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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

报告（2024 年）》显示，2023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53.9 万亿元，较上年

增长 3.7 万亿元，增幅扩张步入相对稳定区间。

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凸显。2023 年，我国数

字经济占 GDP 比重达到 42.8%，较上年提升 1.3 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同比名

义增长 7.39%，高于同期 GDP 名义增速 2.76 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增长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 66.45%，数字经济有效支撑经济稳增长。

报告显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持续拓展深化。2023 年我

国一二三产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 10.78%、25.03%和 45.63%，分别较上

年增长 0.32、1.03 和 0.91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增幅首次超

过第三产业。

值得关注的是，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在

近日召开的“2024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表示，国家数据局在前

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产业发展政策，旨在抓住

数据产业成长的战略机遇，培育数据企业，塑造产业生态，将我国规模市场优势、

海量数据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提高我国数据产业的竞争力。 孙立彬

本报讯（记者 张伟）记者近日从国家区块链技术创新中心获悉，我国首

个区块链专用计算硬件开放架构BUDA已正式发布，并命名为“菩提”。

据了解，该架构为区块链与隐私计算的底层软件提供了统一的专用硬件

功能、实现规范和调用接口，可大幅度提升区块链网络中数据要素安全可信流

通的效率，为扩大区块链应用生态，全面加速国家级区块链网络建设，实现我

国数据要素互联互通提供更高效能。

“我们一方面持续优化硬件技术，另一方面也一直在努力打造更加普适、

易用的硬件开放架构，让整个国内区块链生态都能享受到通过专用计算硬件

加速带来的性能红利。”长安链硬件研发中心负责人说。

据介绍，此次发布的区块链专用计算硬件开放架构BUDA“菩提”包括系

统架构、功能实现规范、接口规范等。国内任意厂家均可参考开放的系统架构

和功能实现规范来设计区块链与隐私计算专用硬件，并参考开放的接口规范，

让不同的区块链软件平台调用相关功能，实现区块链与隐私计算整体系统性能

提升。另外，BUDA“菩提”还可以支撑不同区块链之间的连接与协作，助力建成

链间“朋友圈”，减少不同应用链上主体数据交互的难度，促进区块链与隐私计算

专用硬件功能兼容，实现可互换性、互操作性和一致性。

8月30日，国内最大的智算中心在哈

尔滨市投入使用，该中心部署共计 1.8万

张AI加速卡，建设国内最大的超万卡智

算集群。待集群建设完成后，可提供算力

6.6EFLOPS（EFLOPS指每秒进行 1018次

浮点运算）。

这是我国算力基础建设的最新标志

性事件。当前，算力正在加速成为驱动生

产力变革的关键力量，智算中心建设在

全球呈现竞速状态。在此方面，国内

建设热潮涌动，推进速度不断加快。

据不完全统计，2023 年全国新建智算中

心项目超100个。

算力服务异军突起

“随着生成式AI的突飞猛进，算力越

来越成为数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底

座。超算、云计算、大数据、AI 的融合创

新发展，推动算力需求迅猛增长；近 3
年来 TOP100 企业的算力服务份额不

断攀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张云泉

表示，多方合力不断加码，推动中国算

力发展快速步入全新阶段。

为了促进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我国于

2023 年一年中先后出台了《生成式人工

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和《算力基础设

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预计到 2025

年，我国算力规模将超过 300EFLOPS，智

能算力占比达到35%。

地方政府则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提供

资金支持、规划区域布局，为智算中心建

设提供基础保障。

据数智前线的不完全统计，仅今年前

7个月，围绕土建基础设施和 IT基础架构

等方面的建设内容，已发布的智算中心相

关项目中标公告就超过140个。

近期，城地香江、奥飞数据、拓维信息

等多家A股上市公司均披露了斩获算力

基础设施建设服务相关订单，金额均在

10亿元以上。

智算中心建设覆盖的城市十分广泛，

据不完全统计的 140 多个项目所分布的

省区市至少 23个，其中以安徽、江苏、北

京、山东、浙江等省市最多。

随着智算中心建设的大规模展开，算

力市场规模也快速增长，IDC数据显示，

2023 年下半年，中国智算服务市场整体

规模达114.1亿元，同比增长85.8%。

张云泉表示，算力服务异军突起，中

国已进入算力经济时代，这是由数字经济

衍生的一种新经济形态，其以计算为核

心，已成为衡量一个地方数字经济发展程

度的代表性指标和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

