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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郭国平：

加快“三算融合”科研立项

布局中国未来算力
本报记者 齐旭

我国应尽快立
项量子计算、超级
计 算 与 智 能 计 算

‘三算融合’发展项
目，对‘三算融合’
应用领域进行中长
期战略规划、政策倾
斜，加大资金投入和
人才培育力度。

“

”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计算机系主任兼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周志华：

人工智能应用

需充分结合具体场景
本报记者 姬晓婷

由 人 工 智 能
赋能推进的生产
力就是新质生产
力的典型代表之
一。人工智能是当
前推进生产力发
展的重要力量。

“

”

超级计算、智能计算与量子计
算的协同工作，被称为“三算融合”。

“如果把普通计算机比喻成一把‘步
枪’，那么带有人工智能的智能算力
就是一门‘火炮’，而量子计算机就
像是一枚‘导弹’。”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副
主任郭国平教授在接受《中国电子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三算融合”将
是未来算力的终极形态，我国要抢
先打造“三算融合”先进计算平台，
为中国后续建设全球最大的量子计
算机生产基地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郭国平看来，率先打造“三算
融合”先进计算平台有利于抢占全
球先进算力高地，为中国后续建设
全球最大的量子计算机生产基地打
下坚实的基础。他认为，我国应尽快
立项量子计算、超级计算与智能计
算“三算融合”发展项目，对“三算融
合”应用领域进行中长期战略规划、
政策倾斜，加大资金投入和人才培
育力度。为此，他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出台相关政策，通过具体
项目引导，让超级计算、智能计算、
量子计算三股中国计算力量尽快

“牵手”。求解高复杂度、大数据量问
题通常会带来巨大的计算资源花
费，对现有的超算计算效率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在“量超融合”基础上，

“三算融合”可以实现量算、智算、经
典计算三种算力互补，可以利用量
子计算加速超算中的某些计算任
务，从而提高超算的整体性能；可以
利用智算来优化量子计算中的算法
和参数，提高量子计算的效率和准
确度。因此，建议设立专项并加大资

金投入“三算融合”技术的研发力度，
开发针对“三算融合”的基础算法库，
完善“三算融合”编程开发工具链，并
制定相关的标准和规范。

二是建议通过国家“量子—超
算—智算”三算融合政策牵引，在我
国重要算力节点上尽快进行试点。

“量超融合”是将量子算力和超级算
力协同提供强大算力支撑。而“三算
融合”是将量子计算、超算和智算创
新结合，将构建一种新型混合计算系
统，可以实现更高效、更智能的计算，
或将是未来算力的终极形态。国家有
关部门应协同研究“三算融合”、量子
计算集群网络等高性能计算系统解
决方案，以国家各个算力中心和各数
据中心为示范试点，链接产业生态中
的算力供给、应用开发、运营服务、
用户等各方能力和资源，构建一体

化量子—超算—智算算力网络和服
务平台，提供“三算”协同和多量子
计算集群的新型计算能力和数据处
理服务，率先打造国家级“三算融
合”创新平台，抢占全球先进算力
高地。

三是建议启动中国“三算融合”
人才培养计划。目前全球量子计算
人才是以“千”为单位计算，国内这
方面的专门人才目前几乎为零。“三
算融合”人才培养有其特殊性——
必须同时拥有超算、智算和量子计
算机三种平台方可进行培养。目前
没有高校同时具备这三种教学能
力，建议国家通过项目立项的方式，
用智算中心+超算中心+科研院所+
拥有可用量子计算机企业的“四合
一”模式，进行中国第一批“三算融
合”专门人才培养，以备后用。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关于人工智能在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过程中该如何发挥作用，全
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计算机系
主任兼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周志华
接 受 了 《中国电子报》 记者采
访。周志华建议，要形成人工智能
算法、数据、算力的合力，并将人
工智能技术与具体工业场景充分
结合。

于 2023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
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
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
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
生产力”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
词，也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
关注的重点。何为“新质生产
力”，具体指代哪些新技术、新动
能？周志华在接受《中国电子报》
记者采访时称：“由人工智能赋能
推进的生产力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典
型代表之一。”周志华认为，人工
智能是当前推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
力量。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竞争愈
演愈烈，从硬件基础设施到产品和
应用，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各个环节
的演进都深受关注。在周志华看
来，当前，我国与科技先进国家在

人工智能领域“咬得很紧”。“虽然
总体上仍有差距，但在科学研究
和技术发展上已经有一些自己的
特色优势。”

