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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大脑

﹄
进万家要过三关

近日，国家超算互联网联

合体成立，首批 15 家区域、高

校超算中心意向入网。这个消

息意味着，未来算力将如同电

力那样走进千家万户。

超算互联网是打造国家算

力底座的基建工程。就像电力

赋能工业经济，算力在数字经

济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电子支

付、地图导航、天气预报⋯⋯这

些人们熟悉的应用场景背后都

需要算力支撑。据测算，算力

每投入1元，就将带动3元至4元

的 GDP 增长。我国算力规模

位居全球第二，近 5 年来算力

核心产业规模平均每年增长

30%以上。从消费互联网的普

及到产业互联网的崛起，再到

最近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发，

全社会对算力的需求一路狂

飙。算力需要持续进化，才能

支持和促进生产力的跃迁。

而超级计算机就是可以提

供最强算力的“超级大脑”。目

前，全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运算速度已超过每秒百亿亿

次，相当于 10 亿台运算速度每

秒 10 亿次的笔记本电脑同时

参与计算。可以说，超级计算

机已成为体现国家创新能力的

国之利器，把这些“超级大脑”

联合起来，组成超算互联网“超

级战队”，无疑将增强我国在超

算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超级大脑”进万家，要过

几道关？

先是均衡关。我国算力设施

分布不均衡，超算中心大多数位

于东部地区，这里贴近用户侧、

算力需求也大。但超算中心是耗

能大户，东部地区人口密集、工

业发达，本身就能源紧张，而西

部地区能源资源丰富，具备承接

东部算力需求的潜力。把东部密

集的算力需求有序引导到西部，

推进“东数西算”，一方面需要在西部建设更多超算中心、数据

中心等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也要突破现有单体超算中心运营

模式，建设高效连接的高速网络，加快推进超算算力并网互

通。这样既能缓解东部能源紧张，也能为西部开辟发展新路，

还能实现超算算力的跨区域资源整合。

还要过标准关。标准不完善是制约我国数字经济迈向

更高水平的瓶颈之一，需要通过制定算力资源接入、共享、

交易、监管等标准，真正把超算互联网建成全国一体化的公

益性资源平台。要坚持标准的公平性和统一性，以保证将各

级超算中心、云计算企业、科研机构等不同来源的算力、数

据、软件、应用等统一为超算资源并整合到一起，让各区域、

各产业都能通过超算互联网获得稳定可靠的算力。同时，也

应注意标准的兼容性和开放性，为超算互联网的未来发展

与演进留足空间。

应用关也是一大挑战。我国超级计算机已进入世界

第一方阵，但超算应用主要限于天气预报、大型工程设计

和基础科学研究等传统领域，存在算力资源闲置现象。

应用软件不够丰富，应用成本较高，让我国的超算应用依

然“阳春白雪”，尤其工业企业等应用与国外比还存在相

当差距。补齐超算应用的短板，需要鼓励超算应用软件

的自主研发和推广，降低超

算应用门槛，通过市场化的

运 营 和 服 务 体 系 紧 密 连 接

供需双方，打造成熟的自主

可控产业生态。

国 家 超 算 互 联 网 建 成

后，任何地方、任何人、任何

时 间 都 可 以 获 得 大 数 据 算

力，社会各方可以像使用微

信一样使用超算。期待“超

级大脑”进万家早日实现，这

是挑战，更是机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

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

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面对全

球数字经济浪潮，各地积极打造数字产业集

群，推动经济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人工智能、大数据、电子信息等

一批数字产业集群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

数字支撑产业发展

走进浙江新昌斯菱汽车轴承公司车间，

机器有序运转，每台设备上的传感器通过数

字化“轴承产业大脑”，让设备状况、产品产量

及质量等数据在显示屏上一目了然。“借力产

业大脑的数据分析，可以精准掌握车间生产

进度，生产效率较之前提升了 20%。”斯菱轴

承自动化车间主任吕乐侃说。

新昌全县有 600 余家轴承企业，年销售

额超百亿元。搭上产业数字化快车，新昌数

万台轴承生产设备数据上云，轴承行业综合

成本下降 12%，用工成本下降近 50%，利润率

翻了一倍，行业整体竞争力显著提升。

“有了海量数据积累，让‘轴承产业大脑’

