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9月月2424日至日至2525日日，，在时空在时空
大数据大数据20212021年度大会上年度大会上，，2020余余
位两院院士位两院院士、、专家专家，，以及时空大以及时空大
数据领域专家学者数据领域专家学者、、领域内知名领域内知名
企业机构等企业机构等400400余人余人，，围绕围绕““跨跨
行业行业、、大融合大融合、、共建时空大数据共建时空大数据
产业技术新生态产业技术新生态、、赋能数字经赋能数字经
济济””的主题展开头脑风暴的主题展开头脑风暴，，助力助力
浙江建设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浙江建设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
示范区示范区。。

河南大学人文与建筑时空大数据融合研究中心执
行主任王振凯

▲众合科技时空大数据研究
院揭牌仪式

一苇数智·智慧交通时空大
数据平台及白皮书发布仪式

▲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研发中心总经理王厦介绍一苇
数智

陈纯院士作“时序大数据实
时智能分析技术及应用”报告

▲陈军院士作“时空信息助力
高质量发展”报告

郭仁忠院士作“智慧城市研
究范式问题”报告

▲

▲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周国辉以视频形式作了开幕致辞

浙大副校长黄先海主题致辞

中国测绘学会理事长宋智超指出时空大数据产业
新技术为测绘地理信息产业带来的新的机遇

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赵勤致辞

深圳大学未来地下城市研究院陈湘生院士以视频
连线的形式发表了对时空大数据与轨道交通的看法

提出“时空大数据”概念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家耀
作“大数据与人工智能驱动数字经济发展”报告

浙江省特级专家、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金雪军作
“新技术、新产业、新人才”主旨报告

数字经济创新与共同富裕主题论剑

长安大学地质工程与测绘学院院长李振洪作了“多
源遥感与重大地质灾害隐患早期识别——以川藏铁路
重大工程为例”的报告

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张耀南作
了“数据工程学建设与应用思考”的报告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TOD中心主任郭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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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话时空大数据 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时空大数据2021年度大会精彩回顾

时空大数据产业生态协同创新论坛中，河南大学
人文与建筑时空大数据融合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振
凯、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TOD中心主任郭
琳、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总经理王
厦、天集产城集团有限公司产城项目总经理李书江、
维正集团企知道产学研科研成果转化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志慧、力合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创新基金管理
总经理申康分别就各自领域如何应用时空大数据作
了报告。
王振凯：全球人文与时空大数据——让建筑工程可视化

通过时空大数据平台，衍生出时空大数据集合系
统，集合了建筑信息集合系统、地球信息集合系统、交
网信息集合系统、电网信息集合系统、水网信息集合
系统、市政信息集合系统、人文信息集合系统，最终得
出全球人文、建筑与地理环境时空数据基础。简单来
说，工程可以通过时空大数据来具象化，原本看不见
的工程可以通过思维见模栩栩如生出现在你面前，大
到建筑物本身，小到建筑物内一根钢管清晰可见，甚
至可以见到建筑物内钢管内部。精确的时空大数据
让工程成本管控、进度管控都有迹可循。

王振凯还给大家介绍了时空大数据联盟和基金
的双效互动，时空大数据联盟本次论坛也会给大家介
绍如何跨界应用，进行成果转化，将时空大数据落地
为民生。
郭琳：TOD与城市时空大数据融合展望——建轨道
就是建设城市

什么TOD模式，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tran⁃

sit-oriented development，TOD）是规划一个居民区或
者商业区时，使公共交通的使用最大化的一种非汽车
化的规划设计方式。TOD可以同步城镇化进程，带动
城市经济提升，那么轨道交通首当其冲。轨道交通带
给人民快捷速度的同时，新的拥堵问题又出现了。地
铁“建得起，养不起”的问题，如何破局，让交通拥堵得
到解决，同时又能赋予交通线更多的经济价值，TOD
模式营运而生。

郭琳认为，建轨道就是建设城市，经营轨道就是
经营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中会出现技术、主体、利益、
主体边界不明确，这就要破解融合，看似有界似无
界。万科天空之城、重庆沙坪坝站都是跨界的典范。
为导向进行城市更新，站城一体以重造周边业态，打
造文化发源地。未来是 TOD5.0时代，通过可视化鼓
励机制，为城市碳达峰作贡献。TOD+中国智慧，未来
城市与城市，区域与区域发展的融合。TOD将大数据
提供了未来城市无限可能。
王厦：构建轨道交通时空大数据构建交通底座思考与
实践——一苇数智·时空大数据平台