周志华介绍道，党和政府的高
度重视，我国巨大的人口体量、市
场体量催生出的大量应用业务和相
应数据，以及我国高校每年培养出
大量的理工科研究生等，都是我国
发展人工智能的优势。但我国人工
智能产业也存在相比欧美国家研究
起步晚，现有顶尖人才和科研团队
偏少，人才培养资源投入需要与高
校人工智能人才培养能力更好地适

配，新技术融资不够通畅、难以募
集大量资源投入到事先难以预期成
果的新技术产品研发等问题。

当前，人工智能正逐渐进入工
业领域，应用于运输、质检等生产
环节中。在周志华看来，要发挥人
工智能技术在工业领域中的作用，
有两点要求：一是要协同发挥人
工 智 能 算 法、数据、算力的合
力；二是要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具体
工业场景充分结合，基于既有工业
生产场景的需求和领域中已有的经
验知识，更好地发挥人工智能技术
的效用。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涛：

加快推进卫星互联网业务

准入制度改革
本报记者 齐旭

民 企 加 入 卫
星互联网产业，能
够帮助激发商业
航天企业的创新
活力，发挥我国制
造业的优势，加快
航天全产业链布
局和关键核心技
术突破。

“

”

卫星互联网通信具有速度快、
全球覆盖、发射成本低等方面的优
势，是信息时代竞争的太空基础设
施，基于频轨资源有限性及其“先
占先得”国际规则，各国纷纷在这
一新太空竞赛中加大投入力度。

“目前，我国卫星互联网产业仍处
于在轨验证阶段，尚未形成成熟的
运营能力，亟须加快推进卫星互联
网业务准入制度改革，发挥民营企
业创新优势，尽早构建起6G时代
空天地融合网络。”全国人大代
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学与工
程学院教授张涛在接受《中国电子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激发民企活力是推动卫星

互联网产业的重要抓手

近十年，以一网、星链、柯伊
柏为代表的星座计划通过部署数百
乃至上万颗卫星，向全球用户提供
无缝覆盖的卫星通信网络，以及导
航定位、遥感观测等多方面服务，
目前均已进入组网和区域应用。其
中，SpaceX 的星链已拓展出面向
全球的多项民用业务项目，相关产
业的经济规模已达万亿美元。

“在传统模式和技术方面，我
们与航天强国的局部差距在缩小
甚至正在实现超越，但在新兴模
式 和 新 技 术 层 面 ， 我 们 与 以
SpaceX 为代表的新兴商业航天企
业的差距呈加速扩大趋势。”张涛
说道。据了解，目前我国卫星互
联网产业还处于在轨验证阶段，
在轨低轨宽带通信卫星不足星链
的百分之一，尚未形成类似“星
链”的运营能力。

张涛指出，企业是科技创新主
体，民企加入卫星互联网产业，能
够帮助激发商业航天企业的创新活
力，发挥我国制造业的优势，加快
航天全产业链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
突破，实现批量化生产降低卫星成
本，为卫星互联网产业从生产制造
到运营服务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
间。然而，当前我国对卫星互联网
业务的开放程度有待提高，国内卫
星通信运营许可制度亟待优化。

“我国目前实行的卫星通信运

营许可制度，是基于传统卫星技术
和运营框架下制定的。但新一代卫
星互联网系统的基础设施和架构，
较传统卫星系统发生了很大改
变。”张涛说道，根据现有政策，
如今整个卫星通信过程均属于基础
电信业务的监管范畴，民营企业在
理论上无法直接参与运营卫星星
座，在国内只能通过发射9颗以内
的试验星座进行技术验证。一方
面，将导致难以在国内建设大规模
星座，企业不能通过广泛的市场反
馈反向推动技术升级；另一方面，
将导致国内民营航天公司在市场上
难以创造有效的价值，难以有效地
激发创新活力。

应从三方面改革

卫星互联网业务准入制度

据了解，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卫
星监管架构，是将空间部分 （卫
星）监管与地面部分（信关站、用
户终端）监管分离的方法。空间部
分只进行无线电监管，卫星地面站
和用户终端同时进行无线电监管和
电信业务监管，其中，电信业务监
管又可以分为地面站建设许可和服
务经营许可，而卫星通信空间容量
不作为电信业务进行监管。

