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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强大的算力支撑，《流浪地

球 2》《深海》等电影后期渲染工作需要

多久？

答案是“可能需要 600 年”。

“后期渲染成本高、周期长，一度成

为困扰影视行业发展的痛点。”曾为影片

提供渲染服务的工作人员邹琼介绍，位

于贵州省贵安新区的超级计算中心，拥

有强大的计算能力和数据存储能力。企

业通过向中心购买算力，打破制约发展

的“瓶颈”。

算力，如同农耕文明的水力、工业时

代的电力，已成为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发

展的核心生产力。规模庞大的超级计算

中 心 ，是 国 民 经 济 发 展 的 重 要 基 础 设

施。《2021-2022 全球计算力指数评估报

告》显示，计算力指数平均每提高 1 点，

对数字经济增速将有 3.5‰的贡献，推动

国内生产总值（GDP）提升 1.8‰。

2022 年 2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

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联

合印发通知，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

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

等 8 地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和 10 个数

据中心集群。至此，全国一体化大数据

中心体系完成总体布局设计，“东数西

算”工程全面启动。

“‘东数西算’中的‘数’，指的是数

据；‘算’指的是算力，即对数据的处理能

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孙伟介

绍，我国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具备发展数

据中心、承接东部算力需求的潜力。“同

‘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一样，‘东数西

算’充分发挥我国体制优势，全国一体化

布局，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数据资源使用

效率，为西部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提供

良好契机。”

一年来，乘着“东数西算”的东风，贵

州省数据中心建设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算力产业“数字底座”愈发坚实。目

前，全省累计落地大型、超大型数据中心

18 个，服务器承载能力达到 225 万台。

贵州一省的背后，是近年来我国不

断推动以算力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算力基础设施“硬件”越来

越完善。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数据显

示，2022 年，全国算力总规模位居全球

第二，近 5 年年均增速超过 25%。

“数字底座”加速布局，也在助力弥

合城乡“数字鸿沟”，为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提供关键支撑。乡村数字基础设

施优化升级，使得数字技术贯穿农作物

耕、种、管、收等各个环节，不仅促进农业

技术革新，还推动农业经营模式发生深

刻变化。

户外电子显示屏实时更新作物温

度、湿度等数据；基地内网络数字化设备

实时监测茶叶生长情况……在贵州省普

安县地瓜镇屯上村“白叶一号”种植基

地，智慧茶园管理系统数字控制平台实

时显示传感器采集的环境数据与动态曲

线，足不出户就能轻松掌握茶园土壤条

件、空气温湿度、风速风向，以及园区设

备的运行状态记录。

截至 2022 年底，我国 5G 网络覆盖

所有县城城区，实现“村村通宽带”“县县

通 5G”。得益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下

沉”，广袤乡村正在成为数字化生产力释

放、数字经济发展的广阔“蓝海”。

算力“突围”

“数字底座”彰显竞争优势

贵州省曾是人们眼中的偏远山区，

如今已成为西部地区南下出海通道交

通枢纽、连接“一带一路”的重要门户。

不沿江、不沿海、不沿边的“三不沿”状

态正在转变为近江、近海、近边发展优

势，贵州正从群山环绕的内陆腹地走向

开放前沿。

跨越重重山海的，不只是日趋完善

的交通基础设施。“0”与“1”的跃动，为企

业走出去引进来打通了一条条“数字高

速公路”。

2020 年底，贵阳·贵安国际互联网

数据专用通道开通，打通国际互联网直

达高速链路，为园区内多家外向型企业

提供国际信息通信支撑，越洋视频会议

实现畅通无时延。

“贵州是西部大开发受益最大、发展

最快的省份之一。”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

委、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朱小丹曾多次

率队到贵州调研，他认为，国家支持贵州

在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是畅通国内国

际双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处关键

落子，将推动贵州进一步发挥西部地区

发展潜力和优势、拓展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新空间。

不久前，借助跨境电商服务平台，贵

州省望谟县一家农产品贸易企业接到一

笔来自墨西哥的订单，产自深山的桐油

和油茶籽远销海外。

西 部 陆 海 新 通 道 的 建 设 ，为 边 境

贸 易 快 速 发 展 ，提 供 更 多 可 能 。 在 数

字 经 济 的 推 动 下 ，贵 州 省 发 展 外 向 型

经 济 的 优 势 日 益 凸 显 ，“ 黔 货 出 海 ”正

当时。

面向国际市场，一大批贵州大数据

企业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自主研发

的洪水预警系统，凭借对水利、应急、交

通等行业提供精准风险研判，畅销省内

外；某企业深研智能制造和人工智能技

术，让“贵阳造”无人驾驶汽车零部件远

销海外；搭建中国最大的公路物流互联

网信息平台，建立第一张覆盖全国的货

源信息网……

当前，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如火如

荼，物流、人流、资金流、技术流高度集

聚，企业纷纷抢抓机遇，发挥大数据优势

加强与沿线地区合作，加速成长壮大。

不久前，国务院批复同意在贵州铜仁等

多地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打

造开放型经济新高地。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进入

数字时代，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

大。近年来，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地积极

探索数字贸易开放政策先行先试，数字

经济国际合作稳步推进，“数字丝绸之

路”建设成果显著。

据了解，下一步我国将加快建立多

层次的全球数字合作伙伴关系，围绕数

据跨境流动、市场准入、反垄断、数据隐

私保护等重大问题探索建立治理规则，

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

经济发展合作，搭建高质量数字经济交

流 平 台 ，促 进 我 国 数 字 领 域 在 更 大 范

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实现高水平对

外开放。

（本版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云上“丝路”

