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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敏

数字化就是一百年前的电气化，这个说法一
点也不夸张。

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核心的数字
经济，正加速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数
据显示，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3.9万
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42.8%。数字经济同比
名义增长7.39%，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2.76个
百分点。数字经济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
到66.45%。

不过，放眼全球，同世界数字经济大国、强国
相比，我国还存在数字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
等问题。笔者认为，只有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数字
经济才能持久地带动经济增长。各方应围绕数
字技术攻关、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以
及利用资本市场赋能三方面重点展开工作，助力
数字经济踏上高质量加速跑之路。

第一，要持续加快数字经济有关的科技攻
关，提升核心技术“含金量”，这是数字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前提。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关键数字技术

的不断突破。5G、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区
块链等新技术的快速迭代升级，为我国数字经济
的发展奠定了强劲的技术基础。以大模型技术
为例，我国已经完成备案并上线的生成式人工智
能服务大模型数量持续增长，并由单纯的语言模
型拓展至多模态模型。

然而，数字技术的竞争是全球范围的、动态
的，且在不断迭代升级。当前，我国还存在部分
领域研发和工艺制造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的情
况，需要持续在高端芯片、操作系统、工业软件、
基础材料等领域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加大研发投
入，并着力培养人才，牵住基础共性技术自主创
新的“牛鼻子”，打造数字技术高地。

第二，破解痛点打通堵点，促进数字经济与
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这是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环节。

当前，数字化正在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插上翅
膀。金融、娱乐、医疗、矿山开采、农业、交通等多

个领域积极拥抱“数字+”，实现了研发、生产、营
销等方面效率提升和价值放大，也带来了巨量的
市场机遇。

从行业来看，2023年，我国一、二、三产业的
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 10.78%、25.03%和
45.63%，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在广度和深度上，仍有持续拓展深化的空间。笔
者认为，破解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的痛点、
堵点，比如市场准入、数据隐私、数据安全等难
题，畅通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通道，将进一
步提升市场主体参与数字经济的积极性。

第三，持续推进资本市场赋能数字经济发
展，促进强链补链。数字经济的发展，包括数字
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都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
程，也是需要持续投入的过程。在早期大规模
投入开发，以及后期产品上市、大规模生产商业
化拓展时，都需要资本持续赋能。

当下，资本市场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数字经
济的发展。数据显示，A股和数字经济相关的
上市公司数量已超400余家，总市值超5万亿

元。其中，科创板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
司数量已达到239家，首发募集资金超4500亿
元，资本市场为企业投入研发进行技术攻关、市
场拓展提供了有力的融资支持。此外，监管部
门还多次发文鼓励上市公司开展强链补链方面
的并购，其中，9月24日发布的《关于深化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市场改革的意见》指出，对突破关
键核心技术的科技型企业并购重组实施“绿色
通道”。相信政策的落地，将进一步活跃数字经
济赛道，为相关企业强链补链提供支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
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以及“加快构建促进数
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
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相关政策的持续落地，
将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我们
有理由相信，在关键技术突破、应用场景市场拓
展，以及资本赋能之下，我国数字经济将实现高
质量的加速跑。

数字经济如何实现高质量加速跑

本报记者 李乔宇 徐一鸣

量子技术开启未来产业新赛道，资本已
然快速起跑。日前，国测量子科技（浙江）有
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华为旗下深圳哈
勃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股东，标
志着华为在量子技术领域再下一城。

今年上半年，多家上市公司亦通过投资
等方式加码对量子技术的布局。如中国电信
全资子公司中电信量子集团与国盾量子签订
了股份认购暨战略合作协议，拟以自有资金
认购国盾量子非公开发行股份。此外，昆仑
万维旗下昆仑资本投资了量子计算应用企业
微观纪元。

前瞻产业研究院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
量子信息投资规模达到 386亿美元，其中，中
国投资总额达150亿美元。

上市公司完善布局

作为我国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通信运营商在量子技术领域有着
较具前瞻性和较为完整的布局。中国电信董
事长柯瑞文在公司2024年中期业绩说明会上
表示，中国电信正在构建“量子+”产品体系；
构建涵盖量子密钥分发（QKD）、量子密码资
源池和量子密码管理平台的量子安全基础设
施；同时设立量子专业研究院。量子通信领
域外，中国电信还通过全资子公司中电信量
子集团携手国盾量子推出并升级“天衍”量子

