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动态

高新产业高新产业
INDUSINDUS

13132022.10.3 星期一
■ 编辑：叶伟（010）68667266转232 E-mail：Geqp@chih.org ■组版：沙欣

▶ 本报记者 叶伟

1-7月工业软件产品收入

同比增长8.7%
新华社电（记者 张辛欣）工业

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 1-7 月，我国工业软件产品收入

1219亿元，同比增长 8.7%，持续保持

增长态势。

工业软件的发展对推动工业数字

化、智能化转型很重要。近年来，我国

强化对工业软件的政策支持，扎实推进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动工业软件

应用，加快培育工业软件领军企业。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

近年来，我国工业软件市场规模稳步壮

大，供给能力有效提升，发展环境持续

优化，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有力

支撑。2019-2021年，全国工业软件产

品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8.5%。天眼

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有54.2万

余家工业软件相关企业。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工业和

信息化部将与有关部门加强配合，在

工业软件应用推广、产品攻关、生态

构建等方面协同发力，聚焦关键产品

持续攻关核心技术，加快补齐短板弱

项，孵化一批工业软件开源项目，推

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东盟人工智能计算

中心和适配中心发布

本报讯 在近日举行的第三届

中国（广西）—东盟人工智能大会

上，中国—东盟信息港人工智能联

合会成立，中国-东盟人工智能计算

中心和适配中心发布。

据介绍，中国—东盟信息港人

工智能联合会聚合了中国和东盟人

工智能领域的优秀企业、高校和科

研院所，将搭建“产—学—研—用”

的合作平台，结合中国—东盟人工

智能计算中心和适配中心，形成“一

联合会、两中心”的发展模式，培育

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中国—东盟人工智能计算中心

是基于昇腾AI基础软硬件平台建设

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将重点打造“一

中心四平台”，即以一个统一的集约化

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为主体，提供公共

算力服务平台、行业应用创新孵化平

台、产业聚合发展平台以及科研创新

和人才培养平台，实现“政产学研用”

五位一体打通，助力企业、高校和科研

院所做好应用创新。

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适配中心

将由华为和数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共同组建，为使用人工智能计算中

心算力资源的用户单位提供技术支

撑、方案适配和人才培养等服务，为

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的平稳运营保驾

护航。 丁涛

随着“双碳”目标工作深入推进，

能源低碳转型成为发展方向。而构建

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推

进能源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

重要举措。如何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在中央企业智库联盟近日举行的

央企智库沙龙暨第三届六铺炕能源论

坛上，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衣

学东表示，需要从发电、输电、配电、用

电各个环节发力，在电能产送用全链

条加大投入力度，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用更智慧的输送和需求管理方式，配

合电源侧低碳转型和用户侧用电需求

引导建设电网，最大程度提高新能源

发电利用效率，以实现电力行业减碳

目标。

加快新能源开发利用

打赢碳达峰碳中和攻坚战，主阵

地在能源，主力支撑是可再生能源。

“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是构建清洁

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的中心。因

此，要加快绿色低碳新能源的开发利

用，逐步提高新能源占比。”衣学东说。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首席

技术专家彭程说，电力系统和电力市

场正在从被动消纳新能源向主动迎接

新能源发生重大转变，可再生能源需

求有效释放。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

新增装机 5475 万千瓦，占全国新增发

电装机的 80%。其中，风电、光伏发电

分别新增装机 1294 万千瓦、3088 万千

瓦。截至今年 6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

发电装机达 11.18 亿千瓦。其中，风电

装机 3.42亿千瓦、光伏发电装机 3.36亿

千瓦。

彭程说，未来，行业企业要着眼于

企业化开发，以基地化思维入局，从大

基地孵化小基地，实现投资、建设、运

营一体化发展，全面推进新能源替代

行动。同时，加强场景创新，从单一能

源品种的独立开发向水风光火储多能

互补基地和源网荷储协同发展过渡。

国家电网能源院总工程师李健表

示，要坚持能源绿色转型不动摇，推进

新能源发展。预计到 2030 年和 2060
年，电力系统总装机规模达到 40.6 亿

千瓦和 71.9 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

规模占比分别提升 45%和 69%；电力系

统总发电量将达到 11.8 万亿和 15.7 万

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发电量占比将

分别提升至 28%和 60%。

发挥储能重要支撑作用

储能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能

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装备基础和关

键支撑技术。

“新型电力系统以新能源为主体

的特征，决定了储能在其构建过程中

将发挥重要支撑作用。”彭程说，依托

技术经济优势，要推动抽水储能大发

展，发挥水电调节功能，实现水风光互

补运行，不仅能平抑风光随机波动，也

可以减少水电季节性电量差异。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宗亮表示，“十

四五”期间是我国建设抽水蓄能的关

键期，对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促进可再

生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发展、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

