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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下旬，全國工業和信
息化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次會議
提出， 「2024年要推動信息通信業高
質量發展。推進5G、千兆光網規模部
署，加快布局智能算力設施，加強6G
預研。」 幾乎同一時間，我國6G推進
組首次對外發布了6G核心方案。

很顯然，6G商用的腳步已經離我
們越來越近。在 「十四五」 規劃和
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都明確提出
提前布局6G網絡技術儲備。

「數字孿生」普及萬物皆可推演
眾所周知，6G商用後將帶來更多

的智能應用，市場規模也將遠超5G，
從而助力我國新基建、數字產業化和
產業數字化等戰略落地。有專家表
示，6G最重要的特徵就是人工智能內
生網絡，國際電信聯盟已對6G的業務
場景做出了定義，生成式人工智能在
6G技術的沉浸式通信中將發揮重要作
用，為構建全息通信、數字孿生等提
供關鍵技術能力，萬物皆可推演。

企業競建大模型算力需求增320%
工信部賽迪研究院發布研究報告

預測， 「到2024年年底，我國將有
5%-8%的企業大模型參數從千億級
躍升至萬億級，算力需求增速會達到
320%。」 目前，我國參數規模達到萬
億級別以上的大模型企業已有五家，
人工智能大模型賦能千行百業的速度
也在不斷提升。

2023年初，中共中央、國務院印
發的《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
明確提出， 「要全面賦能經濟社會發
展，包括做強做優做大數字經濟、發
展高效協同的數字政務、打造自

信繁榮的數字文化、構建普惠便捷的
數字社會、建設綠色智慧的數字生態
文明。」 顯而易見，從人工智能、元
宇宙、機器人，到6G技術、算力發
展，我國已在多項前沿技術領域跑出
「加速度」 ，中國邁向數字經濟的發

展步伐越來越快。
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也稱大科

學裝置，其能夠提供探索未知世界、
發現自然規律、實現科技變革的能
力，是為高水平研究活動提供長期運
行服務、具有較大國際影響力的國家
公共設施。在基礎科學領域的大項目
進展方面，HEPS由中國科學院、北京
市共建懷柔科學城的核心裝置，由中
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承擔建設，
其儲存環為超低發射度電子環形加速
器，束流軌道周長約1360.4米，是世
界上第三大的光源加速器、中國第一
大加速器。2024年建成後，HEPS將
成為中國首台高能量同步輻射光源，
也是世界上亮度最高的第四代同步輻
射光源之一，將有助於更深層
次解析物質微觀結構和演
化機制。

國產大科學裝置 發射地球最亮光束
6G研發牽手AI 智聯萬物提升科創算力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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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之 大國重器

工信部最新印發
的《人形機器人創新

發展指導意見》明確提出，到2025
年，初步建立 「人形機器人」 創新體
系， 「大腦、小腦、肢體」 等
一批關鍵技術取得突破，整機
產品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並實
現批量生產。有業界機構預
計，2024年人形機器人將迎來
規模商業化元年，而智能製造
或將成為人形機器人大規模應
用的領域。

2023年以來，人形機器人
領域產品數量陡增。比如，小

鵬在發布了人形機器人產品，具備很強
的行走能力及雙臂協作能力；宇樹科技
也發布了國內首台能跑的通用人形機器
人，零售價在幾十萬人民幣以內；傅利

葉則發布了具有自適應平衡算法、自研
一體化執行器的人形機器人產品。

根據中國發展 「人形機器人」 的路
線圖，到2025年，人形機器人創新體

系初步建立，整機產品達到國
際先進水平，並實現批量生
產；到2027年，人形機器人
技術創新能力顯著提升，產業
加速實現規模化發展。有業界
機構預測認為，人形機器人供
給側有望率先繁榮，智能製造
或將成為人形機器人大規模應
用的領域，家庭服務將成為最
具潛力的應用場景之一。

潛力無限

人形機器人商業應用大展拳腳

2023年7月，隨
着最後一塊屋面混凝

土澆築完成，全球容量最大超重力離心
模擬與實驗裝置的實驗大樓在杭州正式
結頂。自此，施工規模達到8個網球場
大小、包含三個巨大天坑的超重力場大
設施實驗大樓初現雛形。這意味着我國
超重力領域基礎科研的 「國之重器」 取
得了重要進展。

這套超重力實驗裝置包含模型機、
重載機、高速機三台離心機以及相關機
載裝置。其中，核心裝置離心機就像是
巨人用兩個手臂拎着兩個大吊籃飛速旋
轉，旋轉產生的超重力場會對吊籃裏的
物體產生時空壓縮。有了它，科研人員
就可以在實驗室裏，模擬 「一眼萬年」
或者 「一步千里」 的效果。

有了超重力效應賦予的壓縮時空能
力，許多高難度課題研究就成為可能。
這套裝置設計的6座超重力實驗艙，將
分別開展邊坡與高壩、巖土地震工程、

深海工程、深地工程與環境、地質過
程、材料製備等6個領域的科學研究。

據了解，超重力實驗大樓將於
2024年通過竣工驗收、投入使用。隨着
後續建築內相關設備的建成投用，今後
這裏將為全球超重力實驗提供品質最高
的超重力場，成為全球容量最大、應用
範圍最廣的超重力多學科開放共享實驗
平台，我國在相關領域的研究也將實現
從跟跑、並跑到領跑的跨越。