计算云平台，实现“天翼云”超算能力和176比
特超导量子计算能力的融合。

光子系统因其相干时间长、不易受到环
境干扰等特性，成为量子信息处理的理想载
体，而精密光机械则是实现这些量子信息处
理任务的关键工具。必创科技子公司卓立汉
光研发推出的精密光机械相关产品在量子通
信、量子计算，以及量子测量领域都能够得到
应用。必创科技相关负责人告诉《证券日报》
记者：“未来我们还将推出具备极高探测灵敏
度的光子相机与单频激光器，用于量子科研
与技术中的相关科学实验，如冷原子、冷分子
等相关领域。”

量子技术的发展能够带来诸如量子密钥
分发（QKD）、量子随机数等正向效应，但也对
经典密码体制产生巨大冲击。为应对潜在风
险，三未信安成立了抗量子密码研究团队，跟
踪国内外抗量子密码技术动态，并研究了基
于抗量子密码算法的安全协议，包括NIST、
IETF等协议草案，尝试形成安全的、可行的混
合过渡方案。

“信安世纪始终保持着对后量子密码发
展态势的密切关注，并积极推进后量子密码
算法研究、迁移及行业融合工作。”信安世纪
相关负责人表示。

商业化进程提速

量子通信基于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
测量坍缩和不可克隆三大原理，是迄今为止

唯一被严格证明无条件安全的通信方式。
面对政务系统需求，主营业务涉足通信安全
的北信源基于公司通信产品“信源密信”推
出“信源密信（量子版）”，将量子安全技术和
信源密信自身的安全机制融合到一起。该
产品不但能够增强“信源密信”的安全性，满
足专业用户需求，还能够为公司前沿科技预
研项目组提供研发成果落地的空间和研发
实践经验。

伴随着量子技术产业链的日趋成熟，相
关企业的需求逐步提升。作为量子技术产业
链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创科技正受益于量
子技术快速发展的红利。“当前公司与量子技
术相关的订单已突破千万元。”必创科技方面
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正持续根据客户需求
定制研发迭代产品、扩充产品矩阵。随着技
术进步和市场成熟，未来量子计算有望在多
个领域实现商业化应用，公司的销售规模也
有望随着产业化进程显著提升。

三未信安方面相关负责人亦对记者透
露，目前，公司抗量子密码产品在电子政务、
证券交易等重要领域已试点运行，在抗量子
密码方面的投入已有持续回报；随着量子计
算的进一步发展、用户安全意识的提升、国家
抗量子密码标准规范的出台，抗量子密码领
域一定会成为未来商用密码新的市场蓝海。

发展空间巨大

近期，在2024年浦江创新论坛上，中国科

学院院士薛其坤对研制出量子计算机的时
点作出了相对保守的预判。他认为，至少还
需要10年到20年时间，才能研制出实用的通
用量子计算机。

部分上市公司则对量子技术逐步成熟
并实现规模化应用的时点抱有更为积极的
预期。

北信源方面相关负责人告诉《证券日报》
记者，未来 1年至 2年内，北信源计划完成更
多量子安全产品的开发和市场验证。未来 5
年内，随着量子技术的不断成熟和产业链的
不断完善，预计北信源的量子安全产品将逐
步实现规模化应用，为公司带来显著的业绩
收入增长。

“我们约定的投资回报周期是 5年。”微
观纪元创始人兼 CEO吕川告诉《证券日报》
记者。今年 2月份，微观纪元完成数千万元
Pre-A轮融资，该轮融资由合肥高投和昆仑资
本联合领投。在吕川看来，未来量子计算在
制药、材料科学、组合优化、金融和能源等领
域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有望率先实现应用。

来自波士顿咨询（BCG）的调研报告显
示，量子计算将在接下来的 25年间经历三代
发展，走向技术成熟。其中，初代量子计算将
被企业用于解决特定的实际业务和研发需
求。BCG预计，到2030年，量子计算的应用市
场规模可达 500多亿美元。还有数据显示，
2030年全球量子通信产业规模预计达到78.5
亿美元。预计到 2030年，全球量子精密测量
市场规模将增长到25.27亿美元。