定运行具有关键意义。

张宗亮说，风电、光伏发电具有波

动性、随机性，其大规模开发与接入对

电力安全稳定运行造成影响。因此，

要围绕提升建设和投产规模、拓展场

景应用、推动多元化发展格局、完善产

业体系等方面，继续大力推动抽水蓄

能高质量发展。

彭程还表示，要推动新型储能规

模化大容量发展。新型储能尚处于不

断探索创新阶段，在以科技创新推动

降本增效的同时，应关注应用场景，新

型储能的分布式发展主要适用于终端

用户侧，具有形态分散、体量较小、积

少成多、改善需求的特性。此外，储氢

（氨）、储热（冷）等非电储能方式，在突

破技术瓶颈后，有望创造储能行业新

业态。

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发展，数字化、

智能化已成行业共识。衣学东表示：

“随着能源转型升级推进，传统电力系

统开始向数字化、清洁化、智能化方向

转型升级。新型电力系统通过与数字

化、智能化技术深度融合，成为我国新

型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

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意义重大，也

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抓手。”

如何推进能源数字化、智能化？

李健说，加强能源数字化、智能化转

型，要坚持电碳并重、控制系统与信息

系统并举,依托电网的平台化作用，打

造数字化平台，建设能源数字基础设

施，赋能整个能源电力系统向能源互

联网升级。

“加快数字电网建设，能够有力

支撑新型电力系统形态构建。”南方

电网北京分公司总经理陈伟荣表示，

依托数字电网技术，可支撑实现新型

电力系统多能协同互补。数字电网

利用微型传感器和物联网，可以实现

多种能源设备的实时运行数据的采

集，提升能源系统综合利用效率。同

时，依托数字电网技术，可支撑实现

新型电力系统源网荷储互动。数字

电网充分发挥超大规模信息连接和

处理能力，在供给侧支撑风光水火互

替，在用户侧提升对各类用能资源的

时空调节能力，在电网侧提升感知、

控制能力。此外，依托数字电网技

术，可支持实现新型电力系统多网融

合互联。微型传感、智能终端可为新

型电力系统提供边缘感知和控制能

力，电力物联网可为新型电力系统超

大规模信息接入与采集提供信息汇

集平台。

“双碳”下如何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全球单体最大超宽幅

偏光片基地在福州投产

本报讯 近日，全球单体规模最

大的超宽幅偏光片项目——恒美偏光

片智造工厂在福州投产，标志着光电

材料的最核心组件偏光片正式有了

“福建产”。

恒美偏光片项目位于福州（长乐）

国际航空城福米产业园，总投资42亿

元，建有全球最先进的两条 2600mm
超宽幅偏光片产线，最大可供应110吋

的交互显屏使用，是目前全球单体最

大、宽幅最宽、良率最高的偏光片工

厂，年产能可达9000万平方米，预估年

产值可达58亿元。

恒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

人说：“偏光片是显示面板的重要组成

原材料，被誉为光学行业的‘芯片’。

恒美偏光片项目投产对福州电子信息

产业而言将起到强链延链作用。”

据悉，未来 5 年，恒美光电集团

还将在福州、昆山、合肥和丹阳四大

生产基地新建 1.35 亿平方米偏光片

及 1.7亿方的配套膜材，偏光片总产

能将超过 2.8亿平方米，约占全球总

产能超过30%。 叶子

我国将建立
数据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本报讯（记者 叶伟） 近日从国家知识产

权局在北京召开的数据知识产权工作指导专家

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获悉，我国将深入研究数

据产权规则，加强制度设计，加快建立数据知识

产权保护规则。

会上宣布了数据知识产权工作指导专家组

名单。专家组成员包括来自理论和实务界的19
位专家，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江小涓任

