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汇集着全国近1/3的研发
经费支出、1/3的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1/5的国家
重点实验室和国家高新
区的长三角区域，正充分
发挥创新资源集聚优势，
合力打造长三角科技创
新共同体。截至目前，长
三角城市群共有41个城
市，其中30个城市推出了
科技创新券，上海实现了
与两省八地创新券跨区
域互认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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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物联网星座
已八星在轨

本报讯 10月26日晚，天启6号物联

网卫星在我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

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随后卫星转入

在轨平台及载荷测试阶段，预计两周后即

可面向全球提供数据通信服务。

天启6号卫星是天启星座的重要组成

部分，该星座是我国首个投入运营的低轨

卫星物联网星座，是我国物联网的重要新

基础设施。天启6号组网后，天启星座在

轨业务卫星将达到八颗，共同服务于全球

物联网数据业务。

天启星座由38颗卫星组成，计划于

2021年底完成部署，全面解决70%以上陆

地、全部的海洋及天空中的物联网数据通

信覆盖盲区问题，为实现全球万物互联提

供必需的网络通信保障，实现“空天地海一

体”的卫星物联网生态系统。

天启6号卫星组网运行后，进一步提

高了天启星座的全球实时通信服务能力。

预计到2020年底，天启星座将实现全球半

小时以内时间重访，终端接入服务能力突

破千万级，能够满足电力物联网、矿山水文

监测、海洋牧场、智能集装箱、生态环境监

测、森林防火、绿色矿山和智慧农业等应用

场景窄带数据通信需求，大大提升我国全球

数据获取能力。

天启星座由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

司研制及运营。据了解，天启6号卫星的

成功发射，是落实青岛西海岸新区与国电

高科关于天启卫星物联网产业基地的重

要举措。后续包括天启6号卫星在内，天

启星座将广泛服务于青岛的智慧海洋、海

洋交通物流，海洋安全生产监测、智慧港

口、智能集装箱、海洋浮标通信，生态环境

监测、森林火灾监测、交通基础设施监测等

领域。 （赵竹青）

去年中国人工智能专利
申请量超3万件

本报讯 近日，在2020浦江创新论坛

成果发布会上发布的《中国新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中国共发

表人工智能论文 2.87 万篇，比上年增长

12.4%，在人工智能领域各顶级国际会议上

的活跃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同期，中国

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超过3万件，比上年

增长52.4%。

该报告由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

院、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

联合国内外十余家机构编写。

报告指出，从全球看，近五年前100篇

人工智能论文高被引论文中，中国产出占

21篇，居第二位。在自动机器学习、神经

网络可解释性方法、异构融合类脑计算等

领域，中国都涌现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创新性成果。

从全国看，北京、江苏、广东、湖北等地

2019年人工智能论文发表最为活跃，成为

国内人工智能学术创新的重要策源地。广

东、北京、江苏、上海在专利申请数量方面

领先全国，而广东、江苏、北京、浙江是人工

智能专利转移最为活跃的地区。

另外，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

已成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区域性引

擎，人工智能企业总数占全国的83%，成渝

