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 12月 17日，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

2021年第 97次审议会议审议结果显示，龙芯中科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

和信息披露要求。这个消息，让龙芯中科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伟武等了足足近20年。20年

前定生死的那一幕，至今仍让他感慨万千——

“李老师，我是胡伟武。”

“怎么样了？”

“成了！”

2002 年 8 月 10 日清晨 6 点 08 分，一阵欢呼从

蚊子成群的中科院计算所北楼 105房间传出。经

再三确认后，近 7点，34岁的龙芯总设计师胡伟武

心情激动地给时任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院士

打电话报喜。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这一声“成了！”宣告“龙

芯 1号”的诞生，宣告中国人自此结束了只能用国

外CPU（中央处理器）造计算机的历史。

多少事，从来急

卖一台个人电脑，中国人只赚几百元，却帮外

国人赚了几千元。每年仅是个人电脑和服务器中

用到的微处理器芯片，国外大公司就能从中国赚

走100亿美元。

“很多像我这样的博士、博导、研究员、教授都

在廉价为别人打工。”谈到当年外界关于要不要做

自主 CPU，能不能做自主 CPU 的“灵魂拷问”时，

胡伟武说，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更是拿市场换不

来的，“十五”时期，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的现实情况

是核心技术基本受制于人。如果不掌握信息领域

的核心技术，国家信息安全如何保证？国家安全

和社会稳定如何保证？正是因为微处理器的重要

性，科技部在“十五”计划期间将微处理器列为重

点发展方向。

2000年中科院计算所筹备的CPU设计项目，

是李国杰院士直接推动的内部项目。当年 10月，

胡伟武代表中科院计算所回到母校中国科技大学

进行招生宣传。在原来工作过的实验室，他看到

自己 10年前曾和同学一起做过的本科设计，一个

与 8086指令级兼容的处理器还静静地躺在那里，

那些熟悉的芯片、电容、电阻、电烙铁，顿时让他燃

起一种重操旧业的冲动。

“一两年之内不把通用操作系统boot（启动）起

来，提头来见！”胡伟武立刻给自己的师兄、当时正

在负责计算所CPU设计项目准备工作的计算所系

统结构实验室主任唐志敏打电话，立下军令状。

“我们的工作真正全面铺开是在 2001 年‘五

一’放假之后。”胡伟武回忆说，真正开始动手设

计，是在2000年11月。设计之初，所长李国杰院士

就定下了“高性能、通用、一步到位”的目标。项目

刚开始时，由唐志敏带着胡伟武，领着七八名研究

生做系统结构设计，主要做指令系统及流水线结

构。为了进展顺利，他们依据民间习俗，给龙芯起

了一个好“养活”的名字“狗剩”（Godson）。

“2001年6月，我们突然接到所里的通知，10月

计算所举办 45周年庆，要展示我们在CPU设计方

面的成果。”怎么办？时间紧、任务重，6月起，胡伟

武团队便开启了 3 个月的“白+黑”模式。在此期

间，队伍也迅速扩展到三五十人。

2001年 8月 19日，胡伟武团队设计的Godson
CPU 成功地把 LINUX 操作系统在 FPGA 上 boot
起来了。当“login:”的提示符出现在屏幕上时，计

算所北楼 309房间里一片欢呼。到 9月中旬，胡伟

武团队自主设计的CPU的完整计算机系统已经浮

出水面。

“办公室当卧室，在艰苦的条件中研制龙芯，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比周扒皮还狠。”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有些场景回忆起

来让胡伟武至今感动。

“我们课题组的成员确实很玩命。有好几次，

我在早上六七点钟打开实验室的门，发现有些人

手里扶着鼠标就靠在椅子上睡着了。看到这样的

场景我忍不住要落泪，但还是得狠下心来叫醒他

们，询问昨天晚上的进展并让他们接着干。”胡伟

武说。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2002 年 8 月 10 日

清晨6点08分，经过反复测试和验证，“login:”的字

样如约而至出现在用“龙芯1号”作CPU的计算机

屏幕上，“狗剩 1 号”终于出世了。2002 年 9 月 28
日，“龙芯1号”发布会召开，他们，成功了！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在国家 863计划计算机软硬件技术主题重点

