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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数字经济呈现哪些

新趋势，有哪些机遇和挑战？4

月22日，2021首期科创中国@

重庆双月论坛在重庆建筑科技

职业学院举行。论坛上，中国

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谭

建荣，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重

庆大学自动化学院院长宋永

端，重庆吉芯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健安，重庆金康赛力斯

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工程设计

院院长助理石荡赫等院士专家

作了精彩分享。

2021首期科创中国@重庆双月论坛举行

院士专家共话数字经济发展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见习记者 张凌漪

当天，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
机械工程及自动化系主任谭建荣作了
《数字经济与数字转型——关键技术
与发展趋势》的主旨报告。

他认为，数字经济的内涵是经济
环境、经济活动的变化，在其发展中，
有三个法则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一
是梅特卡夫法则，网络的价值等于其
节点数的平方。二是摩尔定律，计算
机硅芯片处理能力每18个月翻一番，
而价格下降一半。三是达维多定律，
进入市场的第一代产品能自动获得
50%的市场份额，所以任何企业在本
产业中必须第一个淘汰自己的产品。

他表示，目前，业界一般把数字经
济分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两大

部分，而他特别强调了数字产业化的
重要性。

“数字经济靠什么？靠数字产
品。没有产品，数字经济就是‘空中楼
阁’。所以，发展数字经济，一定是以
实体经济为基础。”他说。

谭建荣表示，数字产业如何发
展，有几个关键问题要解决。第一是
数字资源的来源与拓展，比如现在很
多地方搞大数据产业的积极性非常
高，但是数据资源还需要拓展。第二
是数字人才的引进与培养，数字产品
是高技术，专业人才起到非常重要的
作用。第三是数字硬件的构建与维
护。硬件不仅仅指芯片，很多行业都
有短板。第四就是数字平台的构建。

谭建荣：

没有产品的数字经济是空中楼阁

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6.2%。
预计到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将
达到65万亿元。数字经济发展为中国
提供了“弯道超车”，甚至“换道超车”
的战略机遇。

对此，重庆吉芯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健安认为，剖开“新基建”的内
核就会发现，其蕴含着“芯基建”的机
遇，而5G和大数据是国产芯片机遇
最大的领域。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 12月 9
日，中国芯片设计企业已达到2218
家，比2019年增加438家。然而，国
内高端芯片还面临诸多困境：2020年
中国集成电路行业销售为3819亿元，
占全球集成电路产品销售收入的
13%，但国产芯片中，高端芯片贡献产

值不高；研发投入严重不足，国内仅部
分头部企业研发投入占比超过20%；
芯片行业从业人才匮乏。

王健安表示，高端芯片研发投入
大、周期长、技术门槛高、风险大，其发
展需要国家、地方政府、资本、企业和
高校的有机整合。

同时，王建安对地方政府发展集
成电路提出四点建议：一是要根据自
身能力和优势精确定位，聚焦产业方
向持续深耕；二是要结合各地集成电
路引进的经验和教训，完善尽调流
程，引入企业形成共振；三是要依托
本土优势企业，引领产业发展，并不
断拓展产业链，发展好国有企业、高
校和科研机构的联合创新能力；四是
要对集成电路的发展抱有耐心，给予
长期的政策支持。

王健安：

“新基建”蕴含“芯基建”机遇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重庆大学自
动化学院院长宋永端以《人工智能驱动
下的数字经济》为题作报告。他表示，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已经
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将会改变
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据介绍，当前，全球数字经济平均
名义增速为5.4%，高于同期全球GDP
名义增速3.1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已成
为拉动经济增长，缓解经济下行压力，
带动经济复苏的关键抓手。

他表示，数字经济本质上是利用数
字信息作为基础进行的经济活动，但具
体到发展数字经济，离不开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

“人工智能将引领人类第四次工

业革命——智能化。”宋永端称，在
数字经济中，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迅
速，语音识别和计算机视觉已成为
国内人工智能市场最成熟的两个领
域。

自2015年开始，中国人工智能产
业规模逐年上升。数据显示，2015年
到 2018 年，其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54.6%，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约 36%）。
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市场规模
已达到415.5亿元，其中应用层人工智
能企业占比最高，达到75.2%。

“人工智能开始走向软硬结合的
3.0时代。”宋永端说，在这过程中，基于
网络的群体智能已经萌芽，跨媒体推理
已经兴起，无人系统得到了迅速发展。

宋永端：

人工智能将引领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

“当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发展日新月异。”重庆金康赛力斯新能
源汽车有限公司工程设计院院长助理
石荡赫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汽车
行业也正在经历深刻变革。未来，汽车
行业将完成从“代步车”到“智能移动第
三空间”的转化。

在石荡赫看来，完成这一转化，要
通过数字化升级转型和智能升级转型。

“汽车产业将因为数字化升级与其
他行业产生更深度的融合，取长补短、协
同发展成为其新趋势。”在他看来，数字
化升级将使很多传统模式发生变化，比如
疫情对线下业务冲击巨大，加速了汽车产
业数字化转型。现在客户看车不一定要
去实体店，直接通过VR展示台即可远
程看车，相信未来还可实现远程试驾。

另外，数字化升级会使服务模式发
生变化。一是移动出行服务，“共享服
务”可能会改变很多人的生活，未来年
轻人可能不会“买车”而是“租车”。二
是OTA（空中下载技术）升级，未来汽车
软件可在线持续更新，每几个月就可升级
一次，汽车行业也将从以“硬件”为主要盈
利来源变为以“软件”为主要盈利来源。

汽车产业智能化升级主要聚焦产
品、制造、营销和服务四个方面。他表
示，未来的汽车可以自动接驾、刷脸识
别、信息无缝流转、人—车—路协同、自
主泊车入库、自动充电、车家联动等。汽
车制造也将从“千车一面”到“千车千面”，
实现以用户为中心的柔性智能制造。“汽
车将成为一个移动的机器人，或者更专
业的说法叫‘智能移动第三空间’，为用
户提供全场景、主动式、情感化服务。”

石荡赫：

未来汽车将成为“移动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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