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创新助推产业创新
超算和人工智能动力足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算力是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元宇宙的基
石，也是新质生产力的技术底座
之一。

走进四川天府新区科学城
兴隆湖畔，国家超级计算成都中
心坐落在此。“最强大脑”以最高
运算速度达10亿亿次/秒的超级
计算机正在昼夜“转动”。自
2021年投运以来，成都超算中心
已服务了1280家用户，服务范围
覆盖全国 45 座城市，完成了
5300多万项课题任务，其中，10
万核心量级的超大任务超过了
100项，为科研成果转化提供“最
强大脑”。

“算力作为我国新基建中信
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下一次工业革命的引擎，是国民
经济先导性、前瞻性、战略性产
业。”国家超级计算成都中心总
经理王建波表示，国家超级计算
成都中心能服务国家战略，助力
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发展，保障
社会民生。

据悉，成都超算中心在2023
年成功实现了国产仿真软件在

“成都芯”—海光DCU上的万卡
规模并行，并联合成都市人工智
能链主企业共同发布川内首个
智能电商客服行业大模型。这
些成绩的取得充分说明成都超
算中心在工业仿真、人工智能等
产业赋能能力方面的大幅提升，
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底气。

成都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
的发展也如火如荼。数据显示，
2023年成都市共有人工智能企
业852家，产业规模达780余亿
元，增速超过26%。

“人工智能作为面向未来赛
道的技术，在催生新质生产力形
成产业的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
的资金、时间以及人才。”成都睿
乐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睿睿认为，成都乃至四川在人
工智能技术产业发展上，具备创
新资源、算力设施、应用场景、规
模市场等综合优势，大有可为。

比如，由成都人形机器人创
新中心（筹）和成都睿乐达机器
人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牵头的

“人形机器人关键技术研发与应
用示范”项目就是一场具象化的

“人工智能+”行动。“该项目旨在
研发具有高度智能化和自主化
能力的人形机器人，以满足家
庭、养老及特种领域的需求。”张
睿睿表示。

他介绍，该项目以研究人机
交互技术攻关为核心，开发人形
机器人“大脑”、“小脑”以及“肢
体”，研制面向家庭、个人服务的
轮式和足式两大类人形机器人，
产品和技术将应用于社会服务
典型场景，预计5年左右，人形机
器人将实现量产正式上市，走进
千家万户。

推动氢能全产业链发展
打造中国“绿氢之都”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
新型工业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是重点。怎样引入布局潜力大
且效益高的新兴产业，成都正在
行动。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新
三样”是个热词，具体指我国电动
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数据显
示，“新三样”去年出口增长近
30%，也是未来发展的一大方向。

而成都早已下好“先手棋”。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成都发布了
《成都市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发展规划（2023-2030年）》

《关于促进成都市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及配套实施
细则等政策措施。数据显示，
2023年上半年，成都新能源汽车
保有量达51万辆，居全国城市第
六、非限购城市第一，新能源汽
车产量4.3万辆，计划2025年产
量提升至25万辆。

在光伏领域，2023年通威集
团首次入列《财富》世界500强企
业榜单，实现四川制造业世界
500强企业“零”的突破。

在锂电池领域，比亚迪、宁
德时代等电池大厂先后牵手成
都。2023年，亿纬锂能又在成都
启动100亿元储能与动力电池项
目，这样的百亿项目在四川不断
涌现。如今，全国六分之一的动
力电池产自四川，预计到2025
年，四川动力电池产能有望达到
400吉瓦时，全产业链产值超过
5000亿元。

除了“新三样”，氢能也是成
都重点发展的未来产业。西南
地区水电、风电、光伏等可再生
资源丰富，有大量富余水电可发
展水电制氢。因此，近年来，成
都市密集出台氢能产业系列支
持政策，积极布局氢能等新型储
能新赛道，推动氢能“制储运用”
全产业链发展，打造中国“绿氢
之都”。

2023年 12月底，位于成都
市郫都区的东方氢能产业园一
期正式开园，产业园致力于构建
氢能产业生态圈、创新生态链，
形成燃料电池及制氢、储氢、加

氢、氢能综合利用企业集群，打
造中国西部氢能高端先进装备
制造产业园，为成都产业发展打
造了新增长“引擎”。

成都持续打造创新平台
加快构建梯度发展产业格局

除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
成都还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而不断搭建完善的高质量创新
平台。

据悉，今年，成都引进了106
个顶尖科技创新团队，发布了
3000多项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领
域的科技成果。此外，作为“东
数西算”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
渝国家枢纽节点，成都还积极布
局前瞻新型基础设施，形成了

“超算+智能+云计算+边缘计
算”的一体化算力支撑体系。

为了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实
现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飞跃，近
两年，成都持续打造创新平台。
天府四大实验室瞄准世界科技
前沿，聚焦新质生产力领域的方
方面面，目前已有近30项成果进
入落地转化阶段。同时，成都今
年加快构建支柱产业、新兴产
业、未来产业梯度发展的产业格
局，布局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8
个产业生态圈，围绕建设科技成
果转化中试平台等10个方面，进
一步加快推进高质量建设重大
创新平台，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初
始动能。

2024年1月初，《关于前瞻培
育未来产业构筑高质量发展新动
能的实施意见》《关于前瞻培育未
来产业的政策措施》同步出台。
成都将在前沿生物、先进能源、未
来交通、数字智能、泛在网络、新
型材料六大重点领域24条细分
赛道，以五个方面共计14条政策
措施，前瞻培育未来产业。

随后，《成都市进一步促进
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政策措施》《成都市促进卫星
互联网与卫星应用产业发展专
项政策》印发，真金白银支持企
业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孵化和助
推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Chengdu
Development

2024年政府工
作报告指出，大力
推进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加快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 。
充分发挥创新主
导作用，以科技创
新推动产业创新，
加快推进新型工
业化，提高全要素
生产率，不断塑造
发展新动能新优
势，促进社会生产
力实现新的跃升。

当前，发展新
质生产力已是重
中之重，也是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的
关键。聚焦新质
生产力，成都有何

“硬实力”？在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
过程中，成都应该
如何向“新”而行？

成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聚焦产业转型升级

“新三样”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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