课题和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共同支持

下，胡伟武他们又承担起“龙芯2号”的研制任务。

2005年4月18日，“龙芯2号”成果发布及产业

化基地成立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宣告由

中科院计算所自主研发、被国人寄予厚望的国产

首款64位高性能通用CPU“龙芯2号”问世。与22
个月前发布的“龙芯1号”相比，“龙芯2号”在性能

上有了大幅度提高，对我国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计算机产业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中国的

CPU核心技术、国家安全、经济发展都具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

“如果说，‘龙芯 1号’解决了从 0到 1的问题，

‘龙芯2号’则解决了从1到10的问题。”胡伟武说，

“龙芯处理器的研发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高性

能通用处理器的核心技术，我国信息产业有了腾

飞的基础、信息安全有了基本保障。”

让时光回溯到 2003 年 10 月 16 日的那个深

夜。喧嚣了一天的中科院计算所北楼终于沉寂下

来，胡伟武独自一人坐在北楼105房间忐忑不安地

等待着。17日凌晨 0点 30分，楼道里传来有节奏

的脚步声，在空旷而寂静的楼道里显得特别有

力。“脚步声越来越大了，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

咚咚的脚步声像敲在我的心上，因为我知道，我们

的‘狗剩2号’回来了。”胡伟武回忆说。

105房间的门被推开，课题组的张珩风风火火

地闯了进来，手里抱着一个方盒子。他是胡伟武

专门派到上海去封装厂家取“狗剩 2号”芯片回来

测试的。他们小心翼翼地打开，几十片“狗剩2号”

芯片像等待检阅的士兵一样整齐地排列在专用的

包装盒里。胡伟武一个电话拨到芯片小楼，不到

两分钟，105房间就聚齐了六七个人，他们都是下

午刚刚成立的联调组的成员。

凌晨 4点 30分，“狗剩 2号”通过了其他测试。

胡伟武他们用装有“狗剩 2 号”的计算机，在自己

CPU组的内部BBS上灌了“狗剩 2号”出世后的第

一瓢水，并发了几封E-mall。然后，胡伟武给每人

倒了半纸杯珍藏了很久的一位硅谷朋友送的

XO，喝完后大家仍兴致不减，依照“狗剩 1 号”以

来形成的默契，他们兴致勃勃地打车到了天安

门广场观看升国旗。那年正好是毛主席诞辰

110 周年，他们心潮澎湃地将这款芯片取名为

“MZD110”。
“2004年中秋节，是我们龙芯CPU课题组值得

纪念的日子。就在这个月圆之夜，‘龙芯2号’的C
方案联调成功。这是‘龙芯 2号’的第 4次流片，也

是‘龙芯 2号’的定型芯片。当千家万户在中秋的

明月下团圆的时候，我们在自己的芯片小楼里和

龙芯团圆。”胡伟武说。

对于“龙芯2号”的历史意义，用胡伟武当时做

总结的话来说，“龙芯 2号”是一面旗帜，它指引我

们不畏强大的对手，顶住压力，向高性能通用处理

器的顶峰不断攀登；“龙芯 2号”是一个标志，它标

志着我们即将成为国际高性能处理器俱乐部的一

员 ，这 个 俱 乐 部 的 现 有 成 员 只 有 IBM、 Intel、
AMD、SUN、HP等寥寥几位；“龙芯2号”是一个

梦想，它向我们描述了我们在掌握信息产业的核

心技术，提高信息产业的利润空间，成为产业化技

术源头的美好前景。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龙芯处理器的研制成功，在国际上引起了很