C919 「展翅」 、
巨輪出海、神舟飛船

奔赴 「天宮」 、長征系列運載火箭刷新
發射紀錄、 「中國天眼」 「人造太陽」
探秘未知世界……2023年，我國科技創
新不斷實現新的突破，一個個 「大國重
器」 驚艷亮相。伴隨國家不斷向 「科技
強國」 挺進的步伐，每一個中國人的自
豪感與自信心也都油然升騰。

在神州十七號發射現場，大公報記
者親眼見證了夾道歡迎出征隊伍的市民
百姓。無論是古稀老人，還是幼小學
童，他們都在清晨凜冽的寒風中大聲呼
喊，為航天員加油鼓勁。那一刻，我們
真切地感到，飛騰上天的不僅有航天員
的身體，更有每一顆滾燙火熱的中國
心。

在廣西防城港，大公報記者同樣親
歷了中國西部地區首台 「華龍一號」 核

電機組168小時試運行試驗圓滿完成的
激動瞬間。這標誌着 「華龍一號」 真正
擁有了一顆 「中國心」 ──由中國完全
自主研發的核電神經中樞 「和睦系
統」 。

曾幾何時，九天攬月、踏波逐浪，
還是中國人不敢奢求的夢想。如今，經
過一代代人接續不斷的奮鬥，中國已經
在諸多前沿科技領域走進第一梯隊，甚
至佔據領軍者角色。此前公布的《國家
創新指數報告2022-2023》即顯示，中
國創新能力綜合排名已經上升至第10
位，中國正向創新型國家前列進一步邁
進。儘管如此，我們仍應清醒地看到，
距離築牢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根基的期
待仍有很大差距，中國的科研人員要甘
坐 「冷板櫈」 ，敢啃 「硬骨頭」 ，拿出
「硬成果」 ，加快突破核心技術，推動
基礎研究成果加快實現應用轉化。

記者手記

中國心伴中國造躍升

超重力實驗機 一眼萬年壓縮時空
科研利器

2024年備受矚目的四款強軍重器

單位：百億億次浮點運算／秒（EFLOPS）

資料來源：前瞻經濟學人

▲當AI遇上新能源車技術，將迸發巨
大商業價值。 新華社

▶在海軍艦載機訓
練基地停機坪，殲
35以摺疊翼形態停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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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杭州全球數字貿易博覽會匯聚800多家數字貿易企
業，有100多項 「數字新品」 首發首秀首展，預示萬物智聯
新模式。圖為參觀者在觀看腔鏡手術機器人。 新華社

轟20隱身戰略轟炸機
•轟20隱身戰略轟炸機是我國自主研發的第二代戰略轟炸機，也
是我國自主研發的最先進戰略轟炸機，航程一般可以達到8500
公里，最大航程甚至可以高達10000公里以上。

096核潛艇
•096核潛艇是我國自主研
發的第三代核潛艇，也是
我國自主研發的最先進核
潛艇。096核潛艇屬於攻擊
型核潛艇，其主要任務是
進行水下攻擊和偵察，由
於其具有強大的攻擊能
力，它可以在敵方海域進
行巡邏和偵察，並對敵方
目標進行打擊。

福建號航母
•福建號航母是我國自主研發的第三艘航
空母艦，也是我國最先進的航空母艦。它
採用了最先進的艦載設備和武器系統，具
有更高的航速、更廣的飛行甲板和更強的
作戰能力。福建號航母配置了電磁彈射技
術，平均日出艦載機可達100架次。

殲35隱身艦載機
•殲35隱身艦載機是我
國自主研發的第五代戰
鬥機，也是我國最先進
的戰鬥機之一。它採用
了最先進的隱身技術和
航空技術，外形和機體
結構都是優化過後的全
新設計，這使得機體的
機動性和穩定性更強。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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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重力離心模型與實驗裝置為科研帶
來無限可能。

互聯網
53.27%
服務
17.8%
政府
8.67%
教育
4.00%
金融
3.67%
其他
12.59%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中國智能算力規模預測中國智能算力規模預測

268268..00
427427..00

640640..77

922922..88

12711271..44

資料來源：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

智能算力
應用分布

▲國產大科學裝置高能同步輻射光源
（HEPS）是解析物質微觀結構的利
器。

當歷史指針擺入2024，一個在高新科技領域日新月異的中國將展
現世界面前。根據國家發改委、科技部、工信部等多部委開列的
「2024年度重點任務清單」 ，中國將在6G研發、智能算力、人形機器
人、量子信息等多個前沿科技領域搶灘布局，並有重大階段性成果產
出。基礎研究方面，國產大科學裝置高能同步輻射光源（HEPS）有
望於2024年發射第一束地球最亮光束。與此同時，6G研發將攜手AI技
術加快構建智聯萬物網，提升科創算力，AI大模型賦能千行百業不斷
提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