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计算产业专利导航摘要

一、产业概况

智能计算即根据具体实际需求，以最低的成本定位计算

任务，匹配足够的算力，调用最精细的算法，获得最佳结果。

其本身涉及新的计算理论方法、架构体系和技术能力，目标

在于提供通用、高效、安全、自主、可靠和透明的计算服务，

以支持大规模和复杂的计算任务。

智能计算的产业链上游包括 AI 芯片、存储芯片、光模

块等核心部件的设计制造，产业链中游涉及则 AI 服务器、

网络设备、存储设备、液冷机架、管理软件等各类机房软硬

的制造，产业链下游是能满足不同需求的平台或边缘计算枢

纽。政府部门、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医疗机构等主体构成

了产业链上的最终用户。

图 1 智能计算产业链分布

二、产业政策

算力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力，已成为国民经济

发展的新型重要基础设施。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推



进智能计算产业发展和应用、算力底座打造和“东数西算”

工程。
表 1 智能计算部分产业政策列表

发布

时间
发布单位 政策名称 重点内容

2023 年

2 月

全国人大

常委会

《关于数字经济发

展情况的报告》

应统筹通信和算力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部署 5G

基站，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加快建设空天地海一

体化网络。

2023 年

2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

《数字中国建设整

体布局规划》

系统优化算力基础设施布局，促进东西部算力高效互

补和协同联动，引导通用数据中心、超算中心、智能

计算中心、边缘数据中心等合理梯次布局。

2022 年

8 月

科技部等

六部门

《关于加快场景创

新以人工智能高水

平应用促进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

鼓励算力平台、共性技术平台、行业训练数据集、仿

真训练平台等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资源开放共享，为人

工智能企业开展场景创新提供算力、算法资源。鼓励

地方通过共享开放、服务购买、创新券等方式，降低

人工智能企业基础设施使用成本，提升人工智能场景

创新的算力支撑。

2022 年

8 月

科技部财

政部

《企业技术创新能

力提升行动方案

(2022—2023 年)》

推动国家超算中心、智能计算中心等面向企业提供低

成本算力服务。

2022 年

5 月
国务院

《气象高质量发展

纲要(2022—2035

年)》

适度超前升级迭代气象超级计算机系统。

2022 年

1 月
国务院

《关于印发“十四

五”数字经济发展

规划的通知》

推进云网协同和算网融合发展。加快构建算力、算法、

数据、应用资源协同的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

推动智能计算中心有序发展，打造智能算力、通用算

法和开发平台一体化的新型智能基础设施，面向政务

服务、智慧城市、智能制造、自动驾驶、语言智能等

重点新兴领域，提供体系化的人工智能服务 。

2022 年

1 月

国家知识

产权局

《关于印发知识产

权公共服务“十四

五”规划的通知》

加强国家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建设。依托全国一体化

大数据中心体系，建设国家知识产权大数据中心，强

化算力统筹和智能调度 。

2022 年

1 月
国务院

《“十四五”数字

经济发展规划》

推动智能计算中心有序发展，打造智能算力，通用算

法和开发平台一体化的新型智能基础设施，面向政务

服务、智慧城市、智能制造、自动驾驶。语言智能等

重点新兴领域，提供体系化的人工智能服务。



2021 年

8 月

工业和信

息化部

《新型数据中心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

需求牵引，深化协同。坚持市场需求导向，建用并举，

推动新型数据中心与网络协同建设，推进新型数据中

心集群与边缘数据中心协同联动，促进算力资源协同

利用，加强国际国内数据中心协同发展。

2021 年

5 月

国家发改

委等四部

门

《全国一体化大数

据中心协同创新体

系算力枢纽实施方

案》

提出推动数据中心合理布局、供需平衡、绿色集约和

互联互通，构建数据中心、云计算、大数据一体化的

新型算力网络体系，促进数据要素流通应用，实现数

据中心绿色高质量发展

2021 年

3 月

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

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强化算力统筹

智能调度，建设若干国家枢纽节点和大数据中心集

群，建设 E 级和 1E 级超级计算中心。

2021 年

12 月

国家铁路

局

《“十四五”铁路

科技创新规划》

开展铁路算力网络、智力网络和知识图谱技术研究，

推动互联网协议第 6 版(IPv6)、区块链、物联网标识

网络在铁路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

2019 年

9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交通强国建设纲

要》

推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超级计算

等新技术与交通行业深度融合。

2017 年

8 月
国务院

《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规划》

建设高效能计算基础设施，提升超级计算中心对人工

智能应用的服务支撑能力。

2016 年

8 月
国务院

《“十三五”国家

科技创新规划》
突破超级计算机中央处理器(CPU)架构设计技术

2016 年

5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国家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纲要》

以卫星、高铁、核能、超级计算机等为支点，推动我

国先进技术和装备走出去。

2016 年

3 月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深化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的指导意见》

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积极发挥国家超级计算

广州中心、贵阳国家大数据中心的作用，推进制造业

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

三、专利分析

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欧洲五大专利局受理量依次

排前五名，中美两国属于第一梯队，引领了全球智能计算技

术的发展。IBM、微软、英特尔、华为和日立 5 家企业作为



重点申请人在智能计算领域专利布局较为全面。

近4年，中国在智能计算领域专利申请量年增长超过38%，

呈现出良好态势。浙江申请总量在各省市排名第 5，位于第

一梯队，且增长趋势明显，2021 年开始年申请量已超过排名

第 4 的上海。

图 2 专利申请趋势

图 3 产业区域分布



四、重点技术

依据产业链和技术热点，智能计算技术可分解为大型计

算系统、核心计算部件、未来计算模式 3 个一级分支，在一

级分支的基础上又可以分解为高性能计算、云计算、存算一

体、神经形态计算等 8 个二级分支，异构计算、专用 AI 芯

片、量子电路等 18 个三级分支。

云原生、GPU、专用 AI 芯片、存算一体基础器件、三维

封装、量子电路、神经形态器件等技术分支都是头部企业近

年来布局的重点。

图 4 重要申请人专利布局热点



图 5 产业技术分解

五、重点企业

智能计算产业链上的重点企业通常涵盖了上游的芯片

等核心部件设计制造企业，如中芯国际、长江存储、华为，

中游的服务器、网络设备、存储设备等机房软硬件生产企业，

如浪潮、中兴、新华三，下游的云服务商、数据中心运营商

等细分赛道的算力服务企业，如联通、阿里巴巴、腾讯、网

易。

主导产品通常涵盖了 GPU、AI 芯片、存储芯片、AI 服务

器、网络设备、安全设备、系统管理软件等软硬件，也包括

了各细分赛道算力服务企业提供的智能化算力服务。



图 6 企业和品牌分布

六、浙江省产业发展定位

从各地市的企业和专利分布来看，杭州专利申请全省占

比 75%，相关企业全省占比 64%，浙江省内智能计算产业在

杭州高度集聚。杭州市内，智能计算产业主要聚集于滨江区、

西湖区、余杭区。

从产业链分布和产品角度看，浙江在产业链下游和中游

较为强势，上游相较处于弱势。省内能提供云服务平台业务

和智能计算服务的下游企业和能提供 AI 服务器、网络设备

和系统管理软件的中游企业较多，能提供 AI 芯片、存储芯

片和光模块的上游企业数量较少。阿里巴巴、中电海康、阿

里云、新华三、网易都已成为产业链上龙头企业。



图 7 杭州市各区专利分布

图 8 杭州市各区企业分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