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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数字经济建设，数据为不可或缺要素。用来开发数

据价值、完善算力，是促进数字经济的重要动力。按照

IDC 推测，今后五年全球数据爆炸式增长，算力需求将

迅猛增长。但限于技术原理，半导体芯片已趋于性能极

限。怎样加快先进计算开发与运用发展，已是获取竞争

优势的制高点。很多国家都在算力方面布局，这也带动

了算力产业。其是计算技术和产业统称，可以分成多个

层面，比如基础软件、行业运用处理方案。算力产业的

全方位发轫，有利于数据资源价值转换，支持数字化转

型发展，持续增加数字经济涵盖面，延伸数字经济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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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宽度。

一、AI大模型

目前，AI 大模型已是 AI 界的当红明星，谷歌、英伟

达和阿里等，均在布局该模型。它的诞生，使大多数产

业人士认为此技术将转变产业格局，也就是将步入 AI 大

模型时代。今后，人工智能流向终端，流向公司，先做

到这点，便会在布局中获取优势。AI 大模型涉及了两层

含义，一是预训练，二是大模型，两者融合形成了人工

智能模式，也就是在实现预训练之后用不着微调，或者

只需微调少许的数据，便可以支撑运用。比如浪潮信息

推出的“源 1.0”，一个模型便可以提供写作、对话等运

用 [1]。从运用层面来分析，大模型和预训练等组成了 AI

架构，也就是算法基础设施，基于此，能够支撑算法更

好融入所用工具软件，实现算法运用价值商业变现。如

今人工智能落地面对多项挑战，比如场景运用碎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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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产业化运用痛点的处理，大模型是良方。一个模

