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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来 产 业 面 面 观 ②

产品创新迭代加速

随着未来信息产业的不断发展，
中国在相关领域的产品创新也在加速
迭代。

信息通信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
性、基础性、先导性行业，对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目前
中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的
网络基础设施，移动通信网络实现从

“3G 突 破 ”“4G 同 步 ” 到 “5G 引
领”的跨越，数字便民实现普惠共
享，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新业态、新
模式蓬勃兴起。

当前，中国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
大 、 生 机 勃 勃 的 数 字 社 会 ， 截 至
2023 年 6 月，网民规模达 10.79 亿，
互联网普及率达 76.4%。中国现有行
政村全面实现“村村通宽带”，截至
2023 年 6 月，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
60.5%，较 10 年前提升 32.4 个百分
点。中国90%以上的政务服务实现网
上可办，电子政务全球排名上升到第
四十三位，成为全球增幅最高的国家
之一。分享经济、智慧出行、移动支
付等互联网新产品新业态竞相涌现，
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
正在惠及更多人。

现在，下一代移动通信网络的
6G技术也已走上发展快车道。

2023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部
长金壮龙在第31届中国国际信息通信
展览会开幕论坛上表示，要前瞻布局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领域，全面推进
6G技术研发，抢占未来发展新优势。

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在深入
推进新型无线、新型网络等关键技术
研发，推动行业加快补齐高端器件、
基础软件等短板，加快推进 6G 技术
研发与创新。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张云明表
示，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各方系统推
进 6G 愿景需求研究、技术研发、国
际 合 作 等 各 项 工 作 ， 指 导 成 立
IMT-2030 （6G） 推 进 组 ， 明 确 将
6GHz 频段划分给 5G/6G 使用，为
6G创新发展提供政策保障。

张云明表示，6G作为新一代智能
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需要全
球产学研用各方凝聚共识、集思广
益、紧密合作。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坚
持创新引领、体系攻关、应用牵引，
加快5G融合应用发展，夯实6G应用
基础，推动信息通信企业与垂直行业
企业交流合作，携手构建 6G 应用生
态。同时，秉持互利互惠、合作共赢
原则，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
作，推动形成6G全球统一标准。

在卫星互联网的建设上，中国也
在加速行动。

卫星互联网是指可以提供宽带接
入业务的卫星通信系统。整个卫星互
联网产业，包含卫星制造、卫星发
射、卫星运营和卫星应用等。

有了卫星互联网，就意味着天
上成百上千颗卫星，能时刻与地球
上的手机、轮船、飞机、汽车等交
换信息——身处大山里，也不必发
愁没信号，仍然可以尽情地网上“冲
浪”，无论是在陆地、海上或者空
中，都可以准确获取货物的位置、温
度等信息，船舶在哪儿、飞机实时动
态都可“一目了然”；甚至全球农作
物长得怎么样、有没有发生病虫害，
也都能尽在掌握。

2020年4月，国家发改委将卫星
互联网首次纳入“新基建”，是通信
网络基础设施的范畴。2021 年 4 月，
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主
要从事卫星互联网的论证设计、研究
试验、工程设计、工程建设、工程服
务、运行控制、运营管理等业务，目
前已有试验卫星在轨进行技术验证。
在此之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的“鸿雁”星座、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有限公司的“虹云”星座以及中国
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天地一体
化”星座都曾经开展全球低轨通信星
座的设计论证并发射试验卫星，为

“星网”星座打下了一定的技术基础
和频率轨道资源基础。

目前，北京、上海、深圳、安
徽、河南、四川和重庆等多地均出台
政策支持卫星互联网相关产业的发

展。国内在卫星制造、卫星发射、卫
星运营和卫星终端研制及创新应用等
多个方向，向卫星互联网全面推进。

2023 年 2 月 23 日，中星 26 号卫
星成功发射入轨，已先后完成东经
125度轨位的定点、在轨交付、测试
验证等工作，并于2023年6月开始提
供服务，目前运行正常。

该星是中国首颗超百 Gbps 容量
高通量通信卫星，采用中国自主研发
的东方红四号增强型卫星平台，是满
足卫星互联网及通信传输要求的新一
代高通量通信卫星。

随着中星 16 号、中星 19 号和中
星 26 号高通量通信卫星相继成功发
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卫通已初步建成首张完整覆盖中国国
土全境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沿线
重点区域的高轨卫星互联网。

中国量子科技也在加速发展，在
量子计算等领域已进入世界第一方阵。

在全力打造量子信息科创高地的
安徽省，目前已集聚量子科技产业链
企业60余家。

作为量子信息三大研究领域，量
子通信、量子计算和量子精密测量相
继步入产业化“快车道”，提高应用
领域生产力水平。

和传统通信相比，量子通信保密
性更强。走进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五代量子保密通信设备一
字排开，从“大柜子”变成“小盒
子”，体积越来越小，功能越来越强，
还可以无缝融入现有传统通信光纤，
实现共纤传输，极大降低使用成本。

