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产业创新动态 
 

2020 年第 37 期（总第 444期）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产业科技发展研究所主办                              2020 年 12 月 21 日 

 

欧盟公布《数字服务法案》和《数字市场法案》 

2020 年 12 月 15 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数字服务法案》和

《数字市场法案》，为所有数字服务(包括社交媒体、在线市场

和其他在欧盟运营的在线平台)制定了一套全面的新规则。《数

字服务法案》和《数字市场法案》是欧盟委员会打造欧洲数字十

年雄心壮志的核心举措。下一步，欧洲议会和成员国将在普通

立法程序中讨论这两个法案。如果获得通过，两部法案的最终

文本将直接适用于整个欧盟。 

两部立法的公布彰显了欧盟以个人数据保护为基础，对内以

数据流通为驱动、对外以应对大型科技平台为保障的数字经济法

律体系。首先，确立了个人数据保护的基本人权制度。《通用数

据保护条例》GDPR 在 2018 年 5 月生效实施之后，将个人数据保

护权利作为基本人权予以强化保护，确立了关于个人数据保护的

权利、职责和义务基本制度，其相关要求成为欧盟在构建整体法

律制度时必须遵守的总体原则。其次，对内促进数据在欧盟内部

的流通共享。继 GDPR 生效实施之后随即通过的《非个人数据自由

流动条例》明确提出要促进非个人数据在欧盟境内自由流动，2020

年 11 月，欧委会发布的《数据治理法案》也通过鼓励和规范的方

式更进一步明确了促进欧盟境内数据共享流通的多个举措。再次，

对外应对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市场主导地位成为重要保障。《数字

服务法案》和《数字市场法案》的出台均将进一步控制大型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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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行为，通过制定更加适应在线平台和数字市场的竞争监管

政策，一方面增强欧盟传统企业和行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缓解

大型在线平台及其用户之间的权力不平衡状态，消除平台涉嫌垄

断的趋势。 

是否有利于实现欧盟单一数字市场的建立和数据主权地位的

提升还有待实践检验。欧盟在今年 2 月公布的《数据战略》中明

确提出要重振欧盟数据主权、技术主权的地位，上述立法的制定

也是为实现这一愿景的重要举措。但欧盟立法体系中也不无问题，

如欧盟对于个人数据的保护过严且个人数据的定义和范围非常宽

泛，非个人数据的流通是否可以在实践中实现不得而知，又如欧

盟此次立法中针对美国大型科技平台强化管制的意图非常明显，

下一步如果正式实施，是否会出现大型平台逃离欧盟从而对欧盟

数字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后果等不良效应还有待观察和实践检验。 

（产业所 陈健 整理） 

全球 ODM龙头“华勤技术”拟挂牌科创板，向资本市场冲击 

据 IPO 早知道消息，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勤技术”）

于 12 月 14 日与中金公司签署上市辅导协议，并于当天在上海证监局

进行了备案，拟在科创板挂牌。这意味着，这家全球 ODM 领域龙头正

式向资本市场发起冲击。辅导备案信息显示，上海奥勤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下称“上海奥勤”）持有公司 35.6%的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

而公司创始人邱文生直接持有华勤技术 5.37%股权，并通过持有上海

奥勤 51%的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华勤技术成立于 2005年，是全球领先的智能产品硬件 ODM厂商，

专业从事智能硬件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运营服务。公司从手

机等消费电子产品的设计（IDH）起家，已逐步发展为全品类的智能

硬件平台型企业。产品线涵盖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智

能手表、TWS 耳机、手环等智能穿戴类产品、AIoT 产品及服务器等智

能硬件产品。据行业研报数据，华勤技术、闻泰科技（600745．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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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旗科技已连续多年稳居全球全品类 ODM前三，占据市场 70％份额，

