小麦，这是一
个四倍体小麦，它是软质的、高黄酮的，
入选了2022年全国10大优异农作物种
质资源，也是四川唯一入选的作物。

“这样的资源一方面可以促进科学
技术创新，同时也可以作为一个特色资
源来开发特色产品，支撑特色产业。去
年我们就引进了企业到巴塘去，就‘甲
着’小麦开发特色产品。今年还会加大
开发力度，让巴塘的‘甲着’小麦成为当
地一个主要的特色粮油作物，以特色粮
油作物支撑高原粮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庆李佳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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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在这里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邱华栋：

建议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版权保护

全国人大代表杨武云：

建夏繁种业“硅谷”打造更高水平“天府粮仓”

这是一场关乎信息生产力的比拼，
站在第二次量子革命临界点上，中国作
为后发的“追赶者”，已处于量子计算的

“第一阵营”。
继2023年全国两会提交了加快我

国量子计算研发和应用推广的建议后，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
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郭国
平教授的关注重点，仍在中国量子计算
的发展上。

“今年两会，我重点关注解决量子
计算机外国技术壁垒、壮大中国自主量
子计算机制造链问题，从国家算力布
局、量子计算金融、量子计算教育、量子
芯片生产等多角度考虑。”郭国平接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建
议国家进行中长期战略规划，加大资金
投入和相关人才培育等，以推动量子科

技产业迭代发展。
郭国平提出，建设国家级量子计算

产业示范基地。在上海、广州、合肥、南
京等全国大城市中选择若干点，以龙头

企业集群发展为重点，建设国家级量子
计算产业示范基地，打造量子计算发展
核心区和产业集聚区，辐射带动全国量
子计算产业发展，形成规模效应。在面
向“十四五”乃至更长远的未来，量子科
技有望成为中国在全球科技产业中“开
辟新领域、制胜新赛道”的重要核心技
术，将催生一批新质生产力。

今年1月，中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
计算机“本源悟空”上线。截至2月26日，
先后被104个国家和地区用户访问超
200万次，成功完成16万多个全球量子计
算任务。这份成绩背后，是郭国平带领团
队奋斗20多年的缩影。作为国内最早开
始从事量子计算研发和应用推广的科研
人员之一，郭国平和同事们一直在追逐自
研自创的量子计算制造链——“量子中国
梦”：搭载中国首个量子计算测控系统“本

源悟空”，在国内首次真正落地了量子芯
片的批量自动化测试，使量子计算机整机
运行效率提升数十倍；搭载中国首条量子
芯片生产线生产的72比特超导量子芯片

“悟空芯”，是中国首个自主量子芯片设计
软件——本源坤元Q-EDA设计的；在产
线上，还导入了量子芯片激光退火仪、量
子芯片无损探针台等自主研发的量子芯
片工业母机设备……

郭国平说，在2024年全国两会上，
他还提出了关于量子计算人才的建议。

“实施量子计算创新人才计划，把培养人
才与科技攻关结合起来，加大量子计算
专项人才创新培养，鼓励一代代人接续
奋斗，完善科研人才培养系列措施将有
助于我国抢占国际量子计算科研竞争中
的有利地位和提高国际影响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边雪

郭国平 受访者供图

全国人大代表郭国平：

“培育”量子计算产业链助推新质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