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信息基础设施
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

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

建成5G基站3万余个、基本
实现对四环路内5G网络连续覆
盖、获批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络国家枢纽节点……“十三五”
时期，成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交
出了一份满意的成绩单。在此
基础上，“十四五”期间，成都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将迎来新一轮
发展热潮。

算力是信息基础设施的核
心生产力。《规划》提出，聚焦计
算、网络等支撑城市数字化转型
的关键设施，“十四五”期间，成
都将持续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加
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
家枢纽节点，打造“超算中心+智
能计算中心+云计算中心+边缘
计算中心”算力支撑体系，构建
形成核心引领、多点支撑的算力
网络体系，支撑“东数西算”战略
实施，打造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战略枢纽节点。

同时，全面升级通信网络基
础设施。加快推进 5G网络建
设，优化城区室内5G网络覆盖，
推进 5G网络向乡镇和农村延
伸，实现城市和乡镇全面覆盖、

行政村基本覆盖、重点应用场景
深度覆盖。加快“千兆城市”建
设，实现城乡基本覆盖。到2025
年，成都将建成5G基站9万座，
城市千兆光纤网络覆盖率达到
80%。

在加快建设新技术基础设
施方面，将着力提升人工智能基
础设施服务能力。成都将加强
建设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公共服
务平台，加强智能空管、普惠金
融、智慧医疗等领域示范应用场
景建设，推进人工智能新技术、
新产品、新模式率先应用，并推
动 国 家 级 区 块 链 服 务 网 络
（BSN）在成都落地建设，建设完
善一批区块链应用平台，促进区
块链应用创新与产业集聚。

关键词：融合基础设施
到2025年累计建成新能

源汽车充电桩16万个

作为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
组成部分，融合基础设施是支撑
生产制造、社会服务和城市管理
的重要基础设施。

《规划》提出目标，到 2025
年，成都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城
市治理、生产、生活、市政基础设
施成效显著，将建成一批智慧园

区、智慧工厂、智慧医院、智慧校
园，打造20个工业互联网优势平
台，完成智能交通二期项目、启
动三期建设，新增300公里车路
协同示范道路，建成新能源汽车
充电桩16万个。

在完善城市智慧化治理设
施方面，《规划》提出，聚焦城市
运行“一网统管”，建设“智慧蓉
城”运行中心，实时监测城市运
行态势、指挥处置重大事件，提
升城市智慧治理和服务能力。
并聚焦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依
托“天府蓉易办”平台，搭建“综
合一窗”通用受理管理和智能化
实体政务大厅管理平台，融合线
上线下服务。

同时，通过深化智慧教育基
础设施、升级智慧医疗基础设
施、建设智慧养老基础设施、升
级智慧文旅基础设施、完善智慧
社区基础设施，推动城市数字化
生活设施升级；通过深度部署工
业互联网、建设智慧产业功能
区、完善智慧物流设施，推进城
市智能化生产设施建设。

关键词：创新基础设施
加快布局重点产业创新平台

根据《规划》目标，到 2025

年，成都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取得
突破进展，力争建设1个国家实
验室（基地）、天府实验室正式运
行，新建2个国家级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5个省级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建设一批国家级和省级技
术（产业、制造业）创新中心、工
程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

聚焦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成都将推动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天府实验
室等战略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实
施产业建圈强链行动，深化创新
链与产业链协同发展。

围绕数字经济、生物经济、
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新能源新
材料等重点产业发展，成都将布
局建设一批产业技术创新平台
和功能服务平台，积极创建国家
级和省级技术（产业、制造业）创
新中心。

在完善数字经济创新基础
设施方面，成都还将加快布局集
成电路设计、测试公共平台，推进
国家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创新平
台、国家“芯火”双创基地等建
设。积极打造人工智能技术研发
平台和应用场景，建设脑信息与
类脑智能研发平台、智能视觉（成
都）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
台、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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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领域抢滩“新基建”

成都发布“十四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作为稳投资、扩
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的重要途径，“新基
建”早已成为城市高
质量发展的热词，更
是城市软实力和竞争
力的核心所在。站在
中国新一轮城市更新
的风口，成都将如何
作为？

抢抓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成都正当其
时。成都市第十四次
党代会报告提到，成
都要建设国家数字经
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包括实施以“四网融
合”为重点的新基建
行动，并抢抓国家“东
数西算”工程机遇，依
托 国 家 超 算 成 都 中
心、全国一体化算力
网络国家枢纽节点，
培育发展数据、算力、
算法、应用资源协同
的产业生态。

具体如何建？近
日，成都市正式印发
了《成都市“十四五”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
划》（以 下 简 称《规
划》），勾勒了成都新
基 建 发 展 的 未 来 蓝
图。《规划》明确了“十
四五”期间成都新型
基础设施发展目标：
到 2025 年，成都将基
本形成泛在智能、集
约高效、先进适用、安
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
施体系，使其成为建
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
公园城市示范区的重
要支撑。

与 此 同 时 ，《规
划》还围绕信息基础
设施、融合基础设施、
创新基础设施三大领
域，系统谋划了成都
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路径，形成一系列任
务体系，并提出了 18
项定量指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罗田怡

成都智算中心已经投入试运行。

5月，走进成都智算中心，这
里已经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

成都智算中心项目包含“一
中心、三平台”。“一中心”即“国
家一体化大数据中心成渝I类节
点”，将结合成都在西部的经济、
科技中心地位，承接国家重要需
求、科研创新和战略落地。“三平
台”包括城市智脑平台、全球领
先（E级）人工智能算力平台、全
球智能数据存储与机器视觉科
研创新平台。

作为新型算力公共基础设施
和赋能平台，成都智算中心将基
于华为昇腾全栈基础软硬件建
设，加强在智能空管、智慧医疗、
智慧金融等场景的应用示范，端
到端打通“产、学、研、用”全产业
链。同时，将充分发挥成都在人

工智能领域的应用场景多元和科
教资源丰富等优势，打造全球领
先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算力平台，
服务千行百业，提升人工智能企
业和产业能力，支撑国家重要需
求、科研创新和战略任务落地。

记者了解到，为了实现快速
上线和全周期低碳，成都智算中
心在建设中采用了华为预制模
块化数据中心解决方案，集成高
效一体化电力模块、智能锂电、
iCooling等先进节能产品技术，
实现工程产品化、产品模块化、
模块智能化。相关负责人介绍，
与传统建设方式相比，整个建设
周期减少50%以上。而这种预
制模块化数据中心解决方案，10
年将省电4000万度，相当于降
碳1.9万吨，种树2.6万棵。

成都科学城。

成都智算中心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 将打造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重 大 项 目 直 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