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教授吴汉东任副组长。

数据被称作信息时代的“新能源”，与土地、

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并列，是数字经济发展的

基础。近年来,我国大数据产业快速发展,2021
年大数据产业规模突破1.3万亿元,逐渐步入高

质量发展阶段。而对数据知识产权的保护也越

发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江小涓表示，数据产权问题是数字经济领

域亟须解决的堵点问题，数据知识产权工作指

导专家组吸纳了经济、法律、产业、技术、安全等

领域的各方面专家，将在前期调研工作的基础

上，充分听取各方意见，继续加强沟通交流，秉

持开拓攻坚精神，努力在数据知识产权治理方

面提供公共产品。

同时，与会专家围绕数据知识产权规则框

架进行充分讨论，结合实际就数据知识产权的

保护对象、保护主体、登记程序和权利内容提出

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他们认为，通过数据知

识产权登记确权，明确数据处理者的权利，对数

据集合进行保护，有利于促进数据交易流通，加

速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发展。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表示，构建数

据知识产权制度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和实践

创新，面临难得机遇和诸多挑战，将充分考虑数

据的安全、公众的利益和个人的隐私，充分把握

数据的特有属性和产权制度的客观规律，充分

尊重数据处理者的创造性劳动和相关投入，充

分发挥数据对产业数字化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支撑作用。

申长雨说，下一步，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加快

推进相关政策制定，积极推进地方试点，积极参

与数据领域知识产权国际合作，立足中国实际，

形成数据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国方案，助力我国

数字经济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李争粉）近日，火石创造联合

四川天府新区等区域代表共同发布《中国人工智

能产业报告》。《报告》显示，我国经济发展动能从

“互联网+”向“智能+”跃升，人工智能市场规模从

2016年的 154亿元增长至 2021年的 1963亿元，年

复合增长率达到69.79%。

《报告》从算法、算力、数据、应用4个层面梳理

了人工智能产业链图谱全景；从市场、政策、代表

企业、关键技术、投融资、专利、人才与机构等多个

维度以及典型城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策略的俯瞰

视角，描绘了国内外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格局；从

统筹区域发展、重点突破攻坚、培育创新生态、强

化数据安全、场景深度融合等5个方面对我国下一

阶段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

《报告》预测，未来5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

平均增速将超过 20%。随着多模态学习算法的突

破，算力基础设施的完善，数据要素流通的提速，

AI+医疗、AI+影音娱乐、AI+元宇宙、AI+学术研究

等赛道将迎来高速发展。《报告》还重点分析了全

球智能语音产业格局。

《报告》发布了“中国城市人工智能创新指

数”，旨在建立一套综合指标体系，通过客观数据

呈现我国典型城市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力表现

及排名情况，识别中国人工智能创新高地，为我国

城市提高创新水平提供借鉴和参考。

据介绍，“中国城市人工智能创新指数 2021”
聚焦要素储备、企业活力、成果产出、城市承载四

大维度，构建起 4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和 28
个三级指标的指标体系。选取30个城市作为评价

对象，发挥火石创造产业数据中心数据优势，定量

评估研究各重点城市的差异化表现。

在该指数综合得分排名前十的城市中，北京

在要素储备、企业活力、城市承载 3方面得分领先

优势明显，要素支撑强、创新动力足；深圳在成果

产出方面表现突出，得分明显高于其他三项，体现

了较强的产出转化能力；上海城市承载、企业活力

有一定优势，提升了综合得分表现；杭州企业活力

和成果产出得分较一致，且高于要素储备，当地企

业的创新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成果产出；广

州、成都要素储备、城市承载具有较高得分，已形

成良好的创新生态氛围；武汉、南京、苏州、无锡、

天津的城市承载力得分较高，城市综合竞争力为

创新活动提供有力支撑；合肥等地的各项得分较

为均衡，可结合自身优势，着力打造创新动力引

擎，带动创新力增长。

据悉，随着人工智能上升至国家战略，各区

域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我国经济发展动能也

从“互联网+”向“智能+”跃升。先后形成了上海、

深圳、济南—青岛、北京、天津、杭州、广州、成都八

大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覆盖到京津冀、长三

角、大湾区、成渝地区。

无人机洒水施肥、

5G无人收割机收获金

黄稻穗……一系列新

科技助力下的新技术

新设备在上海郊区农

场应用，为小而精的都

市农业开辟了新的发

展路径。图为在上海

浦东新区宣桥镇腰路

村5G网络覆盖的稻田

中，无人驾驶自动收割

机在收割稻米。

新华社记者 方喆/摄

人工智能产业年复合增长率达69.79%

国内首座兆瓦级氢能综合利用示范站 新华社记者 杜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