量子技术引发投资潮 商业化进程正加速

本报记者 贺王娟

伴随着AI（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与算力
需求的激增，数字中心、智算中心等为AI提供算力
服务的关键基础设施正加速落地。据市场机构统
计，今年上半年，已交付的智算中心的总规模已超
去年全年的70%。

在业内人士看来，为深入推进AI产业发展，当
前算力基础设施正向智能算力方向提质升级，更
快、更智能、更绿色低碳的算力基础设施成为发展
趋势。

智算中心建设正酣

AI产业热潮之下，市场对于智能算力资源的
需求将愈发旺盛。据业内人士测算，AI算力将是
未来算力最大增量，预计未来5年有100倍增长空
间。在政策和市场的驱动下，智算中心正迎来发
展黄金期，市场预计未来智算中心算力规模及数
量都将快速增长。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近期已有多个智算
中心项目接连投产，各地正加速推进智算中心建
设。如 8月 30日，国内运营商最大单集群智算中
心——中国移动智算中心（哈尔滨）建设完成并正
式投产使用；8月28日，超芯智算“三南”人工智能
算力中心建成投产；7月 26日，“中贝合肥智算中
心”正式上线运行，该项目为安徽首家“低碳AI智
算中心”。

据悉，目前智能计算发展迅速，已成为我国算力
结构中增速最快的类型，据 IDC测算，预计到2027
年，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年度复合增长率达 33.9%。
此外在政策层面，2023年10月份，工信部等六部门
联合印发《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提
出到2025年计算力方面，算力规模超过300EFLOPS
（每秒浮点运算次数），智能算力占比达到35%。

在此背景下，各地政府及运营商都在积极加
速推进智算中心的建设速度。截至目前，已有多
个城市发布智算中心建设目标。如今年4月份，北
京市发布《北京市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
（2024—2027年）》提出，改变智算建设“小、散”局
面，集中建设一批智算单一大集群，到2025年北京
市智算供给规模达到45EFLOPS，2025—2027年根
据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需要和国家相关部署进一
步优化算力布局。

江苏发布的《江苏省算力基础设施发展专项
规划》，明确到 2025年江苏省在用总算力突破 24
百亿亿次，到 2030年超过 50百亿亿次，将建成南
京、苏州2个国家级核心算力枢纽集群。

中泰证券研报分析，目前，内蒙古、安徽、山
东、广东、浙江等地智算中心项目动态数量显著增
加。截至今年7月28日，我国智算中心已达到399
座（不含港澳台地区）。

规模化、绿色化、低碳化

庞大的算力需求离不开庞大的电力支持。市
场预计到2030年数据中心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
将成为第一“吃电”大户。随着算力需求增加及对
绿色低碳的要求不断提升，智算中心正呈现出集
群化和规模化、绿色化、低碳化的发展趋势。

秦淮数据有关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算力需求的增长将带来数据中心集群规模的持
续扩大，如单个集群规模通常需达到30兆瓦至50
兆瓦以上，其单机柜功率密度将大幅攀升，由每柜
几千瓦跃升到上百千瓦。与此同时，高算力需求
带来的高能耗将成为数据中心运营的一大挑战。
如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将
是数据中心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在集群化和规模化方面，据介绍，传统通用计
算采用的机柜单机功率相对较低，但智能计算对数
据中心规模、单机柜功率密度以及冷却方式均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以英伟达最新发布的 Blackwell
GB200 GPU异构计算为例，其单机柜功耗高达120
千瓦，相当于CPU通用计算单机柜功耗的10倍至
20倍。

在绿色低碳方面，在专业人士看来，算力、电
力作为重要的国家基础设施，实现算力、电力的双
向协同意义重大，未来推动算力、电力协同创新势
在必行。此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发布的

《数据中心绿色低碳发展专项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5年底，算力、电力双向协同机制初步形成，国
家枢纽节点新建数据中心绿电占比超过80%。

秦淮数据方面也对记者表示，目前公司在数据
中心业务选址中形成了“能源流”“数据流”和“业务
流”三流合一的原则。在从通用数据中心到智算中
心的转变过程中，公司通过不断升级弹性的建筑模
型、超融合的供电系统、高能效冷却系统等模块的
全栈解决方案，来满足市场多样化算力需求。

数字经济热潮涌动
算力中心建设如火如荼

本报记者 向炎涛

今年1月1日，财政部发布的《企业数据资
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正式实施，数据资
产化进入实操阶段。