“得益于政务场景的开放，国盾
开展的合肥城域量子网建设正推动量
子保密通信设备技术迭代。”科大国
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周雷
说，今年“天地一体化”量子保密通
信网络规模将继续扩大。

量子计算在原理上具有超快的并
行计算能力。

此时此刻，来自全球多地的用户
正在远程访问中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
子计算机——“本源悟空”。自 2024
年 1月 6日上线运行以来，它已吸引
全球超过477万人次访问，完成超过
16.8万个运算任务。

据了解，该量子计算机搭载72位
自主超导量子芯片“悟空芯”，是目前
先进的可编程、可交付超导量子计算
机。科研人员介绍，超导量子计算机是
基于超导电路量子芯片的量子计算机。

安徽省量子计算工程研究中心副
主任孔伟成博士介绍，“本源悟空”
匹配了本源第三代量子计算测控系统

“本源天机”，真正落地了量子芯片的
批量自动化测试，量子计算机的整机
运行效率大大提升。

“量子算力可用时代”正在来
临，高性能的计算能力未来将在新药
研发、气象分析等领域发挥不可估量
的作用。

基于对微观量子体系的调控，可
实现超高精度测量。

在国仪量子技术 （合肥） 股份有
限公司 （简称“国仪量子公司”） 的
检测实验室内，其自主研发的量子
钻石原子力显微镜下，一种新型材

料表面的磁学特征宛如一幅抽象画
作。通过纳米级的精密测量，能精
准识别出仅相当于地磁场十几分之
一的磁信号。

“显微之中，预见的是量子产业
不可限量的未来。”国仪量子公司副
总裁许克标说，量子测量技术已应用
至石油勘探、生命科学乃至航天航空
等诸多领域，去年公司成交订单额超
过5亿元。

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表示，把
某些比较成熟的量子信息技术先行先
试，形成未来产业的推动力，我们不
能等。

智能产业蓬勃兴起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
术正在对各行各业深度赋能，随之而
来的是蓬勃兴起的智能产业以及层出
不穷的融合应用。

文生视频、智能家居、智慧工厂……
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速度之快、应
用范围之广备受瞩目。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化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开展

“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近年来，技术创新驱动人工智能
产业蓬勃发展，以原创算法、开源系
统等为代表的关键技术助力人工智能
发展迭代。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
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 5784 亿

元，增速 13.9%，相关企业数量达
4482 家，人工智能产业链已覆盖芯
片、算法、数据、平台、应用等上下
游关键环节。

在智能语音和大模型领域，科大
讯飞是国内领军企业之一。

2023年5月，科大讯飞发布了通
用型基座大模型——讯飞星火认知大
模型。紧接着，他们以工业场景为结
合点，以讯飞星火的通用能力为核心
技术底座，推出羚羊工业大模型，具
备工业文本生成、工业知识问答、工
业理解计算、工业代码生成、工业多
模态等5大核心能力，能够持续赋能
制造业全流程。基于羚羊工业大模
型，科大讯飞还重点打造了“数字工
匠”人工智能应用产品。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对本报记
者说：“生成式人工智能是近几十年
最重要的技术创新之一。它可以改变
内容生产方式，改变人机交互方式，
改变传统商业模式，改变产业形态和
竞争格局。”

“大模型发展，应用才是硬道
理。”刘庆峰介绍，讯飞星火大模型
应用加速落地。“在落地应用层面，
讯飞星火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携手保
险、银行、能源、汽车、通信等领域
龙头企业，打造大模型赋能的应用场
景。”刘庆峰说。

无人驾驶、VR体验、智慧家居、
智能制造……随着技术发展与成熟，人
工智能正在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影响
着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业内专家介绍，“人工智能+”指

的是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基础性、驱动
性的技术力量，与制造、医疗、教
育、交通、农业等多个领域进行深度
融合，创造出新的产品、服务和商业
模式，从而推动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
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

依托铁路大模型，高铁巡检机器
人实现了多模态融合诊断技术的精准应
用，极大提升了铁路检修的安全性和效
率；矿山大模型推进了人工智能大规模

“下井”；气象大模型通过AI推理的方
式解决气象的预测难题，使用一张卡就
可以预测出来7天的天气……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技术
将有力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
能。”刘庆峰认为，目前中国在掌握
先进大模型算法、推动算力软硬件深
度融合、加快行业落地应用等方面持
续发力，在语音大模型、医疗大模型
等领域已经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比较优势。

