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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院院士大会特稿：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铨谈我国信息技术现状 

 

(2006-06-07 09:21:43)

规模世界第二 但仍受制于人 

    科学时报北京6月6日讯（记者保婷婷 王学健）“随着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应用的普及，信息产业已成为我国的支柱

产业，其规模已居世界第二位，但产业大而不强，需尽快改变我

国信息产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邬贺

铨院士在中国工程院第八次院士大会期间举办的“创新与发展”

学术报告会上表示，要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目标，把掌握装备制

造业和信息产业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

突破口。  

    邬贺铨院士谈到，虽然我国信息技术的总体水平与国际先进

水平仍有不少差距，但近年来我国在一些有较大影响的关键信息

技术领域有了可喜的突破。在先进集成电路芯片与光电子器件、高性能计算机与软件、下一代互联网与信息安全、第三代

移动通信与无线通信、数字电视与音视频编码，信息技术在产业中应用等六方面均有创新。  

    邬贺铨院士介绍说，在微电子技术方面，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集成电路（IC）市场，但目前国内市场自给率不到

25%，尤其是在代表IC水平的计算机中央处理器（CPU）方面，国内的技术差距更大。近年来我国微电子取得关键技术的突

破，成功开发出863众志、龙芯等CPU。可喜的是以64位通用高性能CPU为代表，以龙芯为例，相同主频下龙芯2的性能已经

明显超过奔腾二，龙芯2E则相当于奔腾四的水平，但在自主产权的核心技术方面仍然落后国际先进水平几年。计算机模型/

仿真与理论研究和实验并列为分析复杂系统的三大支柱，高性能计算越来越受到重视，目前代表国际水平的是2005年IBM研

制的367万亿次/秒大规模并行机“蓝色基因”，我国近年来出现了神威、银河、曙光、深腾等知名产品，在全球超级计算

机TOP500的排名中，2004年曙光4000A排名第10，中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第三个能制造和应用十万亿次级商用高性能计

算机的国家。  

    随着计算机的发展，软件变得越来越复杂，2002年全球软件产业为7000亿美元，中国仅占1.91%，在中国市场的系统软

件中，国外品牌占95.3%。邬贺铨院士谈到，目前这一状况有所改变，我国中文处理软件保持国际领先，自行开发了服务器

操作系统，实现了桌面Linux操作系统的基本功能，国产Office办公软件产品取得进步，但应用软件的开发和移植不足。今

后电子政务的推开和开放源代码将为我国软件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邬贺铨院士表示，作为近代科技革命重要标志的信息技术发展方兴未艾，正在渗透到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信息技术成为新一轮竞争的重要手段，信息化对我国来说也是难得的机遇，正视在信息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差距，加大

自主创新力度，大力发展信息产业并重视推动信息技术在产业的应用，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来源：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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