大反响。“中国已经有设计世界一流处理器的能

力”“中国人正准备生产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厂

家的处理器”“‘龙芯 2号’的突飞猛进让人感到惊

异，其研发团队的设计和开发能力的提高相当迅

速”……

“我们深知，光在研发方面得到国际承认是远

远不够的，龙芯的真正价值只有在市场上才能得

以体现。”胡伟武说，龙芯是在关心者和反对者的

疑虑和质疑中前进的。每前进一步，老的问题就

会消失，同时新的更难的问题就会冒出来。总结

起来，龙芯的成长过程中，必须先后回答3个问题，

或者是打三大战役。第一个问题是“中国要不要研

制通用CPU”；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有没有能力研制

通用CPU”；第三个问题是“龙芯能不能卖出去”。

“2001-2006年，我们用6年时间成功回答了前

两个问题,取得了前两场战役的胜利。2006年开始

面临的是第三个问题，或者说是第三场战役，也是

龙芯前进道路上最关键的一场战役——产业化。”

胡伟武说，2005年以前，关于龙芯的研发和产业化

工作，两者基本上处于被隔开的状态。

这场产业化大战如何打？破局是关键。

“在‘龙芯 2号’发布会后，有很多电话打到我

的办公室，问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龙芯 2 号’芯

片，我竟无言以对。”胡伟武说，由此，从 2005年开

始，龙芯课题组派出骨干参与到龙芯的产业化工

作中，并明确提出了“让下游客户找得到龙芯的口

号”。

经过随后两年多时间的努力，在龙芯“能不能

卖出去”的问题上，用胡伟武的话说，“取得了部分

小战役的胜利”。比如说，建设了江苏常熟龙芯产

业化基地，团结了众多龙芯开发者，在教育领域实

现10万套规模的应用等。

事实上，在产业化探索过程中，从样品到产

品，从产品到商品，在不断蝶变的过程中，胡伟武

和团队经历过失败和嘲讽，也收获了褒扬与鼓励。

2010 年是龙芯发展的关键之年。那时候，胡

伟武意识到，龙芯在中科院的体制内再做下去就

进入了死胡同。独立出来行不行？当时有人对胡

伟武说，出来办CPU企业是没人理你的。他觉得

自己是堂吉诃德，“长矛就是龙芯，风车是两个主

流CPU，一个是 Intel，一个ARM。我想斗风车，但

没人敢投资。”胡伟武曾想把企业设在天津，为了

让龙芯留在北京、留在中关村，后来北京市政府牵

头投资 1亿元，带动民营企业跟投 1亿元，为此，中

关村管委会专门开了26次协调会。

“当时多数龙芯骨干都从中科院计算所辞职，

一些在读博士退学，大家下了很大的决心。”胡伟

武回忆说，时任中科院院长的路甬祥院士还专门

批示，要求中科院有关部门落实龙芯团队的股权

激励问题。

“中国不缺院士，缺一个像英特尔这样的企

业。国家需要这样的企业，我们就干这个。”当时

中科院计算所两次推选胡伟武评选院士，胡伟武

放弃了，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构建一个独立于Win⁃
tel（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和英特尔的CPU）与

AA（谷歌的Android 操作系统和ARM 的CPU）体

系之外的自主信息技术体系和产业生态。

胡伟武说，当时，龙芯开始开拓小而散的工控

市场，应用于特定设备中的芯片批量不大，一年可

能也就几千片，这些小系统服务起来很辛苦，就像

在盐碱地上耕种一样，但认真耕种至少可以解决

温饱问题。这样坚持着，2015 年，龙芯收入过亿

元，实现盈亏平衡。如今，龙芯系列产品已广泛应

用于党政机关和能源、电力、石油、交通等行业。

“‘十三五’期间，我们厚积薄发、发展壮大，实

现了CPU性能和销售收入‘双十倍’增长的飞跃。”

胡伟武说，在此期间，相继推出龙芯 3A2000、
3A3000、3A4000 等产品及龙芯 3A5000 样片，2020
年 10 月研制成功的龙芯 3A5000 的通用处理性能

