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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谭伦 福州报道

在数字中国建设的浪潮下，

我国数据要素市场正在迈入发展

新阶段。

5月23日，第七届数字中国建

设峰会在福州举办。作为国家数

据局正式揭牌后举行的首届峰会，

本届峰会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高度聚

焦我国当前数据要素产业发展。

《中国经营报》记者在会上获悉，

2023 年，我国数据要素市场日趋

活跃，数据生产总量达32.85泽字

节（ZB），同比增长22.4%。

具体来看，5G、AI、物联网技

术的创新发展及智能设备的规模

应用，推动了数据生产规模快速增

长。2023 年，全国数据存储总量

为 1.73ZB，生产总量中 2.9%的数

据被保存。

“以人工智能为例，中国10亿

参数规模以上的大模型数量已经

超过100个，行业大模型深度赋能

电子信息、医疗、交通、金融等领

域，形成了上百种应用模式，赋能

千行百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在会

上透露。

同时，国家数据局在大会期间

发布《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

（2023年）》，首度披露了我国数据

资源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报

告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产—存—

算”规模优势基本形成，数据“供—

流—用”各环节主体逐渐丰富，海

量数据和丰富场景优势潜力亟须

释放，数据资源管理和利用整体处

于起步阶段。

此外，记者注意到，在本次大会

上，24家数据交易机构联合发布了

《数据交易机构互认互通倡议》。

出席现场的多家数据产业链厂商

负责人向记者一致表示，这对于提

高数据流通和交易效率，吸引各

类金融主体、数据商参与数字流通

交易，推动构建统一开放、活跃高

效的数据要素市场具有重要价值。

数据要素资产化加速 价值释放挑战待解

奥芯明布局国内研发 看好中国半导体成长性

本报记者 李玉洋 上海报道

“全球半导体行业格局在

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巨大改

变，未来中国半导体产业链的

本土化、自主化将进一步加

快。”近日，奥芯明半导体设备

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奥芯明”）首席执行官许志

伟这样表示。

位于上海临港的奥芯明

首个研发中心于近日正式落

成启用。许志伟表示：“奥芯明

研发中心成立后，我们将发挥

本土供应链优势，致力于协助

有效针对中国半导体后端设

备供应链的需求，推出更符合

中国市场需求的解决方案。”

据了解，奥芯明于 2023

年8月成立，是目前全球排名

第一的半导体组装及封装设

备制造商ASMPT半导体分部

在国内设立的独立品牌，在国

内 拥 有 通 富 微 电（002156.