其中华勤技术已连续 5 年稳居全球智能手机和平板 ODM 行业第一位，

是智能手机、平板行业名副其实的“隐形冠军”。 

目前华勤技术研发、制造中心布局全球，与此同时其对全球智能

产业发展蓝图的构建还体现在日趋完善的客户及产品队列方面，合作

伙伴已覆盖绝大多数全球下游科技巨头。经过多年发展，华勤技术依

托自身的研发设计、系统软件开发、工程测试、供应链资源整合、生

产制造和品质管理能力，紧抓全球电子信息产业专业化分工以及智能

硬件成为物联网时代重要数据流量入口的发展契机，华勤技术将由

“制造”变为“智造”，逐步构建以智能手机为中心，平板电脑、笔记

本电脑、智能穿戴、AIoT产品及服务器等共生发展的全品类智能硬件

大平台，为全球科技产业赋能。 

（产业所 张志昌 整理） 

联想和立讯精密再次被盯，美方可能再次发起 337 调查 

近日据报道，美国 Tela Innovations公司依据《美国 1930年关

税法》第 337 节规定，向美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提出申请，指控

对美出口、在美进口或在美销售的特定集成电路及其下游产品侵犯其

专利权，请求发起 337 调查，并发布有限排除令和禁止令，联想集团

涉案。 

而联想集团方面回应称，“这种事经常有，没啥影响”。联想此前

也曾遭到美国的 337 调查，如去年美国 Neodron 公司指控对美出口、

在美进口和在美销售的触控移动设备、计算机及其组件侵犯其专利权，

请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起 337调查，包括亚马逊、戴尔、联想集

团等多家企业登上指控名单。而美国的 337 调查，主要是美国联邦贸

易委员会依据美国国会通过的《1930年关税法案》337 条款授权，对

不公平的美国进口产品（Unfair import）进行调查并作裁决，所谓

的不公平产品主要就是侵犯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问

题。有数据显示，美国政府经常发起 337 调查，但胜诉率仅有 5%。 



4 
 

立讯精密随后发布公告称，公司目前共有 5 个美国专利涉及本次

337 调查。在获悉本次事件后，公司已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并聘请

美国律师积极应对本次 337调查。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任何正式

的法律文书。经初步预计，本次 337调查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不

会造成实质性影响。公司将持续跟进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积极与相

关方沟通协商。而市场在 12 月 22日开盘来看，联想集团股价低开高

走，立讯精密已跌超 5%。 

（产业所 王罗汉 整理） 

世界首列时速 350公里货运动车组来了 

经过 3 年多努力，由中车唐山公司牵头、联合国内优势单位开展

攻关的世界首列时速 350 公里高速货运动车组，在河北唐山下线。和

普通客运动车组相比，除了外观，这列高速货运动车组还有不少“亮

点”： 

环境适应性和运营经济性提升：运能大。时速 350 公里高速货运

动车组适应环境温度-25℃至 40℃，动力配置为 4 动 4 拖 8 辆编组，

载重不少于 110t，载货容积不少于 800m，载货空间利用率≥85%。时

效强。相较于航空、公路运输，货运动车组受环境因素影响较小，满

足 600—1500 公里距离中长途快速货运需求，1500 公里的距离 5 小

时内即可到达。阻力小。动车组车头采用中华鲟骨骼线形的仿生学设

计，增大了车头长细比，经风洞试验证明，该头型在动感美观的同时，

与既有车型相比大幅降低了运行阻力，货物单位重量能耗仅为飞机的

8%。 

突破轨道交通货运快速化关键技术。“在全球首次实现时速 350

公里高铁货物快运，显著提升了我国轨道交通装备的自主创新水平。”

中车唐山公司产品研发中心高级工程师梁永廷说。据介绍，高速货运

动车组以我国时速 350 公里高速动车组平台为基础，突破了承载系

统、走行系统、智能化装卸设备、快速装卸等多项轨道交通货运快速

化关键技术，首创高速货运列车大开度装载门、标准集装器谱系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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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及模块化货运专用地板等全系列装卸设备，提升了装卸作业效率，