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也展现出人工智

能发展的区域活力，产业集聚区初显区域

引领和协同作用。

此外，中国人工智能学科和专业建设

在2019年持续推进，180所高校在2019年

获批新增人工智能本科专业，北京大学等

11所高校新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或研究院。

（张 泉 龚 雯）

□ 江 耘 王 春 吴长锋

脑智基地非人灵长类克隆技

术、阿里云的城市大脑、科大讯飞的

语音识别机器人……在全长40公

里、辐射面积近8万平方公里的长

三角G60科创走廊上，上海、杭州、

合肥等九座城市以实际的成果产

出，映衬着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发展现状。

从“蓝图规划”到进入“密集施

工期”，从“共识”全面转向“共建”，

“十三五”期间，长三角区域三省一

市之间的合作不断升温。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

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

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

取得成效。”今年8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再次为这片奋进热土指明发展

方向，注入澎湃发展动力。

瞄准重点领域攻关

今年7月初，位于上海松江区

佘山镇的G60脑智科创基地启动二

期建设，预计将于 2022 年年底前

落成。

“建成后的G60脑智科创基地

将成为国际一流灵长类脑科学与

疾病模型研发中心、高水平类脑人

工智能技术转化中心，进而成为长

三角创新药物、医疗器械及智能技

术产业的辐射源点。”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

越创新中心学术主任蒲慕明表示。

去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

展规划纲要》明确，长三角区域要加

强科技创新前瞻布局和资源共享，

联手营造有利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的创新生态，打造全国原始创新策

源地。

汇集着全国近1/3的研发经费

支出、1/3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1/5

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高新区的

长三角区域，正充分发挥创新资源

集聚优势，合力打造长三角科技创

新共同体。

以量子通信领域为例，长三角

已形成创新链上不同节点的错位协

同：上海市组建量子科学研究中心，

在新型量子材料与关键量子器件等

前沿方面开展研究；南京大学在超

导量子计算和模拟基础研究方面国

内领先；浙江阿里巴巴达摩院完成

第一个可控量子比特的研发工作；

安徽全力支持中科大在量子通信领

域领跑全球。

科创资源加快共享

2018年12月1日，长三角首张

通用通兑科技创新券在江苏昆山发

放，符合条件的昆山企业可与上海

科技服务机构无缝对接。

“今年，昆山—上海科技创新券

新增项目22项，发放科技创新券额

度460万元，计划兑现350万元。”

昆山市科技局副局长马丽介绍道。

截至目前，长三角城市群共有

41个城市，其中30个城市推出了科

技创新券，上海实现了与两省八地

创新券跨区域互认互用。

除了创新券的互通，在科技资

源流动和配置上，长三角正在编制

一张越来越紧密的“网”——长三角

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科技企业

足不出户就能纵览长三角科技资源

信息，轻点鼠标就能预约使用。

目前，这张“网”上已集聚包括

上海光源等在内的重大科学装置

19个，科学仪器31,391台（套），总

价值超过363亿元；各类科技人才

20万；各类科研基地2665家；加工

梳理了2425家服务机构的15,700

余条仪器检验检测的服务项目。

2019年4月至12月，该平台共

为长三角区域的6699家企业提供

了共享服务，样品约107.9万件，服

务费用达2.27亿元。

深化产业链优势互补

“五、四、三、二、一……点火！”