手段。据测算，对算力每投入1元就可带

动经济产出3-4元；算力发展指数每提高

1点，GDP增长约为1293亿元。

各地切勿盲从

数智前线的统计显示，在智算中心

建设项目涉及的城市中，不仅有北京、

成都、武汉、杭州、合肥、苏州等区域经

济发达且具有一定人工智能基础的一

二线城市，也包括很多三四五线城市，

如安徽省安庆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

拉玛依市、山东省德州市等。

张云泉介绍，各地建设智算中心热

情高涨，但也出现了不顾实际需求、重

复建设的现象，甚至有的城市同时建设

多个超算中心和智算中心。

“智算中心的生命周期比较短，一

般只有 5-10 年。地方政府要发展算力

产业，尤其是建设算力基础设施，必须

考虑自身需求，配套政策，碳排放指标，

电力供应和电价，网络延迟和带宽，产

业链建设，运营能力，人才队伍，选址和

气候环境，水资源供应，容灾备份，投资

回报等因素。”张云泉说。

今年 4 月份，北京市发布《北京市算

力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2024-2027
年）》提出，改变智算建设“小、散”局面，

集中建设一批智算单一大集群，到 2025
年 ，北 京 市 智 算 供 给 规 模 达 到

45EFLOPS，2025-2027 年根据人工智能

大模型发展需要和国家相关部署进一

步优化算力布局。

万联证券投资顾问屈放表示，目前

算力闲置率较高，国内的算力中心整体

利用率仅有 50%，这种资源浪费问题需

要得到重视。此外，当前算力中心比较

分散，虽然各地都有各自的算力中心建

设计划，但较难形成协同运转。

智算中心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需得到重视。联想中国基础设施业务

群战略总监黄山表示，算力基础设施建

设目标，是高效可靠的承载计算工作负

载包括通用、科学、AI 计算。不同计算

类型需要不同的算力基础设施软硬件

架构来支持。尤其是日新月异的 AI 计

算，对异构算力协同、大规模集群计算

稳定性及集群计算效率、能效、算法与

算力的匹配等各方面算力基础设施都

提出新的要求。

值得关注的是，智算训练集群规模

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故障率呈现指数级

增长，故障难监控、难诊断、更难恢复；

AI 算力按需分配这一需求背后所需要

的任务编排、监控和优先级管理、弹性

扩缩容技术在业界还没完全成熟，需要

大量的现场实践调优。

张云泉表示，算力基础设施要按需

建设，适当超前，需进行充分论证，而不

顾市场需求盲目上马，肯定会导致投资

无法收回，造成浪费。

本报讯（记者 于大勇）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近日联

合发布的《物联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4版）》提出，到 2025年，新制定物联

网领域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30项以上，引导社会团体制定先进团体标准，加

强标准宣贯和实施推广，参与制定国际标准 10项以上，引领物联网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标准体系加快形成。

《指南》以创新驱动、应用牵引、产业协同、开放合作为准则，提出到 2026
年，我国标准与产业科技创新的联动水平持续提升，新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

准50项以上，引领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加快形成。开展标准

宣贯和实施推广的企业超过 1000家，标准服务企业创新发展的成效更加凸

显。参与制定国际标准20项以上，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全球化发展。

据了解，人工智能标准体系结构，包括基础共性、基础支撑、关键技术、智

能产品与服务、赋能新型工业化、行业应用、安全/治理等7个部分。

其中，基础共性标准是人工智能的基础性、框架性、总体性标准。基础支

撑标准主要规范数据、算力、算法等技术要求，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夯实技术

底座。关键技术标准主要规范人工智能文本、语音、图像，以及人机混合增强

智能、智能体、跨媒体智能、具身智能等技术要求，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应

用。智能产品与服务标准主要规范由人工智能技术形成的智能产品和服务模

式。赋能新型工业化标准主要规范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制造业全流程智能化，

以及重点行业智能升级的技术要求。行业应用标准主要规范人工智能赋能各

行业的技术要求，为人工智能赋能行业应用，推动产业智能化发展提供技术保

障。安全/治理标准主要规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等要求，为人工智能产业发

展提供安全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在赋能新型工业化方面，《指南》重点提出要围绕原材料行

业，开展大模型畅联产业数据、优化在线监测调控和工业改进等标准研制。围绕

装备行业，研制智能装备感知、交互、控制、协作和自助决策等标准。

智算中心建设火热智算中心建设火热 各地切勿盲从各地切勿盲从
▶ 孙立彬 新版物联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发布

8 月 27 日，施工人员在组装

一台经过再制造的大直径盾构机

刀盘。这台 2010 年出厂的盾构

机本已到报废年限，经过设备再

制造，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据了解，用于隧道掘进的盾

构机凭借“铁齿钢牙”可以“咬碎”