在王家耀院士的“时空大数据”理论指导下，与王
院士的时空大数据联合创新中心进行时空大数据的
深入合作，最终对构建轨道交通的时空大数据底座进
行了实践，众合科技一苇数智·时空大数据平台应运
而生。

众合科技在运营维护、列车感知、乘客服务、智能
安检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因
而在列车、轨旁、车站、控制中心、车辆段都开发和布

局了大量的感知、计算和决策设备。为完整的云、边、
端解决方案补齐了关键一环，从而能够收集到轨道交
通全生命周期的数据，通过数据融合和关联分析，挖
掘数据更深层次的价值。构建数字孪生、挖掘数据价
值、实现万物互联、赋能业务创新，是一苇数智平台四
个显著的特点。

时空融合，在时间和空间的四维数据的基础上，
对真实世界构建更精确、更完整的数字孪生，通过一
张图可以看到地上空间和地下空间是如何融入，两者
结构关系一目了然。与此同时，数字空间里你会看到
空间构架的物件、供应商信息等等信息。信息关联，
为应用开发提供便利，创造出数字驾驶舱。可谓一图
观览地上地下空间，还能看到地下空间肉眼看不到的
东西。

以数据驱动业务，在四维数据的海洋中为业务挖
掘更深层次的价值。现有平台可以接入到终端设备，
数据接口的开放给合作伙伴和应用程序开发人员。

秉承开放互通的理念，一苇数智愿意共享自身的
平台和内部的功能、数据，将与用户、与合作伙伴建立
价值的连接，所谓的万物互联，一切可联通。

利用智能引擎，向业务提供AI能力和模型算法，
同时为行业应用提供便捷易用的开发模板和工具，从
基础上加速业务的创新，行业发展。数据通过图形化
方式来分析数据关联，高效直观。数据快速迭代有效
创新提供了支持。

你可以想象一下，早高峰地铁内，你提前知道哪
节车厢比较空，从容候车避免拥挤。
李书江：产城人文时空大数据应用探索与思考——让
大数据对企业而言不再只是数据

时空大数据是把各种分散和割裂的大数据汇聚
到特定平台，使之发生持续的聚合效应通过数据多维
融合，对事物做出精准高效的预测。通过数据分析帮
助园区解决存在的问题，从而达到园区高效运营。

李书江介绍时空数据智慧运维端深入园区日常
需求，进行智慧园区的运营管理。涵盖公共服务、招
商管理、员工管理、指挥中枢。通过数据分析，用电和
用水以及企业员工数量，全面了解企业基本经营情
况，给企业在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做增信，从抵押增
信到数据增信。
李志慧：时空大数据全生态链大融合——产学研助推
使企业创新发展

李志慧给大家举了个简单例子，让大家明白什么
是时空大数据生态链。每天要从家的A到工作B点，
有 4条路可以去B点，早晨出发选择路上有早餐店和
咖啡馆的路线，晚上下班可以换一条路线，看看哪里
聚餐点、哪里有商场。这些，大数据生态链可以给你
指引。城市信息、物质和社会空间，三者连接共生数
据互补。

时空大数据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概念，具有时空属
性的数据，搭建大数据集合平台，产生了更广泛的应
用场景，引入了联盟成员，为我们生态搭建一套高效
协同、开放包容的运行规律。协同创新，整体性，不是
简单相加，是方式、目标、功能统一的整体性。形成一
个跨层级的高效对话机制。
申康：科技金融助力推动时空大数据

申康认为，科技和金融的结合决定了产业未来的
发展好坏。科技与金融结合是未来时空大数据发展的
关键。中小产业是创新主力军，是造就大企业蓄水池。

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具有投入高、周期长、风险高
特征，短期难以依靠自我造血实现滚动发展。中小企
业融资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天然的弱质性，但传统金
融机构很难给中小型新新大数据企业赋能。

力合金融顺势而生，通过金融支持打通发展到创
新的过程，打造时空大数据产业投资基金。差异化服
务，满足时空大数据产业不同阶段企业投资需求，做
到差异化赋能。

时空大数据产业协同创新发展专业论坛

思维空间跨界赋能多产业多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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