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看点
积极有序适度超前部署

随着ChatGPT引发的人工智能
变革，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度与未
来规划也备受关注。

有关分析认为，构成AI能力所
不可或缺的大、小数据需要依赖各
种物联通信技术实现传输，也是未
来数字基建的关键技术， 亟待提
速。在刚刚结束的AWE�2023上，爱
联科技就发布了首款WiFi7模组，
其为物联网下一代应用铺就了新
的高速公路。

据 爱 联 科 技 总 经 理 白 浪 介
绍，该WiFi7模组性能强劲，具有
超高速率、高稳定性、分频竞争和
远近距离无缝自 动 切 换 等 行 业
领先优势 ，可广泛应用于超高清
电视、智能投影、笔记本计算机、通
信设备、AR/VR和其他智能家居等
领域。

5G时代下，物联网无线通信朝着
更快、更强、更集成的技术路线持续
演进，本次AWE�2023上包含爱联科
技在内的物联网通信企业推出的大
量新品也展示出了这种技术演进的
阶段性成果，也显示了国内在该领域
正在“加速跑”。

工信部原部长李毅表示，当前我
国工业互联网产业发展迅速，但总量
还不够大，仍处于成长期，在核心产

业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 他提
出，应积极有序并可适度超前推进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

对“适度超前”，国家发改委创
新和高技术发展司负责人孙伟也
透露 ， 确有适度超前部署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的计划， 具体包括加
快光纤网络扩容提速、5G商用部署
和规模应用，深入实施“东数西算”
工程等。

在智能算力出现瓶颈的背景
下， 以华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企业
在算力建设这一赛道已经开始布
局。2月13日， 由北京市门头沟区政
府联合中关村发展集团、 华为公司
全力打造的北京昇腾人工智能计算
中心在北京点亮。 该中心将采用市
场化运营方式，持续释放硬件算力，
加速人工智能企业创新应用和模型
孵化。

“在数字经济再生产过程中，数
字经济的核心算力也是一种生产要
素，与土地、资本、劳动力一样重要，
甚至在某些环节来说更加重要。我
国部分算力目前属于供给小于需求
的时期， 需要将其作为数字经济的
核心进行再造和充分应用。”北京工
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分
析称。

产业机遇
创造巨大投资需求与产业进化需求

360集团董事长兼CEO周鸿祎认
为， 新基建本身的意义在于背后产
业、经济、政府、社会和整个国家治理
的数字化，从而推动整个国家从信息
化阶段走向全面数字化。

此外，发展数字基建还有扩大内
需、创造新供给、确保经济安全等重
大意义。

首先， 发展数字基建有利于扩
大内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新冠
肺炎疫情是对数字技术和数字经
济的压力测试，让各行各业充分认
识到必须拓展线上生产经营活动，
生产者、消费者也都更加适应以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依托，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市场空间与商业模
式，疫情中培养出来的消费需求和
消费习惯对数字基建形成了强烈
需求。

同时，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加速演变背景下， 数字
基建还将拥有巨大的投资需求 、
产业迭代需求与不断升级的消费
市场连接起来， 能有效推动经济
社会数字化转型以及在此基础上
的消费升级； 数字基建支撑的平
台载体可以高效拓展生产经营活

动空间与市场空间 ， 有利于破除
传统经济活动中生产要素跨境 、
跨地区流动的壁垒。

其次，发展数字基建有利于创造
新供给。当前，我国数字经济面临着
从消费互联网、信息互联网升级为产
业互联网、物联网的新阶段，后者需
要强大的通信能力和计算能力作为
支撑。

再次， 发展数字基建有利于加
速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的赋能，更
好实现数据生产要素价值、畅通现
代物流体系、推动现代商业模式发
展，从而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市场
需求的适配性， 形成需求牵引供
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
平衡。

发展数字基建有利于确保经济
安全 。在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
定性明显增强的背景下，我们只有
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有充分的自
主权 、掌控力，才能避免因国际循
环上某个节点中断或迟滞而“停
摆”， 建立起总体上不受制于外部
因素的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国内循
环畅通，并确保在极端情况下也能
够做到自我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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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是指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高
科技为核心驱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区别于铁路、公路、机场、港口、水
电、房地产等以重资产投入为主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基建

名词解释

作为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依托，信息技术目前仍在不断创新
和优化，尤其是以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更新速
度快、迭代周期短，建设、运营、管理和维护等都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与此同
时，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具有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慢等特点，
投资不确定性较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

疏堵方案：为充分激发市场和民间的投资活力，政府需要消除这些领
域发展的政策体制障碍，为投资者提供稳定的市场预期。例如，要解决相关
领域的管理、准入、标准、资源配置等问题。又如，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条件
下，是否可以鼓励参建企业利用数字基础设施运行形成的数据资源开发增
值服务，探索除政府采购服务以外的收入来源等。

堵点一：资金需求量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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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农村地区建设5G基站9129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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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7亿

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效用的发挥， 需要持续平稳运行的应用场景。当
前，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应用场景仍然不多，盈利模式和投资回
报周期均不确定。以卫星互联网为例，其运营模式、商业模式等尚处于探
索阶段。与5G适配的AR、VR、无人驾驶等相关应用仍然较少。

疏堵方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很多是通
过技术迭代式创新成长起来的， 这决定了很多通用目的信息技术向数字基
础设施形态演进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试错纠错的过程。在发展初期，应该鼓
励不同技术路线、不同建设运营模式的公平竞争，但要注意适度投入，避免
技术更新造成浪费。

堵点二：基础设施亟须拓展应用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