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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中国经济新

格局：乘风破浪”夏季峰会

的“AI如何助力新基建”分

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

著名计算机专家倪光南发

表演讲并强调，自主可控是

新基建安全的前提，没有网

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也

就没有新基建的安全。

国内大循环重要支撑，新基建“十四五”期间将拉动投资30万亿元

9月15日，美国对华为芯片开始实

施全面“断供”，台积电等芯片生产商将

不能再供应芯片给华为。

中国的信息产业和美国有一定差

距，目前短板主要是在芯片、操作系统、

工业软件以及大型基础软件方面。如

果能整合国内资源，利用好人才和市场

优势，突破这些短板不需要很长时间。

美国的霸道行径固然会对我国造

成损害，但如果我们采用先进的体系设

计，通过实现软硬件的高度协同，可以

大大降低对单个芯片的要求。对于关

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以

及一般的数据中心而言，采用先进的

“中国体系”，足以缓解甚至基本不受高

端芯片被“卡脖子”的影响。

传统信息技术体系依赖于单个芯

片的高性能，也依赖于高制程的芯片制

造工艺，比如现时在金融、电信等行业

占据垄断地位的大型业务系统、生产系

统，都是美国“IOE”体系，如果不能摆脱

这种传统体系的束缚，就会被美国的上

述制裁牢牢地卡住脖子。

依靠中国现有的技术，依然可以制

作出14nm或28nm技术的芯片，除高端

手机之外，大部分科技产品使用此类芯

片已经绰绰有余。我国科技人员通过

采用软件增强硬件实现整体高性能的

方法构建了原创的“中国体系”，并已在

一些关键系统里实际使用取得成功。

“中国体系”同样包含服务器、数据

库和存储，其中数据库软件是具有独创

核心技术的，可以把数百、数千颗低端

CPU 芯片，聚合成比“IOE”更大的、统

一的超强算力，这个技术是中国所独

创，外国未见类似技术。对于用户而

言，和使用传统外国体系并无不同，甚

至跑得更快。这样传统系统可以无缝、

快速升级到“中国体系”，“中国体系”向

下兼容传统体系，不用修改原系统，数

日内可完成替换，十几周可完成上线。

目前已完成30多个替换案例，原系统均

未作改造。

在“中国体系”下，无论是常规工艺

的国产CPU还是海量老旧的Intel CPU

都可以被利用起来，甚至可以使用随手

可得的普通PC用的CPU芯片，保障“关

基”领域和一般数据中心的建设运营不

受冲击。

简而言之，即使未来几年我国少采

购甚至不采购美国新的CPU芯片，也未

必会对中国新基建的推进产生明显影

响。

（综合自《环球时报》、网易）

可以说，新基建直接、间接带动的

投资规模，在“十四五”期间达到差不多

30万亿，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投资。大

家重视新基建，因为新基建是我们数字

经济的基础设施。当前，各行各业都是

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之中，有的快一

点，有的慢一点，但是这个方向、这个趋

势不可阻挡。

我们把数字经济的发展归结为两

方面，一个方面是“数字产业化”，就是

把大家关心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5G 等数字技术进行产业

化。另外一方面是“产业数字化”，范围

更大，是指我们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这两个方面抓好了，我们的数字经济就

能顺畅地发展起来。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我们

当前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

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所以，中央

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

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对于国内大循环，基础设施的支撑

非常重要。老的基建被称为“铁公基”，

而新基建的范畴有三方面：信息基础设

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比传

统的基础设施范围更广。

根据测算，仅仅在“十四五”期间，

新基建的直接投资就能达到大约人民

币10万亿元。5G要2.5万亿元，特高压

要 0.5 万亿元，数据中心要 1.5 万亿元。

相应地，新基建还将带动间接投资，经

测算的数据为17万亿元。

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使我们确实

有可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一个新发展格

局。

在新基建的发展之中，应该注意保

障网络安全。不能说信息化先做起来，

如果有安全问题我们再来解决，这是不

对的。从一开始我们讲新基建，网络安

全必须同时考虑。安全是发展的前提，

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

推进。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

有网络安全也没有新基建的安全。这

一点近期在法规方面有了进一步的保

障。今年4月份的时候，十二个部委联

合发布了《网络安全审查办法》，这是在

中央网信委的领导下，包括网信办、工

信部、发改委、财政部等12个部委联合

发布的，说明这个“办法”非常重要，需

要大家重视。

在当前形势下，《网络安全审查办

法》的实施要考虑到我们在中美贸易摩

擦中的教训。我们要保障网络安全，特

别要强调自主可控。我们从来没说自

主可控就安全，但是如果没有自主可

控，一定不安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供

应链可能被人家卡掉。人家一旦停供、

禁用，可能就被人“卡脖子”，这也是我

们在这一段贸易摩擦里获得的经验教

训。

新基建的产品测评，除了已有的

质量测评和安全测评外，还需要突出

“自主可控测评”。自主可控是可以评

分的，有一个分数，也就是说自主可控

是可以度量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口

号或者要求。在选用相关设备、硬件

软件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它的技术指

标、性能、性价比，还要考虑自主可控

度。

我相信新基建的发展过程中，越来

越多的用户，特别是大用户，像基础设

施的运营商，会更多地关注自主可控度

的高低。如果所用的产品自主可控不

好，分数特别低，我认为可以一票否

决。不管其他做得怎么样，假如你自主

可控不行，就有被别人卡脖子的风险。

人家能够随时禁用，随时断供，这种产

品新基建当然不能用了，所以我们应该

重视对自主可控度的要求。

我们有没有能力依靠中国自己的科

技，支撑国内大循环？我认为，在国内的

信息技术领域，这个条件正在变得越来

越好。目前，我们国产的芯片、操作系

统、数据库以及中间件等软件或硬件，整

体的水平已经从不可用到可用，而且现

在正从可用向好用的方向发展。

在新基建的算力基础设施方面，像

金融、通信领域的大型数据中心，传统

上这些领域大体上是以美国的IBM、英

特尔的硬件，还有甲骨文（Oracle）的软

件为主。从网络安全的角度来讲，如果

你完全依赖这样的体系，别人可能就不

卖给你，怎么办？

近些年以来，人们提出“去 IOE”。

根据工信部中国信通院的测试，用鲲鹏

集群和航天天域数据库，能够达到2000

万 tpmC 等级的处理能力，就是每分钟

的交易处理次数能够达到千万量级，比

国外的小型机，包括英特尔公司X86高

档服务器算力都要高。

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移动有上亿

用户，目前每天交易数巨大的“短信网

关”业务系统用国产的体系替代了国外

的体系。我们单独的硬件或者软件可

能没有跨国公司的那么好，但是如果我

们整个系统设计合理的话，这个系统是

可以和国外的系统相比的。这个例子

也给了大家信心，我们国内一些重大的

信息基础设施将会越来越多地转移到

中国体系上面，在安全上我们免除了被

别人卡脖子的风险，在能力上也能满足

需求。

在新基建的过程中，为了保障网络

安全，在算力基础设施方面将越来越突

出中国自己的企业，来替代“IOE”体系，

更好地保障新基建的安全，这样才能真

正形成国内大循环，支撑我们今后的发

展。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新基建的安全，自主可控成为新基建重要要求

中国软硬件正从可用向好用方向发展，新基建将突出中国体系作用

“中国体系”足以缓解芯片困局，未必对新基建的推进产生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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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