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需努力实现计算互联全国一体化算力网需努力实现计算互联
——专访中国信息协会算力网专委会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科技委委员梅建平

数字经济数字经济1616
2025年6月2日星期一
编辑：李洋组版：沙欣
邮箱：liy@stdaily.com

▶▶ 王查娜

数据显示，2020-2024年，中

国智算算力规模始终保持年复

合增长率超60%的高速增长。预

计未来 3年，中国智算算力将保

持 40%以上增速，2027年中国算

力供给规模将达到4080EFlops。
近日，中国信息协会算力

网专委会主任、工业和信息化

部电子科技委委员梅建平接受

本报专访，就中国算力一体化

建设这一热点话题提出建议和

意见。

曾任科技部高新技术司副

司长的梅建平，在科技部工作

的 30 余年间，主持和参与过众

多信息技术领域重大计划，包

括核心芯片和软件专项、高性

能计算、先进计算和软件、多模

态通信、信息安全和区块链等

专项。他认为，“无处不在的算

力，正在支撑当代生活的方方

面面。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建

设，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机

遇与责任。”

为全球算力发展
提供中国经验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AI）的

快速发展，特别是大模型、多模

态融合等技术的兴起，对算力

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梅建平

强调，算力作为人工智能发展

的核心要素之一，是解锁数据

要素价值的关键，贯穿于人工

智能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社

会治理的全链条。全国一体化

算力网是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

重要基础设施。

梅建平表示，在全球算力

竞争日益激烈的格局下，中国

算力网建设彰显出独特的方案

特色。与国外算力发展侧重于

单一技术或企业竞争不同，我

国借鉴电网模式，致力于构建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实现多源

异构算力资源的高效调度与共

享。这种顶层设计与市场机制

相结合的模式，不仅提升了算

力资源的利用效率，更在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推动数字经济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等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为全球算力发展

提供了宝贵的中国经验。

截至 2024 年年底，中国算

力总规模已位列全球第二，展

现出强劲的发展态势。

据 了 解 ，2023 年 10 月 20
日，中国算力网粤港澳大湾区

调度中心正式上线。这是中国

算力网项目全国首个区域级资

源 调 度 中 心 。 自 上 线 服 务 以

来，该中心已实现粤港澳大湾

区算力、数据、网络等资源云际

互联、融会贯通，为区域数字经

济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近年来，鹏城实验室牵头的

中国算力网研究计划也在稳步

推进，一期工程连通 20 多家公

共智算中心，汇聚智能算力规模

达 12E，有力推动了算力资源的

整合与共享，为全国一体化算力

网的构建奠定了实践基础。

“以鹏城实验室为代表的

科研力量，积极推进算力网平

台研发和建设。启智开源社区

设立的中国算力网开源开放实

验靶场，为技术创新与应用开

发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与环境支

持。这些平台的建设，不仅促

进了算力技术的研发与推广，

更推动了算力在科研、制造业、

服务业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加

速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

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

新活力。”梅建平说。

打造便捷高效的
算力服务

国际数据公司（IDC）研究显

示，全球算力指数与GDP增长存

在显著关联，算力指数每提升1%
可带动GDP增长0.35%。算力不

仅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支撑，

更深度赋能农业气象预测、重大

科研攻关等领域。为应对算力

资源供需矛盾，我国推出“东数

西算”战略。

目前，我国已启动“东数西

算”工程，形成了八大国家算力

枢纽节点和十大数据中心集群

的核心布局，为全国一体化算力

网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梅

建平强调，通过智算中心等算力

基础设施的建设，逐步提高算力

设施的国产化率，推动云、网、算

等资源的融合，实现全国大型算

力的协同调度和高效计算，可为

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和产业智

能化转型提供普惠算力。

梅建平指出，中国算力网的

发展愿景，是构建像电网一样便

捷高效的算力服务网络。“2025
年，网络传输节点带宽将达到

10Tbps，30个以上规模算力节点

将接入；2030年，算力汇聚将达

到50E，关键节点将实现100Tbps
通信宽带；2035年，将形成完整

的体系，达到全网 100Tbps 的目

标，为国家提供坚实的基础算力

支撑。这一宏伟愿景

的实现，将彻底改变

人们的生活与工作方

式，推动社会迈向智

能化新时代。”