Wind数据显示，在已披露今年上半年业
绩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中，有41家公司开展了
数据资产入表工作，入表金额总计13.63亿元。

航天宏图：以成本确定入账价值

航天宏图在今年第一季度尝“头啖汤”，将
1717.25万元数据资源以无形资产计入财务报
表。在今年半年报中，航天宏图数据资源金额
增长至3674.2万元，较第一季度增长114%。

“公司的数据资产主要来源于自主生产
的遥感数据，具体是卫星遥感影像系列数据
产品，这些数据涵盖了多种分辨率和多种类
型的雷达数据。”航天宏图有关负责人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

如何将这些数据资产计入财务报表，需
要专业的数据资源计量方法及成本归集。公
司负责人称，公司的数据资产以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成本确定其入账价值，具体包含数据
采集、处理、校正和构建数据库系统的各项人
工费、卫星资产的折旧费以及其他直接相关

成本逐月归集。
上述负责人还表示：“公司在数据产品的

形成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实质性贡献，包括
研发、运营和维护等。公司具备相关的专业
人员、技术能力及其他资源支持，这保证了数
据生产的顺利进行。同时，公司能够对相关
支出进行清晰的归集核算，最终形成可入表
的数据产品成本。公司在数据资产管理方面
具有高度的规范性和透明度，能够准确反映
数据资产的价值和成本。”

数字政通：构建数据资产评估体系

数字政通主要提供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平台业务，以及城市大数据综合运营服务业
务。今年上半年，数字政通将501.75万元数据
资源计入“开发支出”科目。

数字政通有关负责人对记者称，公司通
过系统性的梳理与评估，正在逐步完善数据
资产库。在数据资产上，数字政通深耕智慧
城市建设与运营服务20余年，积累了大量城
市数据资源。

数据资源是公司的一笔财富，但在将数
据资源资产化过程中也面临诸多挑战。“项目
中，数据治理对团队人员素质有着极高的要
求，技术人员需精通数据分析与处理技术，同

时需深刻理解政府的管理需求与业务逻辑，
确保数据治理方案既科学又实用。”该负责人
表示，公司积极构建跨学科、跨领域的复合型
人才队伍，并通过内部培训与外部合作，不断
提升团队的专业能力与综合素养。

此外，由于业务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公司
在数据确权、数据资产评估等方面还面临着
公共数据、政府资源权属的挑战，要在技术经
验的灵活性与公共数据的安全合规性做出合
理平衡。

针对数据资产评估等难题，数字政通采
取了联合探索与创新实践的路径。“目前，我
们正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数据服务资源权
属，进行场景应用包装与数据确权。”该人士
介绍，公司通过加强与数据交易中心紧密合
作，共同探索适应行业特性的评估模型，致力
于逐步构建起一套科学、公正、可操作的数据
资产评估体系，目前已取得一定成果。

佳华科技：打造数据资源管理平台

佳华科技主营业务包括智慧环保、智慧
城市及智慧双碳业务。今年第一季度，佳华
科技将数据资源计入“开发支出”科目，成为
首批数据资产入表的上市公司。截至今年上
半年，佳华科技入表的数据资源金额较第一

季度增长49.54%。
公司有关负责人对记者称，公司凭借在

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领域的深厚积累，
构建了庞大的数据资产体系。这些数据资产
涵盖了智慧环保、智慧城市、智慧双碳等多个
领域，通过公司的数据资源管理平台进行统
一管理。

“该平台不仅实现了数据的集中存储、高
效处理与智能分析，还为企业提供了数据确
权、数据治理、数据资产评估等全方位资产管
理服务，为数据资产入表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介绍，公司还结合数据治理手段，对数据质
量、安全性、隐私保护等方面进行全面管控，
提升数据资产的整体价值。

在推动数据资产入表和数据要素市场发
展的过程中，佳华科技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方面，数据资产的价值评估标准尚不统一，
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和法规体系；另一
方面，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日益凸显，需
要加强技术防范和监管力度。

为此，佳华科技有关人士表示，希望多
方合力共同推动数据要素市场的健康发
展。同时，公司也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和技
术创新力度，不断提升自身的数据管理和利
用能力，为产业数字化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
力量。

上市公司推进数据资产入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