SZ）、华润微（688396.SH）、欧

菲光（002456.SZ）、AAC 瑞声

科 技 （02018.HK） 、舜 宇

（02382.HK）等合作伙伴。

“在芯片封装行业，中国

虽然发展得晚，但是发展速度

快，功能性和价格竞争力强，

只不过很多工艺还是按照国

外标准来做的。中国半导体

行业未来有望像电动汽车行

业，通过技术提升和产品创

新，提高自己的产业优势。”奥

芯明首席技术官林 淦告诉

《中国经营报》记者，国内半导

体行业当前力推的 Chiplet 技

术就是一次赶超的机会所在。

公开资料显示，奥芯明母公司

ASMPT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及电

子产品制造硬软件解决方案供应

商，其总部位于新加坡，产品涵盖

半导体装配、封装和SMT（表面贴

装技术），从晶圆沉积至各种组织、

组装及封装精密电子组件的解决

方案，适用于制造各种终端设备，

如电子产品、移动通讯器材、计算

设备、车载、工业以及LED显示屏。

“ASMPT 属于老牌封测设备

厂商，有近50年历史了，现在很多

封测厂用的是他们的设备。”电子

创新网CEO张国斌表示。在奥芯

明成立前，ASMPT 在华开展业务

多年，中国早已是 ASMPT 的重要

市场。

据悉，在研发中心落成启用

后，奥芯明将重点发展人工智能、

AIoT（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领域

的芯片封装设备与数字化软件，未

来会不断拓展产品和应用领域，包

括大芯片封装、内存芯片封装和倒

装芯片封装等。

基于哪些考虑，奥芯明要在中

国设立研发中心？对此，许志伟表

示，面对中国半导体产业链本土

化、自主化进一步加快的机遇和挑

战，“奥芯明在临港新片区的研发

中心将成为ASMPT提升本土创新

和技术发展的重要基地，支持参与

中国半导体行业发展的中国芯片

企业和封装厂商”。

而奥芯明首席财务官潘子伟

也表示，中国是 ASMPT 公司的重

要市场，“随着市场和技术的发展，

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水到渠成，这

样可以把供应链做一些国产化，针

对中国客户的更多需求做定制化

开发，和客户也更接近一点”。

“针对中国客户的需要，我们

提供所需的服务，可以说研发中

心是超过本地化的。”潘子伟指

出，根据中国客户的不同需求，比

如要求更高精度、更快速度或者

更低成本，研发中心的重点也可适

度调整。

潘子伟还特别提到，中国客户

对于供应链国产化的需求，因此确

保供应链的稳定性，也是奥芯明研

发中心所承担的使命之一。

记者注意到，在去年一个半导

体封测设备产业论坛上，ASMPT有

关人士表示，ASMPT的设备目前可

以支持HBM（高带宽内存）异构集

成，且全球只有ASMPT能提供。

林 淦表示，奥芯明研发中心

所要做的事情可以从长、短期两个

时间维度来看，“短期看，我们要把

产品落地，满足客户要求，提供高

技术、高质量且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给客户；长远看，我们要关注技术

落地后的提升点在哪里，就在电机

控制系统、图像识别系统等方面”。

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

据法新社近日报道，韩国总统

尹锡悦宣布了创纪录的26万亿韩

元（约合人民币1383亿元）的芯片

产业综合支援方案，该方案包括5

月早些时候所宣布的价值70亿美

元，以支持对该国至关重要的半导

体产业。

此外，美国、日本、欧盟等，都

对各自的半导体行业进行扶持，

最瞩目的当属美国 2022 年 8 月发

布“芯片和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简称“芯片法案”）。

当然，中国也在支持本国的半导

体行业。

最新消息显示，国家集成电路

产业投资基金三期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基金三期”）于 5 月

24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达到3440

亿元，创历史纪录；同时，也设置了

更久的经营年限，从一、二期的10

年延长到15年。

在股东结构中，除财政部、国

开金融等“老面孔”外，大基金三期

新增了六大国有银行，出资合计

1140亿元，占比约1/3，地方国资股

东队伍则集中在北京、上海以及广

东（含深圳市），对应国内三大集成

电路聚集区。

业内普遍认为，以超预期的注

资规模、超常规的经营年限、超豪

华的股东阵容，彰显了国家对集成

电路产业的重视和支持力度，再度

激发了产业和资本市场的信心。

然而，在半导体强国大国支持

本国行业发展的同时，全球半导

体行业也在经历着“脱钩断链”，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通过封

锁、限制，以阻止中国半导体产业

的发展。

作为独立于大国之外、总部位

于新加坡的全球领先半导体封装

设备制造商，ASMPT 或奥芯明如

何看待全球半导体市场格局？当

前的市场情况又如何？

“美国的限制，只会督促中国

去加快产业链的本土化和自力更

生。”林 淦表示，目前中国半导体

已拥有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等

这样的行业发展带，涌现出北京、

上海、深圳、成都、武汉等产业中心

城市，他们打通了从设计到制造再

到封测的芯片全产业链。

而潘子伟则表示：“从长远来

说，整个半导体市场会发展得更

快，芯片的应用领域也会越来越

广，芯片是社会发展的刚需，不少

国家对半导体行业进行投资就是

最好的证明。ASMPT 或奥芯明

很高兴身在这个行业里，尽管当

前的供应链出现变化，遭遇洗牌，

但越是这样优秀的企业就能脱颖

而出。”