具备强大自我学习能力，能分析产业景气指

数、研判产业形势，可为企业生产、销售全过

程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新昌县经信局局长

杨利辉相信，轴承产业加“数”前行，高质量发

展动能愈发强劲。为进一步推动数字化对产

业的支撑，浙江省提出，到 2025 年实现百亿

元以上产业集群工业互联网平台全覆盖、规

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重点细分行

业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

数字产业的发展基础是数据。为此，福

建省不断夯实数字底座。目前全省已建成

5G 基 站 超 过 7.1 万 个 ，千 兆 光 网 覆 盖 超 过

1600 万户家庭。在数据资源方面，当地上线

了福建大数据交易平台，成立了福建大数据

集团，进一步加强数据汇聚共享和价值挖

掘。截至目前，平台已经挂牌的数据产品突

破 200 款，围绕金融、应急、安全、医疗、健康

等开展首批 12 个大数据开发示范项目建设，

并推动建设福州东南大数据产业园等大数据

示范园区。

为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应用，打造具有竞

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福建泉州持续培育壮

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研究制定推动泉州数

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措施，推进数字技术和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久前，国家智能铸造

产业创新（泉州）中心顺利实现运行，其具备

的 3D 打印能力解决了模具制备周期长、成本

高和难以制作曲面等复杂构件的难题；数字

福建（安溪）产业园建成可容纳 8000 个机柜

的 T4 等级大数据中心，已投产标准机柜 4600

个，可提供数据存储、数据交换、数据处理、数

据备份恢复等专业数据服务，成为福建省

大 数据产业重点园区和“数字福建”重要承

载基地。

产业发挥数字优势

当下蓬勃发展的数字产业集群，已成为

广东各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在东莞市松山湖高新区，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已成为千亿元规模的支柱产业。近

年来，松山湖集聚高等院校、科研平台等高

端创新资源，出台促进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发

展 等 扶 持 政

策，大力建设数字经

济创新发展集聚区，以“一

区多园”模式分主题、分重点打

造 多 品 类 、差 异 化 的 软 件 产 业“ 园 中

园”，成功聚集了一批龙头企业、链主企业，

形成较为完整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

而广州海珠区的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

试验区，已成为全国数字龙头企业最集聚、

数字产业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近年来，

琶洲采取“产业先行”招商政策，引进腾讯、

阿里巴巴、唯品会、科大讯飞等龙头企业扎

堆聚集建设总部及研发中心，并以“大总部”

