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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

实施

2019 年 5 月 28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第 717
号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

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条例》针对我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出

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而制定，主要体现在加大保护力

度、促进合理利用、加强规范、优化服务监管 4 个方

面。《条例》重在保护我国人类遗传资源，促进人类遗

传资源的合理利用，从源头上防止非法获取、利用人

类遗传资源开展生物技术研究开发活动。

（2）我国高分 16 米数据正式面向全球开放共享

2019 年 11 月 4—9 日， 地 球 观 测 组 织（GEO）

2019 年会议周在澳大利亚举行。会上，推出了“中国

国家航天局高分卫星 16 米数据共享服务平台（CNSA-

GEO平台）”，发布了相关数据政策，宣布正式将中国

高分 16 米数据对外开放共享。这是国家航天局围绕

“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航天领域推动人类社会可持

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的重要举措，为落

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提供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本次开放的数据

来自 2013 年和 2018 年发射的高分一号和高分六号对

地观测卫星，用户可以通过CNSA-GEO平台查看相

关数据。本次数据开放共享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综合、

协调和可持续的全球综合观测系统，为资源调查与监

测、环境监测与评价、灾害应急监测、全球气候变化、

农业与农村应用、地球科学研究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关

键支持。

（3）发布《地球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报

告》

2019 年 9 月 26 日，中国科学院在美国纽约联合

国总部召开的第 74 届联合国大会上发布《地球大数

据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立足于地球大数据支撑联合国SDGs的实现，

采用多源数据采集、云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和区块链

等技术方法，系统分析从全球到地方尺度的典型案例，

构建全球和区域SDGs空间评估指标体系，动态评估

相关SDGs的全球和国别进展。这份报告向全世界展

示了我国利用地球大数据技术，支持联合国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落实和政策决策的探索和实践，揭示了

有关技术和方法对监测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应用价

值和前景，为国际社会填补数据和方法论空白、加快

落实 2030 年议程提供了新视角、新支撑。

（4）“中国生态系统长期观测研究数据”共享发

布

2019 年 9 月 27 日，国家生态科学数据中心、国

家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网络（CNERN）、中国生态

系统研究网络（CERN）、中国通量观测研究联盟

（ChinaFLUX）共同在北京举行了“中国生态系统长期

观测研究数据”共享发布会。为了更好地落实《科学

数据管理办法》要求，促进生态科学数据开放共享，

发挥长期生态观测研究数据价值，满足不同学科领域

的科研需求，整合四类系列专题科学数据向社会开放

共享。本次共享的数据包括中国生态系统水土气生要

素定位观测数据集、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长期监测

研究专题数据集、典型生态系统 2003-2010 年碳水通

量及常规气象数据、中国区域氮沉降空间化栅格数据

及中国区域陆地生态系统碳氮水通量专题产品数据。

（5）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优化调整

2019 年 6 月 10 日，科技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

《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优化调整名单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此次优化调整后，共形成“国

家高能物理科学数据中心”等 20 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

以及“国家重要野生植物种质资源库”等 30 个国家生

物种质与实验材料资源库。经过调整，进一步明确了

国家平台功能定位和目标任务，梳理本领域科技资源

体系架构，推进相关领域科技资源向国家平台汇聚与

2019年度“中国科技资源管理领域十大事件”评选结果

2019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也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在这一年里，广大科技工作者不负重

托，奋力攻坚，取得了巨大成就，向伟大祖国献礼。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科技资源在科技创新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科技资源管理水平也得到显著的提高。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在 2019 年年底，《中国科技资

源导刊》编辑部开展了 2019 年度“中国科技资源管理领域十大事件”的评选活动。《中国科技资源导刊》编辑部

在对科技资源领域新闻收集整理的基础上，经领域专家筛选、推荐、投票，最终评选出 2019 年度“中国科技资

源管理领域十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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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强化科技资源开发应用与分析挖掘利用，提升