数月前，由湖州南太湖新区一家民

营火箭企业“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

“天鹊”80吨液氧甲烷发动机，完成

第三次摇摆试车点火试验。

“发动机的推力室，是火箭的核

心部件，导管源自浙江，铅焊技术依

托无锡……”蓝箭航天创始人兼首

席执行官张昌武介绍，试验能够在

疫情期间快速推进，得益于企业在

长三角区域的产业链布局。还打算

在今年底把长三角区域的产业链布

局比例再提升10%。

蓝箭航天的新想法不是一时之

兴。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不同环

节，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正加速建

立互补分工的协同关系，加速产业

链深度融合，形成优势产业。

浙江大学副校长黄先海认为，

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各自都有优

势，期待通过一体化发展机遇，使各

项优势强强联合、构建健全的产业

链体系，提高长三角区域产业竞

争力。

□ 温竞华 董瑞丰

工信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已开通5G基站69万个，连接

用户数超过 1.6 亿。5G商用迈出

坚实步伐，加速到来的 5G 时代，

将是怎样的光景？又会面临哪些

挑战？

10月 22日~24日在京举办的

2020中国计算机大会上，国内计算

机领域的专家和企业家们围绕5G

未来发展进行了探讨。

与场景的结合更重要

超市通过智能摄像头，可以了

解顾客在哪个货架前停留最久、对

哪个商品最关注，帮助进货决策；用

户走到一家店门口，通过手机拍摄

进行AI交互，就知道这家店的口

味、评价和平均价位。

随着5G的普及和应用，这样的

场景正在成为现实。

“餐饮、娱乐、酒店、旅游等生

活服务行业的一个特点是数字化

程度非常低。一旦数字化之后，我

们就可以利用5G网络，把很多数

据连接起来。用人工智能的手段

去做数据分析处理，做很多智能决

策。再进一步，我们可以基于智能

决策，利用机器人技术去做更多自

动化的决策。”美团首席科学家

夏华夏说。

中国计算机学会CTO Club主

席、搜狗公司CEO王小川认为，5G

的波长短、穿透力弱，家家户户都能

享用5G并不现实，所以5G与场景

的结合变得尤为重要。“5G高带宽

对互动视频的传递非常有帮助，在

教育、医疗，甚至远程协作方面有巨

大的用处，在娱乐和工业化等场景

也都会有应用。”

“现在5G发展很快，但是很多

人在说，5G不过比4G快一点而已，

不是这么简单。”香港中文大学（深

圳）校长讲座教授黄铠判断，5G之

于4G是一个大的飞跃，将带来非常

多应用融合性的发展。

边缘计算将有更多应用

随着5G、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快速发展，万物互联的时代

加速到来。思科公司发布的云产业

调研报告预测，到2021年全球云数

据中心流量将达到每年 19.5ZB。

飞速增长的数据中心流量给集中式

云计算带来挑战，靠近数据源头的

边缘计算显露头角。

“数据在边缘上大量产生，如果

把这些数据都送到云里，一是不值，

二是耗费很大的费用。”联想集团副

总裁黄莹说。

有机构认为，在2025 年之前，

50%以上的数据处理会在数据中

心和云计算之外。“如果把AI算力

放在边缘，时延基本在10毫秒以下，

能够让AI演进很多算力，更好地

实现用户体验或工业场景应用。”

黄莹说。

黄莹预测，未来将是5G和云边

协同的计算模式，将有大量的边缘

设备，既包括工业设备也包括个人

设备，在哪里发生就在哪里计算。

而真正需要大规模进行大数据和AI

深度学习的数据才会传到云端。

不少与会专家表示，边缘计算

在智能制造、港口、安防、交通、医

疗、教育等领域都将有广泛应用。

云游戏时延受消费者诟病，边缘计

算也将极大提升游戏体验。

高能耗问题亟待破解

“今天很多人都在用5G手机，

但现在的5G高宽带功能只是入门

级，是4G的延伸。”清华大学电子工

程系教授牛志升说，5G最终要面临

的挑战是高可靠低延时，必须要进

入大量的人工智能和边缘计算。“将

来的网络，一定是从核心网到终端

都会布满智能，布满AI。”

牛志升提出，将来大数据处理

需要消耗很多能量，最终“5G+边缘

计算”一定会遇到能耗的问题，“全

球数据中心能耗非常可怕，有人预

测未来10年部署在边缘计算，云服

务器需要格外十万兆瓦电力供应。”

“现阶段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

5G 基站的功耗是 4G 基站的 3 到

4倍。而且5G频率更高、覆盖更小，

要想做全网的覆盖需要更多的基

站。”牛志升说。

能不能“用更少的力量传更多

的信息”？牛志升提出，可以在不用

的时候关掉服务器等设备，或使用

可再生能源，减少能源浪费。同理，

AI使用也应适度。

长三角：加快打造科技创新共同体
上海、杭州、合肥等九座城市以实际的成果产出，映衬着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

5G+边缘计算 带来更多融合性发展
——计算机领域专家前瞻5G时代

首台中国完整自主知识产权首台中国完整自主知识产权DD级级
全动飞全动飞行模拟机行模拟机在上海启用在上海启用

近日，上海均瑶（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上海

华模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国内首台拥有完整

自主知识产权的A320 NEO/CEO全动飞行模拟机

顺利通过了中国民用航空局D级鉴定。图为10月

22日，吉祥航空飞行员正在全动飞行模拟机上

训练。 殷立勤 摄

以评促改
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广州市坚持以一流营商环境
推动高质量发展

优化营商环境的“中国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