为此，张涛提出三方面建议，
加快推进卫星互联网业务准入制度
改革：

一是卫星信号需要经过关口站
—卫星—用户形成完整的通信过
程。现在整个通信过程均属于基础
电信业务的监管范畴。实际上，在
三个节点中，只需把监管重点放在
地球站（网）建设和卫星服务经营
上，把关口站和用户站作为基础电
信业务监管，卫星（空间电台）只
进行无线电监管，整个监管程序仍
然为完整的闭环。将“A13-1卫星
移动通信业务”和“A13-2卫星固
定通信业务”调整为针对卫星移动
终端和VSAT用户地球站的“网络
许可”以及针对信关站等大型地球
站的“地球站许可”。

二是现有的《电信业务分类目
录》 需要细分卫星通信服务的环
节，将部分环节调整出基础电信业
务。实现民企建设的卫星系统可以
通过国内牌照持有人提供服务（如
四大运营商），或者向专业用户提
供服务。将 A23-1 卫星转发器出
租、出售业务从《电信业务分类目
录》中删除，卫星向国内电信业务
许可持有人提供卫星容量不再需要
电信经营许可。对“空间电台”只
进行无线电监管。

三是在移动通信直连卫星模式
中，民营企业只建设卫星和测控
站，地面关口站和用户终端由地面
运营商负责。实现整个电信业务无
监管体系漏洞，适应卫星互联网产
业发展趋势，推动商业航天产业开
发更丰富的应用场景。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信科集团光通信系统和网络全国重点实验室正高级工程师刘武：

光电子信息产业

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
本报记者 齐旭

建议指导和支
持重点企业加强对
生产所需关键原材
料、零部件的梳理
和备份，保障产业
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

”

“当前，新型工业化所需的5G、
大数据、AI 都基于高速光通信底
座，未来6G、空天地一体化通信、光
计算、量子计算、量子保密通信更是
以光电信息技术作为主角。”全国人
大代表、中国信科集团光通信系统
和网络全国重点实验室正高级工程
师刘武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
访时说，光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将
推动信息技术和新型工业化质的飞
跃，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

在刘武看来，我国光电子信息产
业已进入蓬勃发展和交叉融合创新
期，产业已显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
充满想象力的演进趋势，因此尤其需
要前瞻布局，加大创新投入力度，抢
占制高点。我国的光电子信息产业一
方面需要满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
要，另一方面也要有所突破和贡献，
通过引领创新满足国家战略需求。

目前来看，我国光电子信息产
业总体水平处于世界第一梯队，与
美日欧没有代差，国内市场和产量
巨大，光纤光缆、光器件、光系统等
细分行业中都有世界领先企业，产
业基础良好。但应用水平偏低，研究
偏跟随，先进技术储备不足。

刘武举例说，我国光电子信息
领域中低端产品有较成熟完备的产

业链和供应链，但先进器件和芯片所
需的高端设备、关键材料、先进工艺
相对缺乏。与其他行业不同，这个领
域的供应链涉及的门类繁多，但市场
规模小、供应商数量少。由于光和电
的融合日趋深入，光电子信息产业与
电子产业的发展相互促进，兴衰密切
相关。

为此，刘武提出四点建议：一是
建立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的风险预警
和应对机制，动态研判关键环节和核

心产品的供应链安全性，及时发现
影响产业链的关键点，排除风险隐
患。二是指导和支持重点企业加强
对生产所需关键原材料、零部件的
梳理和备份，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
全稳定。三是聚焦光电子信息产业
对外依存度高的核心装备、材料、工
具，积极开拓供给来源，做好产业链
备份。四是建立人才和企业储备，围
绕产业链建成集群，形成丰富、有活
力的产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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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奇瑞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尹同跃：

中国车企要持续加大研发和品牌建设投入力度

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首场“代表通道”集中采访活动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人大代表，
奇瑞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尹同
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从一个世
界汽车大国变成一个世界汽车强国，
光靠销量和规模是不够的，还要在世
界范围内有让别人认可的世界品牌。

尹同跃介绍，27年前，行业有一
句话，中国人自主生产轿车那是天

方夜谭。20多年来，中国车企包括
合资品牌共同撑起了中国制造的
脊梁，把中国打造成世界第一大
汽车出口国。2023年，我国汽车产
销量均突破3000万辆，汽车出口
约500万辆。

“下一个十年，我们不仅要追
求销量、规模的全球第一，更要在
技术创新能力，在品质口碑，在社
会责任方面争取做到全球领先。”

尹同跃提出。他同时表示，在做好产品和
服务的基础上，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汽车
企业还要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大品牌建
设投入，打造极致的产品力，为中国制造、
中国创造、中国品牌增光添彩，为全球用
户更美好的生活提供中国智慧。（张维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