“在以大模型为代表的创新浪潮
带 动 下 ， 预 计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 产
业、应用等各环节将迎来快速迭代
演进和探索突破的关键时期。”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表示，
中长期看，大模型将与制造、生物
医药、能源、交通等诸多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并可能成为科学发现的
新范式，不断提升创新效率、拓展
应用领域、提高生产效率，有望成
为 各 行 业 转 型 升 级 的 基 础 赋 能 工
具，带动更大范围创新。

市场前景更加广阔

“我们订单量很充足，开年就加
紧生产，今年一季度产值达 1.1 亿
元 ， 产 品 60% 以 上 出 口 到 欧 美 国
家。”4月3日，在钟山电子信息产业
园，广西科奈信精密技术有限公司负
责人张云峰说。

科奈信公司来自粤港澳大湾区，
2022年入驻钟山电子信息产业园。走
进该公司的车间可以看到，工人们正
在各自的岗位上赶制一批耳机、智能
音箱等出口产品。“目前，科奈信在
广东和广西有两大生产基地。今年总
公司将广东东莞的产能转移到了钟山
县，由于订单不断增加，一季度产值
相比去年有较大的增幅。”张云峰说。

钟山县处于粤港澳大湾区2小时
经济圈，区位、政策等优势让该县成
为承接大湾区电子信息产业转移的首
选地之一。该县出台了《扶持电子信
息产业发展若干措施》，并将加速东
融承接大湾区电子信息产业转移作为
2023 年调查研究的重点。强化“一
企带一链、一链成一片”的链群思
维，以引进的科奈信等湾区企业为链
主，加强产业链招商，努力将钟山电
子信息产业园打造成为向东承接电子
信息产业链、价值链转移的加工制造
基地。

截至目前，钟山县已引进电子信
息企业30多家。2023年，钟山工业园
区工业总产值达到107.36亿元，突破
百亿元大关，其中，电子信息产业产
值超25亿元，同比增长30.85%。

钟山县红火的产业发展只是中国
信息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当前，未
来信息产业在中国的发展拥有更加广
阔的市场前景。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今年前
两月，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
现良好开局，部分领域和地区增势良
好。软件业务收入超 1.7万亿元，同
比增长 11.9%；软件业利润总额 2064
亿元，同比增长11.5%。

软件产品收入稳中有升。前两
月，软件产品收入 3944 亿元，同比
增长 8.4%，占全行业收入的 23.1%。
其中，工业软件产品收入 407 亿元，
同比增长8.2%。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增速较高，新
业态增势喜人。前两月，信息技术服
务 收 入 超 1.1 万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3.5%， 占 全 行 业 收 入 的 66%。 其
中，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
2102亿元，同比增长 13.8%；集成电
路 设 计 收 入 463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2%；电子商务平台技术服务收入
1378亿元，同比增长3.8%。

信息安全收入平稳增长。前两
月，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收入352亿
元，同比增长13.3%。

从地区来看，京津冀地区增势突
出，长三角地区较快增长。1 至 2 月
份，京津冀地区完成软件业务收入
4317亿元，同比增长20.9%，增速高出
全国水平9个百分点；长三角地区完成
软件业务收入 4829 亿元，同比增长
11.3%。两个地区软件业务收入在全国
总收入中的占比分别为25.3%、28.3%。

主要软件大省收入占比提高。1
至 2月份，软件业务收入居前 5名的
省份中，北京、广东、江苏、山东、
上 海 软 件 收 入 分 别 增 长 21% 、
11.9%、11.1%、8.4%和 18%，五省

（市） 合计软件业务收入 12500 亿
元，占全国比重为 73.3%，占比较去
年同期提高1.8个百分点。

信息产业持续迸发向“新”力
本报记者 杨俊峰

数字技术、AI（人工智能）大模型、5G通信技术、区
块链……目前，信息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
域、全过程，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今年1月印发的《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关于推动
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推进未来信息产业
发展，包括推动下一代移动通信、卫星互联网、量子信息

等技术产业化应用，加快量子、光子等计算技术创新突
破，加速类脑智能、群体智能、大模型等深度赋能，加速
培育智能产业。

面向未来，中国的信息产业持续迸发向“新”力，与
各行业各领域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支撑融合发展
的基础更加夯实，融合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

图①：2023年9月3日，北京，小朋友在2023中
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会场体验讯飞星火认知大模型。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图②：2024年4月1日，在江苏省南京市紫金山实
验室6G综合实验室，科研人员展示自主研发的贝叶斯
学习基带芯片。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摄

图③：图为中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
悟空”。
量子计算芯片安徽省重点实验室供图（新华社发）

图④：2023年12月30日，在甘肃省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中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

汪江波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