内陆腹地走向开放前沿

形 似 麻 花 辫 、细 如 头 发 丝 ，由 10

股 铜 合 金 丝 绞 制 而 成 的“ 麻 花 针 ”，是

航 天 器 核 心 部 件 之 一 ，广 泛 应 用 于 神

舟 飞 船 、探 月 工 程 等 航 空 航 天 领 域 。

平均每天有 30 余万根“麻花针”，在贵

州 一 家 航 天 电 器 企 业 的 智 能 化 车 间

里完成生产。

随着贵州省大数据产业的发展，该

企业将大数据应用于“麻花针”的生产和

检测，产品月产量增长 5 倍，整体合格率

由 80%提升至 95%以上，企业从“制”造

走向“智”造。

“麻花针”智造升级，是贵州省加快

推进大数据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缩影。

近年来，当地先后启动“百企引领”“千企

改造”“万企融合”等专项行动，加速推进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助力数字经

济和实体经济融合。

此外，贵州省还将大数据应用于企

业金融服务领域，助力中小企业解决融

资难等问题。贵州省大数据综合金融

服务平台上线半年多以来，帮助 5000 余

户中小企业解决近 7000 笔融资，还打造

了上百家企业组成的“服务队”，为中小

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会诊”服务和对症

“药方”。

中小企业是国家产业供应链体系

的 重 要 一 环 ，没 有 中 小 企 业 数 字 化 的

“ 共 同 富 裕 ”，就 不 可 能 有 数 字 经 济 的

全 面 发 展 。 据 统 计 ，2022 年 ，我 国 启

动 财 政 支 持 中 小 企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试

点 ，遴 选 98 个 数 字 化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

支 持 2000 余 家 试 点 企 业 进 行 数 字 化

转型。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从 中 央 到 地 方

一系列政策举措陆续出台，我国“数实

融 合 ”不 断 走 深 走 实 。 一 批 具 有 国 际

竞 争 力 的 数 字 产 业 高 地 、数 字 产 业 集

聚区和数字产业集群，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从弱到强，一批独具特色的数字

产业集群初步形成。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 发 展 研 究 院 统 计 显 示 ，我 国 25 个 先

进制造业集群中，6 成以上的主导方向

是数字经济。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数字经济发展

指明方向：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

业集群。不少专家解读，数字产业集群

可以发挥专业化分工、产业间协同合作

效应，有效降低创新和交易成本，优化

配置并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在推动

数字产业内部互联互通、融合发展的同

时，有力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

作为贵州省发展大数据产业的“主

战场”，贵安新区将加快打造数据中心、

智能终端、数据应用 3 个千亿级主导产

业集群，提升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整体竞

争力。预计到 2025 年，产业集群年总产

值将突破 3500 亿元。

弯道超车

“数实融合”助力产业升级

曾经，云遮雾绕的秀美风景是贵州文旅的“金名片”。而今，“云上贵州”有了崭新含义。

作为全国首个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省数字经济增速连续 7年排名全国第一，以一域之

实践彰显“数字中国”的巨大成果。2022年初，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上闯新路的意见》，赋予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的战略定位。

数据，被称为数字经济时代的“石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

点。”习主席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

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推动制造业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建设制造强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党的十八大以来，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蹄疾步稳，不断丰富的数据资源、持续夯实的数

据“底座”，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组建国家数据局，将进一

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发挥数字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从贵州放眼全国，伴随着数字经济的“换挡提速”，国民经济“双循环”加速畅通，一幅数字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恢宏图卷正在徐徐铺展。

在贵州省雷山县丹江镇干皎村，电

子商务服务站点负责人余玉龙正在打理

自家网店，借助电商平台推动“黔货出

山”。

工作人员在贵州贵安新区数据中心

机房内巡检。

在“一码贵州”智慧商务大数据平

台，工作人员查看实时显示的大数据系

统。

作为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贵州持续深化打造

“一张网”、汇聚“一朵云”，推动大数据与工业、农业、服务业

等融合发展。以大数据、5G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正在悄然

改变贵州。

数字引擎赋 能数字引擎赋 能““ 双循环双循环””
——从贵州省聚力发展数字经济看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从贵州省聚力发展数字经济看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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