集聚“中小总部”，落地超 200 家产业链子项

目，形成产业互联网、游戏等数字产业创新

链条。

“数字产业集群高度依赖信息网络、互

联网平台开展协同制造，需要企业、机构等

主体共同参与建设，实现要素资源优化配

置。”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院长刘兵

表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

群，关键要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

在杭州，一些平台型企业开始破“圈”行

动。今年 1 月，阿里巴巴、新华三等 9 家龙头

企业签署《智能物联产业“链主”企业培育计

划书》，加大关键技术联合攻关，共建产业链

供应链生态，促进数字产业集群内企业提质

增效。杭州提出，打造万亿元级智能物联产

业生态圈，每年将力争 50 个亿元以上项目，

加快布局元宇宙、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未来

产业，不断开辟产业发展新赛道，让这片数字

经济热土上涌现更加硬核的数字产业集群。

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先行者，福建一直

走在先行先试的道路上。

从全球最先进的恒美超宽幅 8K 超高清

偏光片生产线投产，到福州京东方第 8.5 代半

导体显示生产线荣膺“灯塔工厂”。当前，福

州市正在积极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新赛道

格局，推动各行业数字化转型。福州市市长

吴贤德表示，近年来福州数字经济规模持续

壮大，从 2018

年的 2800 亿元增长

到 2022 年 的 超 6100 亿

元，占 GDP 比重也从 36%提高到超 50%。福

州立足产业基础和优势，重点打造软件信息、

大数据、物联网、显示光电等五大产业基地。

同时，高意、福晶等企业在光通讯、激光等细

分市场领域，都处于全国乃至全球领先水平，

光电产业集群效应越来越凸显。

仍有难题待突破

当前，数字产业集群化发展还面临着各

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差异较大，难

以实现协同发展等问题。为此，多地纷纷出

台举措，为数字集群的未来发展铺路。

2022 年，广东发布全国首个数字经济发

展指引性文件《广东省数字经济发展指引

1.0》，全面挖掘、提炼各地优秀案例和可行路

径，以详尽的“施工图”和“案例库”，支持推动

各地探索出适用性强、特色化程度高的发展

模式和路径。根据指引，广东将从省级层面

加大扶持，鼓励各地市因地制宜打造错位协

同的特色产业基地和园区，培育数字产业集

群，同时将建设运营一批产业孵化加速平台，

提升重点园区的产业孵化能力。尤其在集成

电路、核心软件等数字经济“基石”领域将加

强统筹规划、科学布局。如在集成电路领域，

支持广州、深圳、珠海协同打造涵盖设计、制

造、封测等环节的全产业链，推动佛山、惠州、

东莞、中山、江门等在封装测试、半导体材料

等领域集聚发展。

作为数字经济大省，广东近年来陆续出

台《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加快数字化发展意

见》等法规政策，加快培育新一代电子信息、

软件与信息服务、超高清视频显示、半导体与

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等数字经济领域战略

性产业集群，发挥省领导定向联系负责的“链

长制”作用，建立“一张龙头骨干和隐形冠军

企业清单、一份重点项目清单、一套创新体

系、一个政策工具包、一家战略咨询支撑机

构”的“五个一”工作体系，聚力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政策赋能下，广东

数字经济规模在 2021 年达到 5.9 万亿元，连

续 5 年居全国首位；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连

续 31 年居全国第一，软件业务收入多年保持

全国前两位，智能终端、4K 电视产量等均居

全国前列。

去年 5 月，广州黄埔区、广州开发区正式

启动粤港澳大湾区（黄埔）国际算法算例大

赛，同时发布全国首个国家级开发区数字经

济产业专项扶持政策“算力算法 10 条”，以政

策“组合拳”推动核心算法成果推广和数字产

业集群建设。不到一年时间，赛事吸引了全

球 439 所顶尖高校，以及华为、腾讯、阿里巴

巴、百度、广汽集团等 454 家人工智能企业参

加。“我们将以大赛吸引各界共建大湾区数字

经济创意高地和产业生态圈，推动黄埔区

数 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黄埔区副区长徐丹

表示。

数字产业集群的发展，离不开坚实的人

才支撑。目前，福建省数字人才总体规模仍

然较小，高层次领军人才、跨行业复合型人才

和高技能人才短缺是制约福建数字产业集群

更快发展的一大难题。据了解，下一步福建

将高质量建设省级创新实验室，加快建设福

州科学城、厦门未来科技城、泉州时空科创基

地，吸引高层次数字领域专才机构、创新要素

集聚福建。

浙 江 也 正 不 断 完 善 数 字 基 础 设 施 ，培

育壮大龙头企业，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构建

更加成熟的数字产业集群发展生态。2022

年，浙江全省数字经济规模约 4 万亿元，增

长 12% 。 今 年 ，浙 江 提 出 以 更 大 力 度 实 施

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培育

壮大人工智能、光芯片、网络安全等数字产

业集群，抢占关键技术制高点，进一步重塑

平台优势、激活数据要素。刘兵建议，有关

部门应突破行政边界，以产业为导向，搭建

更多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数字平台，引导

中小企业加速融入数字化转型；平台型服

务企业，要相互借力，将“龙舟”组建成“舰

队”，从各自为战走向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深度参与产业分工合作，提升整个产业链