潘子伟还提到，尽管现在也有

重复性投资、成本增加等问题，“但

如果能利用好这个时间窗口，优秀

的企业还是能平衡产品和技术

的”，从而获得更多客户。

林 淦表示，今年第一季度有

看到行业回暖的迹象，但能否起势

还得继续看，这就需要看消费电子

产品能否真正拉动需求。对此，潘

子伟也认为半导体市场的复苏迹

象现在还不明朗，“主流封装要依

靠消费电子产品去拉动，所以就需

要看中国这块市场能不能回升”。

对于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林

淦表示，随着电动汽车、大功率

半导体等的发展，芯片在逻辑芯片

和存储芯片之外，将出现新的分类

——电源芯片。而潘子伟看到了

先进封装的市场空间，“先进封装

在全球最近增长比较稳定，虽总量

很小，但增长很有吸引力，ASMPT

在这块已经有很好的业绩，也是接

下来重点开发的地方”。

全球市场和行业复苏

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数据要素

价值的释放，也成为本届大会关注

的重点。

“价值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市

场化的过程。”参加本次峰会的中国

电子云市场部负责人在展台向记者

表示，把数据变成资产，加速其进入

市场流通和交易环节，是当前产业

界对于数据要素释放的共识。

国家数据局调查显示，目前，

我国数据流通交易需求旺盛，消费

领域数据交互活跃度较高，2023

年，四大运营商数据显示全国数据

总流量较上年同期增长 7.6%，同

时，全国各地交易所快速铺开，19

个省市建立数据交易机构。上海、

浙江、深圳、海南等地数据交易机

构“百花齐放”，交易模式、数商生

态、技术底座各具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类数据

中，公共数据正在成为引领数据开

发利用的催化剂。截至2023年12

月底，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枢纽接

入53个国家部门、31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等，挂接资源达2.06万个，

实现累计调用5361.35亿次服务。

大量数据乃至公共数据进入

市场交易环节，也让数据治理的难

题进一步凸显。李浩然认为，当前

政府和大型国央企在加快进行数

据资源化建设，进行数据要素治理

和统一化管理，少数部门和场景开

始探索数据资产的落地路径，但尚

未在建设标准、价值评估和流通路

径、资产管理方式、全生命周期体

系建设上形成固定范式，主要参考

已有案例分阶段进行。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先搭建

好数据要素治理体系，在此之上参

考国家标准、数据交易所指引、会

计准则进行数据资产化管理，并格

外注意数据价值评估与波动变化、

数据交易带来的直接价值和衍生

价值、资产全生命周期下的进出和

流动等问题。”李浩然表示。

同时，IDC 发布的《中国公共

数据授权运营市场及技术分析，

2024》指出，数据安全是公共数据

进行市场流通焊接的一大挑战。

基于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平台链接

数据要素所有参与主体，促进公共

数据在安全合规框架下进行有效

的开发利用。

对此，王清霖表示认同，她表

示，包括交易流通在内的数据深加

工领域只展现了目前产业的冰山

一角，对未来产业可能发展到什么

程度，很难形成明确预期。“在这个

过程中，还需要持续关注和加强数

据保密工作，可以尝试适当开放公

共资源的脱敏使用权限，但也需要

避免核心数据泄露。”她指出。

数据市场化带来新问题
“存储数据中，一年未使用的

数据占比约四成，数据加工能力不

足导致大量数据价值被低估、难以

挖掘复用。”国家数据局在报告中

提到了数据积极增势背后的首重

挑战。调查显示，全国数据存储总

空间为 2.93ZB，存储空间利用率

仅为59%。

对于这一问题的成因，报告分

析称，一方面，海量数据复用价值

较低，大部分过程类数据产生后即

被丢弃、覆盖。另一方面，大模型、

训练工具等支撑能力不足，海量数

据开发利用价值低于存储成本，部

分高价值数据在“大浪淘沙”过程

中被遗弃。

瑞达恒研究院经理王清霖认

为，我国大数据市场的发展速度很

快，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快速渗透到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非常