是“十二五”末龙芯主要产品3A1000的10倍以上，

超过引进ARM技术的其他国产CPU，逼近市场主

流产品水平，完成了历史性的性能补课。结合自

主体系建设要求，推出龙芯自主指令系统 Loon⁃
gArch 并开展相关软件生态的迁移和建设。市场

工作沿工控和信息化两条战线持续推进，2020年

龙芯公司销售收入突破 10 亿元，是 2015 年的 10
倍，CPU芯片销售超过百万片。在这一时期，“构

建独立于 Wintel 体系和 AA 体系的安全可控的信

息技术体系和产业生态”成为国家战略。

“我们将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2021年 8月

19日，在龙芯20周年庆祝大会上，胡伟武踌躇满志

地表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十四五”开

局之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20岁正青春

的龙芯站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正在开启

从CPU和操作系统技术补课走向全面开展产业生

态建设的新征程，从政策性市场走向开放市场的

新征程，从跟随性发展的“必然王国”走向自主发

展的“自由王国”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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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初，中科院计算所以100万元启动经费发轫，开启自主CPU
研发的漫漫征程。2002年8月10日我国第一款通用CPU“龙芯1号”研

制成功，实现了零的突破。20年栉风沐雨，上下求索，一心谋求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胡伟武带领龙芯团队，不仅回答了我国要不要、能

不能研制自主CPU的重大问题，更是回答了如何在Wintel体系和AA体

系中实现绝地反击和突围，如何构建自主、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

和产业生态的国家信息战略安全问题。

风展红旗如画 龙芯20年只争朝夕

从少年到华发，一辈子坚持做一件事，一辈子坚持带

领一支队伍做一件事，对于胡伟武和他的团队来说，

事非经过不知难，事非经过方知易。

是什么给了胡伟武和他的团队这么强大的信念

和力量？用不久前最流行的一句话来概括，是“如果

信念有颜色，那一定会是中国红”。

胡伟武说，为人民做龙芯，做中国人自己的龙

芯，是他们坚持前进的动力源泉。

来到相对冷清的北京海淀西北角，在一片还在

建设中的中关村环保科技示范园龙芯产业园，你就可

以找到安静置身其中的龙芯中科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走近，一个大大的心形设计，上面嵌着“一腔热血

一颗心，精忠报国龙芯人”两行红色大字，心的正中高

高竖起的五星红旗在迎风飘扬，这，就是龙芯人的精

神图腾。

这里，有一群简单的人。他们从当年中科院计

算所北楼105房间，十来平方米的地方走来。他们

一直坚持“人生能有几回搏”的理念，坚持“求实、求

实、求实、创新”，他们中，有人经常睡在办公区简单

铺就的上下铺上，有人曾为项目冲刺连续6天6夜加

班奋斗，有人曾以工作为先将稚子送至老家而深夜

哭泣……他们哭过笑过，就是没有后悔过。

他们，在电话那头听到母亲跟父亲说“叫他能回

来还是争取回来，在一起过不了几个年了”时，心酸

愧疚过；他们，在女儿想要的奖励就是“我希望爸爸

在家陪我”时，心疼负疚过；他们，在收到退休工人从

微薄的退休金中寄来的1000元支持龙芯发展时，无

言感动过……但是，从来没有后悔过。

为什么这样选择？为什么不后悔？很多人知

道，自己炙手可热，离开团队，拿到的工资会是在这

里的几倍几十倍，却不为所动。“为人民做龙芯”，是

胡伟武和他带领的团队的座右铭。

1986年6月，在高考前夕，胡伟武就光荣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刚入党时胡伟武的想法很简单，入

党光荣，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在他的入党志愿书里，

他写过这样一句话：“树立填补祖国空白、为祖国争

光的雄心壮志，我将永远接受党对我的考验。”

从2002年到2018年，龙芯1号、龙芯2号等横空

出世。在 2021年 7月 23日，龙芯发布了核心技术

100%自主研发的芯片龙芯3A5000，并取了一个具有纪

念意义的名字——KMYC70，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

为纪念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研制者、恩师夏

培肃院士从教50周年，他们将第一款龙芯1号处理

器命名为XIA50；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他们

将龙芯2B芯片命名为MZD110；为纪念红军长征胜

利 80 周年，他们将龙芯 3A3000 处理器命名为

CZ80；在龙芯10周年时，他们按照3A版图定制生

日蛋糕……这些，是胡伟武对入党时那份初心的守

护，更是他和团队在精神上和情感上的一种执著和

坚守。

今年，龙芯团队已经整整走过20年。从20年前

的七八个人到现在近600人的龙芯团队，党员人数

占据了1/3。在每一次新党员入党宣誓时，胡伟武都

会跟随新党员，重温一遍入党誓词，重背一遍龙芯誓

词。“一腔热血一颗心，精忠报国龙芯人，誓把强国当

己任，敢用青春铸忠魂”。

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如果龙芯会说话，那一

定会说：“我跳动的是‘中国心’。”