坚硬岩石，但相应损耗也大，设备

需要经常维保和换装。中国铁建

华南盾构基地由中铁十八局组建

运营，是一家专门从事盾构全产

业链服务的“4S”店。近 3 年以

来，已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近 60
台套盾构设备的维保、再制造、新

机组装、检测联调服务及一系列

盾构相关产品。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3.9万亿元

首个区块链专用计算硬件开放架构问世

近年来，福州高新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壮大一批创新

型科技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超过1200家，在数字技术、光电、生物医药

等重要赛道，多项成果处于全国前列。

图为8月27日拍摄的位于福州高新区的福建浩蓝光电有限公司镜片

生产车间。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近日，阿里巴巴、京东、拼多多三大电

商平台最新财报全部出炉：营业收入方

面，阿里巴巴和京东实现同比小幅增长，

拼多多继续遥遥领先；而在利润方面京东

及拼多多实现同比大幅增长，阿里巴巴则

大降27%。

经过 20 余年发展，国内电子商务市

场格局并没有处于稳定状态，而是越来越

充满变数。除传统三大平台的起起伏伏，

抖音、快手等新兴内容平台也在强势介

入，使本已是存量用户争夺的时代，电商

行业的竞争更加激烈。

三巨头财报比拼

8月15日，阿里巴巴和京东集团同时

发布财报。

阿里巴巴发布的 2025财年第一季度

财报（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止 3个月）显

示，该季度营收 2432.4 亿元，同比增长

4%。经营利润为 359.89 亿元，同比下降

15%，净利润为 240.22 亿元（33.06 亿美

元），同比下降27%。

淘天集团收入为 1133.73 亿元，同比

下滑1%；云智能集团收入为265.49亿元，

同比增长 6%；阿里国际数字商业集团收

入为 292.93 亿元，同比大幅增长 32%；菜

鸟集团收入为 268.11 亿元，同比增长

16%；本地生活集团收入为 162.29 亿元，

同比增长 12%；大文娱集团收入为 55.81
亿元，同比增长4%。

京东集团发布的 2024年第二季度及

中期业绩显示，收入达 2914 亿元（约 40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上半年收入达

到5514亿元（约759亿美元），继续保持增

长。

第二季度，京东零售收入 2570.7 亿

元，同比增长 1.5%。京东物流收入为

442.07 亿元，同比增长 7.7%。新业务方

面，第二季度收入为46.36亿元，去年同期

为71.27亿元，同比有所下滑。

8月26日，拼多多发布截至6月30日

的 2024 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第二季度

实现营收970.6亿元，同比增长86%；归属

于拼多多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320.094
亿元，同比增长144%；不按美国通用会计

准则，归属于拼多多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为344.321亿元，同比增长125%。

未来竞争更激烈

在财报电话会上，拼多多高层纷纷对

未来业绩表现给出悲观预警，而激烈竞争

是重要原因之一。

拼多多董事长、联席CEO陈磊表示，

拼多多面临着许多挑战，包括消费者需求

的变化、竞争的加剧以及全球环境的不确

定性等。从长期来看，盈利能力的下降是

不可避免的。

拼多多执行董事、联席CEO 赵佳臻

表示，在过去的几个季度，整体的竞争环

境在不断加剧。竞争作为电商行业的“主

旋律”不可避免，营收增长可能会放缓。

中国电商行业的竞争正变得越来越

白热化，“全网最低价”“全网比价”“百亿

补贴”“仅退款”等举措，几乎成为平台标

配。而激烈竞争更多源于对存量用户的

争夺。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此前发布的

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

民规模达 10.92亿人，其中网络购物用户

规模达 9.15 亿人，占网民整体的 83.8%。

换言之，国内电商消费覆盖率越来越接近

网民总数的上限，电商平台新用户的来源

更多地不是新增网民而是争抢其他平台

用户。

网民的消费习惯也给各大平台通

过各种内卷策略“挖墙脚”提供了可

能。在不少电商消费成熟地区，多数

消 费 者 的 手 机 上 会 安 装 数 个 购 物 软

件。知萌咨询近期发布的《2024 年中

国消费趋势报告》显示，购物前阅读产

品评论、充分调研产品品质和价格、在

多个平台间搜索比较的消费者行为比

例均超 60%。

此外，直播电商的异军突起也给传统

的电商行业格局带来了新变数。

艾瑞咨询此前发布的报告指出，2023
年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模已突破4.9万亿

元大关，同比增长率高达 35.2%，该报告

预测未来 3 年将以年均 18%的复合增长

率持续扩张。

三大电商加速争夺存量用户
▶ 孙立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