2024 年年底，中

国信息协会算力网专

业委员会（以下简称

“算力网专委会”）成

立，作为由中国信息

协会发起成立的专业

组织，旨在推动中国

算力网的建设与发

展。自成立以来，算

力网专委会已吸引超

过 120家会员单位加

入，覆盖算力网领域

的“产、学、研、用、金、

介”全链条，形成了强

大的产业生态。

梅建平强调，全国一体化算

力网的建设，将有力推动我国在

全球科技竞争中赢得主动权，为

新的科技革命时代奠定坚实基

础。算力网将促进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创造更多经

济增长点；同时，通过优化算力

资源布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为社会公平与和谐进步提供有

力支撑。

算力体系构建存在
复杂性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建立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让用户使

用算力时像用电一样方便。”

梅建平表示，目前，很多研究

机 构 都 提 出 了 各 自 的 算 力 网

络结构，但算力体系的构建仍

然存在一定复杂性，如算力枢

纽定位不清晰、资源调度难度

大、能源成本高、网络延迟问

题及技术标准不统一等问题，

尤其是在算力节点互联方面，

尽 管 国 内 已 有 一 定 数 量 的 互

联节点，但目前还未实现真正

意义上的计算互联。

从全球趋势看，各国将算

力 视 为 人 工 智 能 和 数 字 经 济

的核心基础设施，美国、欧盟

等已启动大规模投资计划，但

目 前 我 国 算 力 投 资 仍 有 散 、

乱、效益不高的现象，梅建平

指出，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统

筹解决算力投资分散、重复建

设等问题。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建

设 ，是 时 代 赋 予 我 们 的 重 大

机 遇 与 责任。”梅建平期待早

日 看 到 中 国 形 成 自 己 的 软 硬

件体系，形成中国自己的算力

生 态 。“ 站 在 历 史 的 交 汇 点

上，我们应以国家战略布局为

指引，以攻坚突破为驱动，以

体系创新为支撑，向着未来的

愿 景 目 标 坚 定 前 行 。 通 过 全

社会的共同努力，必能铸就中

国算力的辉煌未来，让算力之

光 闪 耀 在 实 现 中 国 梦 的 伟 大

征程中。”

本报讯 近日，国际数据

公司（IDC）发布的《中国智算

专业服务市场（2024 下半年）

跟踪》报告显示，2024 下半年

中国智算专业服务市场整体

规模达到 90.1 亿元。其中，智

算基础设施集成服务市场同

比 增 长 76.2% ，市 场 规 模 达

63.3 亿元；智算解决方案实施

服务市场规模达 26.8亿元。

IDC 中 国 企 业 级 研 究 部

的 分 析师陈启今 表 示 ，回 顾

2024 年 ，中 国 智 算 专 业 服 务

市 场 快 速 增 长 ，服 务 边 界 从

单一的智算资源建设逐步分

化 为 基 础 设 施 集 成 服 务 、解

决 方 案 实 施 服 务 ，以 及 运 营

运 维 服 务 等 多 元 服 务 模 式 。

进入 2025 年，智算中心建设

继 续 加 码 ，但 行 业 发 展 重 心

转向规范化建设与精细化运

营。在解决方案实施服务子

市 场 ，竞 争 格 局 仍 未 明 确

——现阶段大模型产品同质

化 现 象 明 显 ，模 型 能 力 仍 处

于 快 速 迭 代 阶 段 ，市 场 尚 未

形成明确护城河，但厂商仍持

续加大投入以维持竞争优势。

“DeepSeek 的 快 速 出 圈 ，

进一步扩大了参与玩家范围，

为相关智算服务商创造新的

市场机遇。现阶段，头部玩家

正尝试构建生态协同能力与

伙伴体系，巩固领先地位；中

腰部玩家则聚焦模型能力与

服务解决方案的快速融合，加

速商业化变现进程。展望未

来，中国智算专业服务市场有

望形成百花齐放的多元竞争

格局，不同玩家通过差异化路

径实现错位发展，推动市场空

间持续扩容。”陈启今补充道。

据 了 解 ，根 据 IDC 的 定

义，智算专业服务市场是指围

绕 AI 基础设施和平台提供的

全生命周期服务，包括基础设

施集成服务、解决方案实施服

务、运营运维服务。

整体看，基础设施集成服

务市场“一超多强”局面尚未

改变，华为处于遥遥领先的位

置，但随着智算中心项目的不

断落地，中腰部玩家正逐渐站

稳阵脚，市场份额不断提升；

解决方案实施市场竞争则更

加剧烈，目前正处于“跑马圈

地”阶段，护城河尚不明确，规

模效应还未显现，市场玩家正

处于竞争关键变革期。

孙立彬

中国智算专业服务市场呈多元竞争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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