实现了大载重、大容积、快速装卸及货物在途管理。 

新型轨道货运装备更安全绿色。高速货运动车组外皮采用环保水

性漆，具有绿色环保，无刺激性气味、无污染的特点。不仅如此，动

车组设置了智能火灾报警系统，应用多种防火阻燃新材料、新技术，

货仓区采用新型膨胀型防火涂层，防火层使用寿命可达 10 年以上。 

时速 350公里高速货运动车组的下线，显著提升了我国轨道交通

装备的自主创新水平，将进一步优化完善综合运输通道布局，促进现

代物流体系建立。 

（产业所 朱焕焕 整理） 

充电 10 分钟续航 1000 公里，丰田首款固态电池原型车 2021 年亮相 

在生产固态电池电动汽车的竞赛中，丰田似乎已经处于领先地位。

日前，根据《日经新闻》的报道，这家日本汽车巨头计划在 2021 年

首次亮相其首款原型车。这项技术将开创电动车的新时代 

固态电池比目前广泛使用的传统锂离子电池更紧凑，充电速度更

快，更安全，拥有更高的能量密度。它们使用的是固体电解质，而不

是锂离子单元中的液体或凝胶聚合物电解质。这意味着它们只需要更

少的物理空间来产生相同的能量，并且在损坏时更不容易起火。据估

计，一辆固态电池驱动的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可以达到 1000 公里

（621 英里），充电时间为 10 分钟。 

固态电池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化程度较低，丰田的目标是在 30 年

的使用寿命内保留 90%的电池性能。丰田在固态电池专利数量上处于

领先地位，拥有超过 1000 项与该技术相关的专利。不过，固态电池

的生产仍然存在瓶颈。它们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极其干燥的条件，而且

所需的原锂是一种稀缺资源。 

为了帮助加快该技术的开发，日本政府正考虑将新设立的 2 万亿

日元（192 亿美元）脱碳基金的一部分用于在国内建设固态电池生产

基础设施。三井物产、汽油公司 Idemitsu Kosan 和住友化学等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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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都在准备生产固体电解质。大众汽车表示将在 2025 年之前生产

出自己的固态电池，日产汽车预计在 2028 年生产出固态电池样车。

丰田正在与松下联合开发这种电池，曾计划在 2020 年夏天的东京奥

运会期间透露一些信息。虽然奥运会因新冠疫情而取消，但丰田迟迟

没有透露电池原型车何时会首次公开亮相。现在看来，这款车将在

2021年的某个时间面世。 

（产业所 徐海龙 整理） 

发挥 5G 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的潜力 

近日，普华永道发布了《发挥 5G 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的潜力》

报告认为 5G 技术可以改变和改善医疗健康领域的所有关键组成部

分。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各地的医疗健康系统带来前所未有的

压力，5G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不断增加，机器人、IoT 和 AI

技术推动新应用程序的构建，基于 5G 互联的医疗健康生态系统将

初具规模。这个新的生态系统将具有“4P（predictive、preventive、

personalized and participatory）”特征：可预测性、预防性、个

性化和参与性，并可以准确、高效、便捷、可大规模的满足患者需

求。从远程医疗到远程手术，从传输大型医疗文件到跟踪患者运动

轨迹，从使用可穿戴设备进行实时监控到为患者提供持续治疗支持，

5G 功能对于一系列医疗健康应用都将具有重要的价值。普华永道的

一项经济研究预测，到 2030 年，5G 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将为全

球 GDP 带来 5300 亿美元的收益。 

在后疫情时代，中国利用 5G 技术构建了医疗健康生态系统。为

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等中国电信运营商已与华

为等技术公司合作，在全国范围内利用 5G 网络进行远程医疗咨询、

远程 CT 扫描和远程超声测试。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倒逼了 5G 技术的

广泛应用，促成智能医疗系统从实验室阶段快速发展到临床使用。 

然而，要充分发挥 5G 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的潜力，网络安全和

数据隐私至关重要。健全有效的 5G 安全网络和隐私策略需要注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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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①零信任方法。5G 网络上所有设备和软件的端到端都应具有强大