条的数字化水平。

数 字 产 业 集 群 加 速 发 展

□ 本报记者 郑 杨 柳 文 刘春沐阳

中 国 罐 头“ 真 香 ”
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潇潇 施晓娟

近日，一则关于“中国罐头热销海外”的消息

冲上热搜。来自中国罐头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

2022 年，中国罐头食品出口量达 312.5 万吨，出口

额 68.9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473 亿元），同比增长

分别为 12%和 22%，均创下近年来新高。

国际罐头消费市场非常成熟。数据显示，作

为日常饮食的刚需消费品，欧美国家人均罐头年

消费量可达 21 公斤至 33 公斤，每年全球罐头食品

总供应量近 5000 万吨，品种达到 2500 多种，消费

潜力巨大。2022 年罐头食品全球出口额约 260 亿

美元，2023 年全球罐头食品预计产值将达到 1180

亿美元。中国罐头是如何在波涛汹涌的国际市场

上站稳脚跟的？

“罐头是我国食品品类中最先打入国际市场，

并且产品质量较早与国际接轨的食品，多年来在满

足市场需求、拓展对外贸易、服务“三农”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中国罐头工业协会理事长刘有千说，

从品类来看，中国出口海外市场的罐头主要以果蔬

罐头为主，其中柑橘罐头、桃罐头、蘑菇罐头、芦笋罐

头等在全球占据较大市场份额。另外，番茄酱罐头以

及竹笋罐头也是中国果蔬罐头出口的主要产品。

据介绍，上世纪 50 年代，中国罐头首次走出

国门，从少量的水果罐头开始，品种和数量逐年增

加。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罐头生产国和

出口国。据统计，从 1950 年至 2019 年，中国罐头

食品产业累计产量约 1.9 亿吨，其中 34%用于出

口，出口额超过 800 亿美元。

近期，部分海外国家和地区通胀走高，导致当

地食品价格大涨，消费者囤货需求上升，推动我国

罐头食品在海外多国热销，出口量保持增长态势。

中国罐头在海外热销，还与行业不断提升发

展质量有关。近年来，我国罐头行业瞄准高质量

发展这一目标，正在经历产业链的变革与重组。

在生产端，罐头产业链得到了延伸与整合，罐头速

冻保鲜业态全序列发展，行业集中度提高，对企业

的供应链整合与管理能力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

有业内专家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的生产企业融入

国内外供应链，消除中间环节、直接与零售终端对

接将成为一种趋势。

在消费端，罐头行业呈现出总体需求不断增

加的特点。在品类方面，软包装等罐头产品正在

成为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有巨大增长空

间。在创新方面，产品更侧重素食、无麸质、低糖、

非转基因等健康指标以及营养值评级。在个性化

需求方面，针对“一人食”推出的小份量罐头以及

针对年轻女性和特殊人群推出的无糖罐头、低糖

罐头等备受欢迎。

业内专家认为，中国罐头食品产业要在新一

轮国际贸易竞争中保持并扩大产业的贸易比较优

势，必须多管齐下，把中国罐头食品产业打造成劳

动密集、技术密集、资源密集兼具的复合优势产

业。企业需要不断加大优质产品的输出，在产品、

工艺、管理上不断创新，推动产业进入转型升级、

提档增效、高质量发展的良性轨道。

□ 近期，部分海外国家和地区通胀走高，导致当地食品价格大涨，消费者囤货需

求上升，推动我国罐头食品在海外多国热销，出口量保持增长态势。

□ 要在新一轮国际贸易竞争中保持并扩大比较优势，应多管齐下，把中国罐头

食品产业打造成劳动密集、技术密集、资源密集兼具的复合优势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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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2 日，航拍贵州省黔西市素朴镇境内的乌江索风营水电站。该水电站是贵州“西电东

送”首批项目之一，已实现连续安全运行近 18 年。 周训超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