型能够支持各类运用，切实缓解反复建模困境。

二、算力产业面临的困境

根据外部环境来看，存在技术卡脖子的困境，难以

构建计算体系。现阶段，计算生态还采取美国技术路线，

特别是芯片及通信协议，该国制定了标准布局，能将产

业链和用户进行绑定。中国在超算及云计算方面，早已

占据领先地位，但针对芯片和基础软件比较依赖欧美技

术，再加上技术阻断，导致中国算力产业链逐渐分割为

若干“孤岛”，不但对产业发展格局造成了影响，还增加

了我国的算力成本。

根据内部环境来看，不具备协同创新能力，不能达

到产业链生态共享。我国提高了自主研发力度，现阶段主

要是对中短期项目提供资助，注重单点应用以及技术创

新，但是还没有顶层设计，并且产业化发展不具备持续造

血能力，这造成项目完成后产业化不能大力推广，对成果

协同效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无法实现核心技术突破建立

产业生态。在这一过程中，很多龙头企业的自主研发基本

都构建了“以我为主”的目标，其技术路线及标准没有统

一，缺乏一定的兼容性，不能建立产业链生态共享。

根据数据中心建设来看，存在各自为政的问题，且

供需错配现象比较明显。不管是区域间算力建设，还是

组织间算力建设，都没有构建协同机制，在规划过程中，

通常将单独实现系统内所有需求当作目标，这造成建设

过程中生态比较单一，存在重复投资等诸多问题 [2]。另

外，各种各样的应用场景对算力能耗、交互性、数据安

全策略等的需求存在差异，比如，矩阵式高发应用需求

以及逻辑运算复杂需求等有着较大的差异。然而很多数

据中心的算力基本是通用型，还没有构建多元化算力供

给梯度，这极易导致算力过剩等问题。

没有建立公共交易平台，导致算力资源分配效率不

高。因为算力之间没有高效链接和数据安全等因素，导

致无法构建科学的算力公共平台。对于超算及云算中心

等的算力供给，无法达到全面整合，这对相关工作的开

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另外，从算力产业有关要素来看，

市场上没有建立完善的交易平台，导致被交易成本比较

高，并且资源效率还不高。比如工业领域，还有着很多

智能化需求和沉淀数据，然而因为算法模块化等的影响，

没有形成信息透明的市场，不能找到合适的算法。

三、AI大模型带动算力产业规模猛增

1.AI 大模型带动算力需求增长

算力产业规模正快速增长，根据不完全统计，从

2016 年至 2021 年，我国算力规模年均增长 46%，如今，

产业规模已超过 2.6 万亿，带动经济产出 2.2 万亿，从全

球来看，计算设备算力规模 ewing615EFlops，增速 44%，

推测到 2030 年算力规模能实现 56EFlops，年均增速实现

65%。虽然如此，算力领域还有着较大缺口，针对算力

需求无法估计，由于目前很多新型赛道，比如智能驾驶

均需算力支撑，根据数据类型分析，算力供给比较单一，

不能支持非结构化数据，若以 CPU 年性能提高 15% 计

算，技术更新还不能追上商用步伐。更为关键的是，技

术路线还没有尘埃落定，通用计算全方位迸发的同时，

智算平台也在迈进，多样性是领域的主要特点。之所以

表现多样性，产品和商业诉求差异，是主要因素。对于

服务器以及芯片市场，厂商均在推广产品、抢占份额。

从数据层面来分析，如今 HPE 公司处在榜首，市场份额

占比 15.6%，戴尔份额占比 15.4%、华为份额占比 1.9%，

在芯片方面，因为长时间被 X86 主导，英特尔份额常年

占比约为 80%，但伴随运用与需求多样化，华为等厂商

也表现后来居上态势。

①大模型落地推动海量算力需求。AI 大模型推出，

且在多场景深入运用，大模型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然方

向，如今已进入 AI 大模型时代。算力是建设大模型生态

的重要基础，基于储存参数来扩展模型宽度，进而增强

表现能力，所以模型参数表现指数规模。意味着需要更

充足的计算资源，训练及推理期间需消耗大量算力，推

动了需求猛增。

②规模显著增长，中国智能算力规模扩大较快。

在 2021 年， 算 力 规 模 实 现 615EFlops， 同 比 提 高 约 为

44%。根据有关评估报告表明，中国算力规模已超过

155.2EFlops，推测到 2026 年将实现 1271.4EFlops。从通

用算力规模来看，2021 年已经达到 47.7EFlops，推测到

2026 年 将 实 现 111.3EFlops。 从 2021 年 至 2026 年， 推 测

复合增长率能实现 52.3%，高于同期增长率 18.5%。

③算力在AI大模型训练、信息处理上起到关键作用。

其一，模型训练：训练模型需要很多的算力资源。训练期

间，要持续开展矩阵运算等操作，进而调整参数，提升模

型精度。算法可以加快训练，进而推动AI技术革新。其

二，推理速度：AI大模型结束训练之后，需开展推理操作

来处理数据。推理快慢和两方面有关，也就是算力及存储

速率。较快的推理速度能够提升AI运用的准确性。其三，

数据处理：AI需海量的数据开展训练以及推理。算力以及

存储能力和处理量息息相关，若计算机性能不高，系统也

许难以处理数据集，进而影响其精准性及性能。

④算力在应用端方面起到关键作用。为了达到业务

增长、拥有竞争力以及获得较大市场份额，很多公司都

入局 AI 领域，各行业的 AI 运用渗透度均呈现持续加深

态势，运用场景也更加广泛。按照 IDC 预计，AI 应用渗

透度排名的行业分别是互联网行业、金融行业以及政府

行业等，到 2023 年末，我国二分之一的制造业供应链环

节会应用 AI 以提升效率。就入局人工智能领域的公司而

言，算力对自身的发展尤为关键，计算资源能够提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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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性能，支撑公司运营。其一，提升产品研发效率：企

