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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评论员 王晓涛

8月29日，2024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

会“数算一体，驱动未来”交流活动将在贵阳国

际生态会议中心举行。

就在十年前的 2014 年 7 月 11 日，在同一

个城市的同一座建筑内，举办了“生态文明贵

阳国际论坛——云上贵州·大数据国际年会”。

十年光阴，在历史长河中如白驹过隙；但

对于一座城市、一个产业的发展来说，即便是

旁观者也多少有些认识和感悟。

彼时，我国4G商用进程开启尚不足一年，

随着云计算产业的迅猛发展，国内各大互联网

公司纷纷围绕“云”产业进行布局。地处大西

南的贵州省贵阳市大数据产业虽然只是刚刚

起步，却在2014年高调召开大数据国际年会，

大张旗鼓地发展大数据产业。在当时，产业基

础薄弱、科技人才匮乏的贵州此举被不少人视

为天方夜谭，结果证明，贵州的大胆抉择是“敢

教日月换新天”。

自2014年贵州省将大数据作为全省发展

战略以来，贵州一路高歌猛进，仅数年，“大数

据已成为贵州的一张新名片”：2016 年，获批

建设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行动”

上升为“国家试验”；2021年，在8个获批建设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地区中，

贵州占有一席之地；据统计，2023 年，贵州省

地区生产总值2万多亿元，其中数字经济占比

42%左右、增速保持全国前列；今年贵州省提

出，要加强算力调度运营，用好“算力券”政策，

大力开拓算力市场，力争今年算力产业规模突

破100亿元。

贵州的成功，既得益于全省上下锐于创

新、勇于突破的精神，也得益于他们审时度势、

因地制宜找对了腾飞的“风口”。

好风凭借力。事实上，只要大致审视一下

过去十年我国互联网产业、数字经济发展的进

程，就不难理解贵州早期通过数据中心建设发

展大数据产业的布局，何以会产生如此持久的

影响。

——2014 年 2 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提出建设网络

强国战略。

——2015 年 7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

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

了“互联网+”协同制造、现代农业等11个重点

行动领域作为发展方向。同年，以网约车为代

表的分享经济开始渗透到出行、饮食、家政、住

宿等领域并快速发展，并在次年形成热潮，成

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业态。

——2018 年，“互联网+”行动深入推进，

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多达 7 次提及“互联

网+”。

——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发布，系统布局新型基础

设施。同年，远程办公、视频会议、无人配送等

非接触式互联网应用提速发展。

2017 年 5 月 25 日下午一点多，当中国工

程院院士倪光南在 2017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

业博览会“人工智能甲秀论剑”论坛上畅谈

《大数据已成为新的生产力》时，人们的手机

收到了一条即时信息推送：围棋国手柯洁

在乌镇与 AlphaGo的第二局比赛中最终中盘

败北。这场围棋人机巅峰之战，将“人工智能

（AI）”一词深深植入了大众的脑海，此后，可

谓无处不AI。

正是在这一年的 7 月 8 日，国务院印发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面向 2030

年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目标、重

点任务等。

AI真正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则是

在 2022 年 11 月 30 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新

成果ChatGPT横空出世引发AI大模型热潮之

后。2023 年，国产大模型呈现爆发式增长态

势。据统计，截至目前，我国完成备案并上线、

能为公众提供服务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大

模型已达190多个，注册用户超过6亿。大模

型参数量可达百亿甚至千亿数量级，海量的计

算需求，带动通用和智能算力规模迅猛增长。

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三大核心引

擎的支撑：算法、算力和算料（即数据），有人将

其喻为AI竞赛的“铁人三项”：算法是做功效

率、数据是燃料、算力则是引擎。

数字经济是新经济的增长点，算力作为数

字经济的新引擎，无疑是需要加快发展的新质

生产力。据《2021-2022全球计算力指数评估

报告》显示，计算力指数平均每提高1个百分

点，数字经济和 GDP 将分别增长 3.5‰和

1.8‰。随着一个国家计算力指数的上升，其

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也会进一步提升。

据统计，在算力基础设施方面，2023年我

国在用的数据中心机架总规模超过810 万标

准机架。算力总规模达到 230EFLOPS（每秒

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次数），居全球第二位，智能

算力规模占比超过30%。

伴随着市场对算力需求的增长和转变，早

期偏重存储的数据中心加速向以计算为主的

算力中心转变。算力中心的建设运营发展有

三条主线：一是通过算力市场供需资源的配置

协同，提高算力中心的负载率，如在区域布局

方面，“东数西算”的深入实施，使得西部枢纽

节点算力发展成效显著；业界关注的全国一体

化算力网等，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提高计算效

率、降低计算成本。二是在绿色算力方面，在

不断努力降低算力中心PUE（电源使用效率）

值，以减少电力能耗降低成本的同时，已开始

探索电算融合协同，以及以 CUE（碳利用效

率）作为评价数据中心的关键指标。三是加速

算力产业生态构建，鼓励多方合作，形成紧密

的产学研用合作链条，加快构建智算资源共

享、平台共建、价值共创的智算生态圈，比如围

绕大模型应用对算力生态开源开放，从而赋能

千行百业。

有机构预测，未来三年，随着数字经济战

略深入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与行业

深度融合，算力的支撑作用越发明显，中国算

力规模将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预计到2026

年，中国算力规模将超过360EFLOPS，其中智

算算力和超算算力占比之和将达到40%。

未来，随着我国算力一体化建设的不断

深入，算力网的建立将推动算力资源按需合理

调度，平衡全国算力资源，降低算力使用成

本。而算力服务也将趋向普惠化，使用算力将

像“买电”“买水”一样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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