科技资源使用效率和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完善科技资

源存储、管理和安全所需基础设施，健全网络安全保

障体系，创新运行管理机制，加强评价考核组织管理，

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法人单位主体责任，

为科学研究、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科技

资源共享服务。

（6）《科研数据北京宣言》正式发布

2019 年 11 月 8 日，国际科学理事会数据委员会

（CODATA）在其官方网站正式发布《科研数据北京

宣言》。《科研数据北京宣言》提出 10 条原则。其核

心内容包括：数据管理能力建设和数据政策体系建设

的必要性；科研数据全球公共产品的基本属性；全球

数据同盟与开放数据的FAIR（可发现、可获取、可互

操作、可重用）原则；公共经费资助产出的科研数据

应尽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共享重用；科研数据的互操作

性；数据限制访问和重用的特例情况；数据版权及其

他知识产权的国家立法保护与国际通用许可；数据管

理计划制度；开放公共经费资助产出的科研数据和信

息是缩小科学生产鸿沟的必要举措；关于宣言落地实

施举措的建议等。2018 年 3 月《科学数据管理办法》

的颁布，为我国科研数据管理与共享树立了“开放为

常态，不开放为例外”的标杆，为我国开放科研数据

活动奠定了基础。在此背景下，《科学数据北京宣言》

以在北京召开的CODATA国际会议为契机，在全球范

围得以广泛传播，与国内的开放科研数据趋势相互呼

应。置身国际开放科学、开放数据浪潮，相信在全球

科研共同体的齐心协力下，将进一步推动开放科学、

开放数据实践，在科学研究的国际舞台上势将涌现更

多的活跃而富于广泛社会价值的中国实践。

（7）覆盖我国全域 1:5 万土壤科学数据库建成

2019 年 7 月，由中国农科院数字土壤团队领衔实

施的“我国 1:5 万土壤图籍编撰及高精度数字土壤构

建（2005—2019）”，已完成覆盖我国全域的 1:5 万土

壤图籍编制和土壤科学数据库构建，并即将完成全国

土壤剖面数据集的编制。我国土壤科学大数据建设已

历时 20 年，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完整和精细的土壤资源

与质量科学记载，能以 1 公顷为单元提供全国各地多

项土壤科学数据。这使我国价值千亿元的宝贵土壤调

查成果得到永久性保存，实现跨部门、跨行业、跨地

区的传播应用，使我国在海量土壤要素智能化提取、

人机交互式土壤图制图表达等多项技术领域中跃居国

际领先水平。

（8）中国科协创新资源共享平台正式上线

2019 年 6 月 14 日，中国科协创新资源共享平

台——绿平台在 2019 年全国双创周企业创新大家谈活

动上正式发布。绿平台以创新资源可视化、创新服务

产品化和服务产品定价化为切入点，帮助各类用户找

服务、找设备、找专家、找技术、找资金、找政策，

保障各类资源找得着、信得过、用得上，降低创新创

业成本，促进创新要素有序高效流动，形成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协同创新网络。

（9）我国首次实现全谱段高光谱卫星对大气和陆

地进行综合观测

2019 年年初，经过半年多的调试和测试，高分五

号正式投入使用，首次实现了全谱段高光谱卫星对大气

和陆地进行综合观测。这标志着国家高分专项打造的高

空间分辨率、高时间分辨率、高光谱分辨率的天基对

地观测能力中最有应用特色的高光谱能力形成。高分

五号是世界首颗实现对大气和陆地综合观测的全谱段

高光谱卫星，也是高分家族中唯一一个高光谱观测卫

星。全谱段光谱成像仪是我国高分辨率多光谱遥感相机

中光谱范围最宽的载荷，覆盖可见、近红外、段波、中

波、长波共 12 个波段。其中，长波四谱段分裂窗空间

分辨率达到 40 米，为国际民用卫星最高。该载荷在环

保、国土、气象三大领域的水体热污染监测、重点湖库

水华和水质监测、内陆大型水体水质监测、植被覆盖度

信息提取、矿物信息提取、植被长势监测、青藏高原

典型冰川群及北京积雪监测、干旱遥感信息提取、局

地高温监测等业务应用产品测试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0）《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监测报告》和

《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报告》首次公开发布

2019 年 12 月 29 日，科技部和中国科学技术信

息研究所分别发布了《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监测

报告 2019》和《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19》。这是国家创新调查制度的重要工作内容，是第

一次公开发布的系列报告。这两份报告均采用国家统

计局、科技部、财政部等权威部门的统计和调查数据，

但各有侧重。监测报告反映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活动

的客观数据，评价报告则对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创新能

力进行分析和比较。结果显示，各创新型城市根据自

身科技基础、资源禀赋、产业特征、区位优势和发展

水平等条件，探索适合的创新驱动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