业需持续开发新的人工智能应用及产品，以达到市场需

要及增强自身竞争力。高效计算资源能够带动人工智能

技术的研发，提升研发效率。其二，提升产品性能：人

工智能产品的性能与算力、效率息息相关。算力越高效，

性能越佳，能够提供更快的服务，进而进一步达到使用

者的需求。其三，支持企业运营：人工智能产品的运营

中，数据处理也需海量的算力支撑。

2. 多样性演进和发展

对于市场现状，专家提出，多样性不该是产业发展

阻碍，应是有益尝试，要加以考虑的是，怎样协调技术

路线差异，确定评价标准，由此激发技术潜能。算力产

业峰会上，有专家表示，多样性算力规模部署，核心在

于：硬软件协同，激发算力潜能；制定测评体系，牵引

产品迭代，引导使用者敢用、多用。具体至技术方面，

专家表示开放性是核心点，要聚集部件规范体系，完善

算力供应；探究架构体系，建设 AI 生态 [3]。不管是多样

性演进，还是测评标准构建，均会转化成商用价值，因

此，企业是此过程中的主力。从数据方面分析，智算中

心达到 80% 运用水平，对其的投资，能推动产业增长 3.4

倍，带动有关产业增长大概 42 倍。国内多家机构共同成

立委员会，如今，涵盖芯片 IP、设备商等几十家公司加

入其中。针对下一步发展方向，专家表示，在大模型时

代，要强化智算攻关，注重突破基础设施核心技术，发

展 AI 产业大生态，加强先进计算技术规划，将产学研协

同落实到位，提高产业信心。

四、推进算力产业发展的建议

对于如何更好推进算力产业发展，本文主要从以下

方面进行分析，即制定规划、建立算力网络，构建产业

联盟、打造开放生态圈，强化科研人才布局、积累竞争

力等，希望能为相关人员及研究提供参考。

基于算力国际竞争形势来看，应有效利用我国制度

优势，把算力产业当成新基建发展任务，对重大研发项

目以及区域协同发展等开展统筹规划。

构建算力产业规划以及广域算力网络。基于有效分

析数字经济新业态以及算力结构性需求的同时，全面促

进算力产业协同发展，实现区域、上下游及基础设施全

面协同，有效落实顶层设计工作。提高对算力产业的统

筹力度，科学布局各个区域下细分领域的方向，发布科

学的鼓励政策，防止重复建设。为达到政府、社会及市

场等方面对算力的需要，应事先建设一体化算力基础网

络，为其提供安全的算力服务。可先实施网络建设试点，

对区域内云计算中心等算力评估及合作进行科学统筹规

划，促进高速网络设施的建设，从而促进区域一体化发

展，为其提供可靠的算力保障。

构建算力产业联盟以及开放算力生态圈。促进自主

软件创新，进一步推动工具软件及核心标准体系等的建

设，构建战略均衡态势。可参考美国战略联盟模式，对

我国龙头企业生态联盟进行建设，对于基础软件方面，

可开展供需联合创新，对技术路线进行科学布局，促进

产业化应用推广。对于金融等核心领域，可实施应用示

范工程，促进操作系统及中间件等的自主创新，引领大

型应用软件的发展。伴随社会的持续发展，增强产品成

熟度及应用兼容性等。借助开源基金会，建设版权清晰

及兼容开放的原创开源社区。

强化科研及人才布局，提高竞争力。从算力方面来

看，为处理卡脖子困境，应加快突破紫外光刻机等生产

设备及材料的壁垒，从长期发展来看，还应加强对基础

领域的研究，促进产学研合作，提高人才培育力度。比

如，强化数字及新材料等方面人才的培育，促进持续创

新，为其奠定人才及技术基础，事先布局量子计算等前

沿领域，实现颠覆性创新 [4]。同时还应鼓励高校与龙头

企业合作，建立重点实验室以及研究开发等平台。全面

招引人工智能人才，培育交叉复合型人才，进而促进算

力资源产业化发展。

建立开放算力市场，培育数据交易组织。根据人工

智能算法还有异构数据处理需要，基于算力资源普查之

上，第一时间给予社会算力资源信息，实现算力市场的

优化，从企业云计算垄断变成企业协同供给以及共享。

在这一过程中，还应建立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交易平台，

对典型场景算法进行运用，对细分领域实施算法导流，

促进市场推广运用。构建优质的公共数据集及算法集，

促进数据归集，构建一致的数据格式及存储安全标准等，

对数据会对利益主体产生的影响进行全面分析，参考欧

盟数据治理相关办法，促进数据中介机构的建设，对各

类主体在数据开发过程中的利益进行平衡，促进数据驱

动系统的建设，从而实现高效的数据交易服务。

五、结论

总而言之，面对算力竞争的形势，要有效发挥中国

体制优势，把算力产业当作新基建与数字经济建设的核心

战略任务，对核心开发项目、产业链规划、区域协调发展

以及基建投资开展统筹谋划，以更好推进算力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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