▶ 张伟

记者手记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中国广电5G核心网集采

华为、中兴入选

本报讯 近日，中国广播电视网

络集团有限公司公示了“中国广电5G
核心网工程核心网及网络云资源池

设备采购项目中标候选人”结果。获

得中标候选人前两名的分别为华为

两家联合体公司和中兴，其中华为投

标报价为 11.5亿元，中兴投标报价为

10.8亿元。

据悉，该项目于 11 月 25 日正式

启动，共有 4名投标人参与投标。此

次采购内容为南北两大区、31个接入

省核心网设备及网络云资源池设

备。最高投标限价为不含税 11.58亿

元。此次中国广电 5G核心网集采公

示，是继 9月 10日中国广电与中国移

动《5G网络共建共享补充协议》发布

之后，5G建网步伐加快。

“在国家主管部门给予的‘共建

共享、异网漫游、互联互通’等重大利

好政策下，广电 5G 建设已按照两年

部署48万站的计划有序推进，并同步

推进广电 5G核心网大区、互联互通、

运营支撑系统、客服中心建设等，力

争尽快实现广电 192 正式放号与运

营。”中国广电股份公司副总经理孙

德栋表示。 刘洁

新疆开通首个高原5G基站

本报讯 喀喇昆仑山脚下，新疆

首个高原5G基站近日正式开通。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信管理

局介绍，这座高原 5G 基站位于海拔

3700米的和田地区皮山县赛图拉镇，

基站采用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

联通、中国铁塔 4家企业共建共享共

维模式运行，基站开通后信号覆盖半

径约5公里。

赛图拉镇是一座高原边境镇，地

处喀喇昆仑山中部，镇政府驻地距离

皮山县城超过400公里。全镇平均海

拔约 4600 米，境内高寒缺氧、山路崎

岖，但小镇却是新疆通往西藏的交通

要道。每年夏秋季，当地接待大量往

来于新疆、西藏之间的游客，镇区日

接待游客量达2000人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信管理局

党组书记、局长马竹青说：“在高海拔

地区建设 5G 基站，对新疆信息通信

行业建设者来说是一次重大考验。

这座高原 5G 基站的开通，将进一步

解决电信服务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促进边境地区巩固脱贫成

果、实现乡村振兴。”

据介绍，今年以来，新疆已建成

5G 基站 12835 个，全区累计建成 5G
基站 19343 个，总投资达 19.8 亿元。

谷瑞

2021年上海电竞产业规模

预计超200亿元

本报讯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近

日发布的《全球电竞之都评价报告》，

中国上海综合排名位列全球第二，仅

次于美国洛杉矶，在亚洲电竞之都综

合排名中名列首位。值得一提的是，

在基础设施和赛事这两项指标上，上

海更是以高分位列全球第一。

截至 2021年，上海电竞公司、俱

乐部、明星团队数量约占全国 80%，

全国每年 500 多项具有一定影响力

的电竞赛事中，超过 40%在上海举

办；2021年，上海电竞产业规模预计

将超200亿元。

据该课题组介绍，电竞产业的基

础设施主要包括体育场馆数量、电竞

场馆数量、每万人移动互联网用户数

以及城市网络上传和下载均速等。

在基础设施指标中，上海各项二级指

标都排在了前列。课题组建议，下一

步，上海应面向未来的体育新潮流，

抓住“网络+体育”的运动发展新机

遇，构筑上海电竞形象全球识别系

统，将其和城市的不同要素间形成系

统性、网络性的强链接，塑造上海电

竞的品牌识别力和产业竞争力。

赵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