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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芯片领域突围 李国杰：龙芯CPU优势在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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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  

    ９月１３日，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承担的国家８６３计划项目――龙芯２号增强型处理器芯片设计（即

龙芯２Ｅ）通过专家验收。这是目前世界上除美国、日本产品之外性能最高的通用处理器，性能达到了中档奔腾４的水

平，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龙芯系列芯片、曙光系列高性能计算机，都是中科院计算所的主打产品。今年正逢计算所建所５０周年，抚今追

昔，“当家人”李国杰院士百感交集。  

    “５０年的历程用一句话总结，计算所作为国立研究所，永远都要起骨干和引领作用。”  

    “像曙光高性能计算机，你找一般的企业做，开始他或者没有能力，或者说用户不愿意用国产的高端计算机，可

能不愿意做，但是对国家来讲，高性能计算机与信息安全、国防安全密切相关，这是国家的战略需求，这样的事情我们必

须做。”  

    “在做曙光１号之前，国内做１台机器需要七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可是８年前设计的东西８年以后基本上过时

了，根本没有办法推广。我们研制曙光１号，只花了１年的时间，国家投入２００万元，省时又省钱，但更重要的是由此

探索出一条在新的开放环境下怎么研制计算机的新路。后来我们又做曙光１０００大规模的并行机，也做了集群系统，所

有这些都是第一个做的，第一个做了以后就引领计算机界的很多人一起来做。”  

    “再拿ＣＰＵ芯片来说，计算所没做芯片的时候，很多声音都说这件事太难了，中国人没能力做。我们用事实证

明，中国人能够在专利丛生的通用芯片领域杀出一条血路，找到生存发展的空间。”  

 

    9月13日，中国科学家在北京宣布研制成功新一代通用中央处理器芯片——龙芯２Ｅ，性能达到了中档

奔腾Ⅳ处理器的水平。龙芯２Ｅ包含４７００万个晶体管、面积约两个拇指盖大小、功耗在３至８瓦范围内。这

是工作人员在展示龙芯２Ｅ。 新华社记者 李斌摄  

    “那么，龙芯ＣＰＵ有什么优势呢？”李国杰接着说，“龙芯的功耗只有一般芯片的１／１０，用龙芯做的计算

机当然就节能。我们做过一个测试，每天上班的时候，计算所有１０００多台计算机在工作，但ＣＰＵ的实际利用率不到

１０％，９０％的ＣＰＵ都闲着。如果换一种思路，把ＣＰＵ和存储器分别集中管理，提供计算能力服务，也能完成任

务，也就是用更少的计算资源做完同样的事情，这不就大大降低了成本吗？现在计算所有一批人在做能力服务器，就是把

计算能力、存储能力、通信能力放在后台上，把信息化搞得像供电一样，用户需要什么能力，就给提供什么能力，一个单

位需要多少能力就购买多少能力的服务器。这是一种新的体系结构、新的思路，也是一种原理性的创新。”  



    “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计算所要做低能耗、低成本的信息技术产品。现在，我们与其他单位合作，先

后开发了基于龙芯系列的多种应用系统，包括低成本电脑、第二代机顶盒等，在包括政府办公、数字电视、农村信息化、

工业控制等领域展开了试点应用。我们朝这个方向走，将会使整个国家的信息化成本大大降低。”  

    “这几年计算所做龙芯和曙光机的过程，也是逐步明确自身定位的过程。”李国杰强调，“作为国立研究机构，

计算所不能跟企业抢饭碗，企业做得很好的事情，计算所不做。我们做的是三性研究，也就是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的

研究。商品化的开发、产品性的开发，让企业去做。”  

    他举例说，现在计算所有一个系统结构研究部，这个部和曙光公司的责任分得很清楚。比如说，计算所要研制曙

光５０００，里面有很多创新，包括芯片和体系结构的创新，曙光公司就要分析，在曙光５０００的原型中，哪些技术是

特有的，哪些技术是可以产品化的，根据市场的需求选择计算所的技术，做出满足市场需要的新产品。“我们常常讲成果

转化，希望研究的某项技术尽快转化成有竞争力的市场产品，但实际上真正成功的技术转移多数是企业根据自己定义的产

品需求到研究所来找合适的关键技术。”  

    “计算所的引领和骨干作用，就是体现在能够为国家解决科技方面的一些重大、核心问题。”李国杰最后说，

“我们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里面都做到最顶尖，但是在我们重点选择的几个领域里，完全有可能做到世界一流，完全可以

跨越发展。”  

    人物简介  

    李国杰，中国工程院院士，１９４３年生。先后主持研制成功曙光１号并行计算机和曙光系列高性能计算机，领

导研制成功龙芯系列ＣＰＵ；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

等奖励。２０００年至今，任中科院计算所所长。  

  看得远 做得好（短评）  

    龙芯芯片，不过一张普通邮票大小，曙光计算机，看上去像几排大铁柜子，在常人看来，它们一点儿也不起眼。  

    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随口就把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叫成中科院计算机所，以为那里就是造计算机的。外行瞧

不出里头的热闹，其实计算技术是一门大的学科，包括造计算机的理论和技术，还包括算法、软件和应用，类似龙芯和曙

光计算机等产品只是计算技术的结果。  

    有识之士感慨，５０年前计算所成立的时候，计算机还很少，当时能取名计算技术研究所，而没叫计算机所，真

是高瞻远瞩。  

    正是有５０年前的高瞻远瞩，这个国立科研机构才没有变成一家造计算机的公司，正是有５０年的高瞻远瞩，她

越来越成为中国计算机界的“龙头、源头和领头雁”。龙芯、曙光，做了一代又一代，一代更比一代强。还有下一代互联

网关键技术、数字化与多媒体乃至大规模网络信息技术正在孕育。  

    然而，现实中曲太高难免和者寡。站得高看得远的人当然应受褒奖，能够跟着他们干的人更得好好表扬。比如最

初做曙光计算机的一帮人，十余年甘坐冷板凳，能下硬功夫，敢干，苦干，实干，巧干，最终厚积薄发，成就惊世伟业。  

    许多计算机界的同行说“中科院计算所看得远、做得到、做得好”，纵观龙芯、曙光的创新，科技工作者眼高手

不低、眼到手也到的本事让人眼前一亮。(武卫政) 

      中国研发成功"龙芯2E" 性能达到奔腾4水平 

    新华网 包含４７００万个晶体管、面积约两个拇指盖大小、功耗在３瓦至８瓦范围内……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技

术研究所承担的国家８６３计划项目“龙芯２号增强型处理器芯片设计”（即龙芯２Ｅ），１３日在此间通过专家验收。

验收专家们认为龙芯２Ｅ在单处理器设计方面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ＣＰＵ芯片。>>>点击详细  

      计算所：计算机技术可能推倒重来 龙芯3将达16核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语出惊人：迄今为止也只有5%左右的人拥有PC，完全有可能重新考虑、设计更合理的计算

机，来满足大众的真正需求。“我们完全有可能推倒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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