的安全状态。必须评估每个设备和应用程序的网络风险，并仅在它们

满足高安全性标准时才允许访问网络资源。此外，必须经常检查所有

软件的漏洞和恶意软件。②通用加密。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数据被破

坏或损坏的风险，电信运营商和其他 5G 参与者应对端点和服务之间

的流量采用强大的加密方法。这些方法应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便随

着标准和风险的发展而逐渐增强。③AI 编排。机器学习和 AI应该在

识别和缓解可变的网络风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提供高水平的智能

管理，根除超密集通信和超低延迟应用程序中的安全入侵。 

（产业所 刘如 整理） 

国内首个“数字药品”获 NMPA批准上市 

2017 年，世界上首款数字药物获得 FDA（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认证许可。这款药品将传感器置入每一颗药片，医生可根据传送的信

息监控患者用药情况，该产品节省了美国医疗系统因患者不按时服药

导致再就医而造成的近 3 千亿美元的损失。3年后，中国首款数字药

品——术康 APP 也通过了 NMPA（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

市，作为处方由医生为患者直接开具。 

国内数字药品的里程碑。数字药品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包含了基

于临床证据的软件或硬件，这些产品能用来测量或干预人类的健康。

如人工智能诊断系统、患者远程监控系统、数字生物标记设备等。 

中国首款“数字药品”——个性化生活方式干预的智能远程数字

医疗产品“术康 APP”经过严苛的审核获准上市。术康以心肺／肌骨

／营养的远程智能评估为核心，结合可穿戴设备和预包装医用食品的

科学组合，可轻松居家执行，大幅降低“个性化运动／营养干预”执

行成本，仅为不到传统方式（门诊执行）的 1／10。 

术康 APP 何以获批“数字药品”？术康所属公司尚医信息科技一

直与美国最大医疗集团之一 Baylor 合作紧密，并在 Baylor 数十年来

“心肺＋肌骨”一体化整体康复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国内移动互联网

http://medical.ofweek.com/
http://medical.ofweek.com/2016-07/ART-11102-8420-30013429.html
http://medical.ofweek.com/2016-07/ART-11102-8420-300134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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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穿戴设备蓬勃发展的现状，研发出以术康 APP 结合智能硬件来实

现以个性化 FITT－VP 运动康复体系为特点的远程居家康复治疗。术

康主要适用于慢病及慢性疼痛的康复。术康分别与国内包括中国解放

军总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在内的三十余家三甲医院联合开展了与

2 型糖尿病、新冠肺炎出院患者康复、冠心病、代谢性肥胖等相关临

床研究 11 项。 

慢病人群日趋庞大，术康的解决方案。术康 APP作为远程居家康

复治疗的“数字药品”，将形成对社会、医院及患者的三赢局面：降

低医疗成本、提升患者管理效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等。以糖尿病为

例，中国成年人的糖尿病患病率为 9.7％～11.6％，糖尿病人群约 1．1

亿。WHO 估计 2005～2015 年中国由于糖尿病及相关心血管疾病导致

的经济损失达 5577 亿美元。除此之外，医生仅需通过术康便能实现

对患者的线上管理治疗，完成从传统的“1 对 1”到“1对多”的管理

模式转换，管理效率可提高至少 10 倍以上，实现“大规模、低成本”

的治疗方式。 

获高度认可，进入国际市场。2019年 11 月，术康 APP 国际版正

式进入美国市场，被美国 HCA 公司（美国最大医疗集团）和 Baylor

医疗中心用于心衰患者的康复治疗，迅速将 30 天心衰患者的再入院

率从 17％降到 2％，将达拉斯一支 6人康复团队原本仅能管理 200位

患者的效能直接提升到了 3000 人。在美国新冠肺炎爆发初期，术康

更是被医生们紧急用于新冠中轻症患者的居家治疗，效果斐然。术康

APP 作为国内首个通过 NMPA 审批的数字药品，填补了中国数字药品

的空白，也为行业的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产业所 冉美丽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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