庞大的数据资源。在这一阶段的快

速发展中，我国的大数据建设重点

聚焦在数据生产和储存方面。对产

生的大部分数据只是进行收集（如

无纸化）和分类（如用户标签、私域

运营），而非真正应用于加工管理。

“在大数据应用场景和商业场

景中，数据生产与储存是基础能

力，更高级的数据加工与管理、数

据价值传递、数字创作能力与生活

方式等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也需要更高的技术门槛。”王清霖

表示，目前国内真正有能力深度加

工数据的机构不多，并且这些数据

处理后的应用价值和商业价值也

还不明朗，这使得全球都处于“摸

着石头过”的阶段。

在此背景下，王清霖认为，我

国数据产业发展整体还处于初级

发展阶段，储存的大量数据的资源

与价值未能充分挖掘。

IDC发布的调研报告指出，我

国企业数据中仅有1/3被实际分析

并产生价值，主要是由于数据无法

在物理或虚拟空间中进行整合汇

总，流通和共享的隔离会制约数据

的规模价值，同时数据分析的需求

通常由前端业务主动发起，难以发

挥数据价值的主动供给效应。

对此，IDC中国高级分析师李

浩然向记者表示，建议从两方面优

化数据价值的挖掘空间。“一是实

现数据的平台层汇聚，打造数据资

源统一管理平台，二是充分利用生

成式 AI 技术，主动识别数据之间

的关系，发现潜在商业机会，实现

元数据主动管理，并利用低代码、

可视化手段为公司各层级人员提

供数据敏捷查询和市场洞察能

力。”李浩然指出。

数据价值未被充分挖掘

数据的巨幅增长，使得处理数

据的需求也在迅速提升，尤其是随

着AI带来的革新浪潮，我国算力中

心规模持续增长。调查显示，截至

2023年年底，我国2200多个算力中

心的算力规模约为0.23十万亿亿

次浮点运算/秒（ZFLOPS），同比增

长约30%。与此同时，大模型训练

算力需求高涨，科学、政务、金融、

工业等行业算力需求随之增加，一

体化算力体系建设加快推进。

这也使得超前部署成为我国

当前算力布局的基调。以电信运

营商为例，除了中国移动表示年内

将在全国商用部署三大万卡集群

中心外，在本次大会期间，中国电

信也宣布，在热点区域建设超万卡

的超大智算集群，西部地区打造大

规模绿色智算池，2024 年智算规

模达到21EFLOPS（百亿亿次浮点

运算/秒），以初步构建全国一体化

算力互联网。

对此，李浩然表示，国家算力

网络建设已持续数年，特别是在生

成式 AI 浪潮下，市场更加强调算

力对于大模型能力的提升，算力建

设有利于为企业提供更加普惠的

算力服务支持，也可以加快推动以

AI为主的智能产品更好地服务B

端和C端客户。

“但是，行业应该注意以下三

方面的风险。”李浩然认为，一是现

阶段算力使用仍是潮汐式需求，提

升计算效率、预测使用需求变化以

及平衡算力资源调度更加重要；二

是算力网络的管理不只是芯片服

务器的供给，还包括对网络带宽、

存储、缓存管理、数据压缩分层、异

构调度等多方面的共同优化；此

外，算力布局也需要考虑能耗管

理，坚持绿色低碳可持续。

王清霖则表示，推动大数据产

业向更高级应用突破，是大数据产业

高质量发展和实现更高商业化的必

要措施。在这方面，除了国家政策

支持和加快东数西算、算力布局基

础设施建设外，还需要挖掘更多商

业场景以此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吸

引更多主体主动加入相关研究建设

中。对此，她建议，在这一过程中，

需要有规划，引导资源向纵深发展，

避免大量资源的重复建设与浪费。

而对于超前算力布局可能带

来的资源浪费与投入风险，在 5G

领域已经有过多番探讨的电信业

对此并不陌生。Omdia 电信战略

高级首席分析师杨光向记者表示，

在适度超前建设的总体思路与市

场需求发展之间，在推动自主可控

产业链发展与维持供应链多元化

之间，其实风险是都存在的。

“太积极，可能在经营上有风

险，但不积极，可能会增加我国在

全球产业竞争中的风险。”杨光表

示，因此，算力的适度超前布局是

各方因素造就的结果，也是当前我

国算力布局思路的最优解，而重点

就是保持各类风险的平衡。

算力部署仍要适度超前

IDC发布的调研报告指出，我国企业数据中仅有1/3被实际分析并产生价值。

对于超前算力布局可能带来的资源浪费与投入风险，在5G领域已经有过多番探讨的电信业对此并不陌生。

大量数据乃至公共数据进入市场交易环节，也让数据治理的难题

进一步凸显。

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数据要素价值的释放，也成为本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关注的重点。

谭伦/摄影

在研发中心落成启用后，奥芯明将重点发展人工智能、AIoT（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领域的芯

片封装设备与数字化软件。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