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 位于陵水清水湾的
海底数据中心首舱下水施工
现场。

② 海南航芯高科技产
业园。

③ 金盘科技海口数字
化工厂—数据运营监控中
心。（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2023年
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实现营收超

1400亿元

海南互联网企业
注册总数达到

5.2万家

目前
全省在用和在建

数据中心超20个

折合标准机架总数约4万架

新增万兆端口43331个
年度目标完成率316%
万兆端口累计 18.3万个

行政村千兆光纤通达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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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新增开通5G基站6138个

年度目标完成率 121%
累计开通5G基站2.63万个

行政村5G网络通达率 100%

■ 本报记者 邵长春
通讯员 祝帅君 许亚倩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中，海南正以其
独特的自贸港地位和开放姿态，向世界
展示着数字经济的无限魅力。3月30
日，海口复兴城国际数字港迎来开园仪
式，标志着海南在“向数图强”发展新质
生产力方面又迈出一步，也将为海南的
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当天，数字经济五大创新平台正式
落户园区，分别是华为（海南）数字贸易
创新中心、集成电路创新服务中心、企业
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跨境数据交
易服务中心和数据要素人才培养基地。

复兴城的发展并非个案。在省委、省
政府重视下，近年来我省数字经济发展迅
猛，数字基础设施支撑能力持续提升。

我省不断加快5G和千兆光纤宽带
网络建设，在全国率先实现行政村5G
网络、千兆光纤宽带网络通达率均达到
100%，同时实现环岛旅游公路5G信号
覆盖100%，城乡一体化的5G、千兆光
纤“双千兆”网络基本建成。

我省还持续加强数据中心建设布
局，省工信厅数据显示，目前全省在用和
在建数据中心超20个，折合标准机架总
数约4万架。

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海南加快推
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
产业已初步实现集群化、特色化发展。

目前我省已形成海南生态软件园、
海口复兴城两个千亿级数字经济产业集
群，培育电子信息制造、游戏、区块链、智
能物联等若干细分产业集群。

其中，电子信息制造业破局性、引领
性项目—航芯半导体项目2023年建成
投产，我省正开展链式招商，进行延链、
补链、强链，加快我省电子信息制造业产
业集聚。

游戏产业方面则聚集了腾讯、元游
等1800多家游戏企业，形成游戏动漫产
业闭环生态圈，2023年获批上市的国产
网络游戏数量占全国总数的10.1%。

区块链产业引入百度区块链、能链
科技等200多家企业，建成全省政务区
块链基础平台，推动完成海口区块链综
合试点，引导推进区块链商业化应用。

智能物联产业我省成功引进施耐
德、亿势倍、小米等国内外知名企业200
多家，打造海口数字科技创新平台，积极
培育构建人工智能产业链；并引入科大
讯飞入驻崖州湾科技城，加快建设“一总
部四中心”，培育人工智能生态圈。

我省还印发《海南省车联网产业发
展规划》及三年行动计划，围绕环岛旅游
公路和海口、三亚、儋州、文昌、琼海5个
市县打造车联网“1+5”规模化示范点。

数字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我省产
业数字化转型也初见成效。

目前我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稳步推
进，《海南省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2021-2023年）》印发实施，推
动金盘科技、海油富岛、普利制药、澳斯
卡粮油等重点企业实施数字化工厂建
设，形成一批国家和本省工业互联网应
用优秀案例。

我省加快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围绕封关运作开展产品服务供需对接、数
字化赋能培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
诊断等，海口市获批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
转型城市试点，推进我省医药、汽车、食品

等领域制造业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
我省还大力推进 5G应用试点示

范，累计打造超过 100个具有海南特
色的5G试点应用项目，其中多个项目
在工信部“绽放杯”全国5G应用大赛
中获奖。

省工信厅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省
将继续加快数字化发展，培育壮大海南
特色新质生产力，筑牢数字化底座，谋划
实施海南省信息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三
年专项行动，在深化“双千兆”网络建设
成果基础上，既要适度超前升级5G-A、
万兆光纤等基础网络，又要发展绿色低
碳的算力中心，加快新增国际海缆建设，
为海南自贸港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
的数字化底座支撑。同时，我省将发展
海南特色化数字产业集群，创新数字化
技术，在数字经济领域重点推进电子信
息制造产业的建链、补链、强链；在卫星
互联网、来数加工、通用AI等特色领域
发力，抢抓新赛道新机遇；并积极推进数
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大力推进产业
数字化转型攻坚行动。

（本报海口3月30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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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余佳琪

“海底数据中心能够为数字经济发
展提供支撑，助力海南自贸港数据安全
有序流动。”近日，海兰云海底数据中心
海南示范开发项目总经理蒲定接受海南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跨境数据在支撑
国际贸易活动、促进跨国科技合作、推动
数据资源共享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凸显，
海南构建算力中心不仅可以服务当地产
业发展需求，更可以将技术和算力向外
辐射，创造更大的经济价值。

在蒲定看来，海底数据中心落地海
南，是一场双向奔赴。

在全球能源转型和中国“双碳”目标
背景下，数据中心作为最主要的算力基
础设施，其绿色发展也成为趋势。据悉，
海底数据中心项目作为海南自贸港数字
化建设的“新基建”创新示范工程，是“海

南省 2022 年重点（重大）项目预备项
目”，已被纳入《海南省超常规稳住经济
大盘行动方案》和《海南省海洋经济发展

“十四五”规划》。
“海南自贸港的数字化建设和跨境

数据业务对数据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建
设有着长远的需求，但海南作为热带岛
屿，岛内的陆地数据中心发展长期存在
着能源短缺、淡水和土地资源有限、高
温高湿气候环境等诸多困境。”蒲定说，
海底数据中心省电、省水、省土地等绿
色环保的技术特点，为海南岛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可选
解决方案。

蒲定透露，项目团队经过为期一年
的海南环岛海域筛选后发现，陵水黎族
自治县英州镇清水湾近海一带处于琼东
上升流范围，近岸海水温度低于24.5摄
氏度，可让服务器运转更高效。不仅如

此，陵水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国际海缆
登陆站所在地，海底数据中心可利用现
有的国际海缆，辐射亚太信息高速公路，
未来也能承接更多的跨境数据业务。

作为全球首个商用海底数据中心，
在商业应用方面有何优势？

据蒲定介绍，海底数据中心是陆地
数据中心的补充而非替代，定位于低耗
能数据中心的细分赛道。海底数据中心
利用海水实现全年自然冷却，最显著的
就是减少能源消耗，同时几乎不消耗淡
水资源，单位运营成本降低。未来，客户
可以享受到相对低廉的数据服务。不仅
如此，通过海水液冷技术，还可以在单位
容积内充分提高服务器密度，带来算力
的提升。此外，海底数据中心还充分利
用了海底空间，这不仅节省陆地土地资
源的占用，而且还远离了人类活动区域，
为服务器工作提供了稳定的环境。

目前，海底数据中心在陵水已经平
稳运行了1年左右的时间，为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互联网企业提供数据存储和计
算服务。

在海底数据中心建设的基础之上，
公司未来在海南还有哪些布局？

“按照规划，海底数据中心今年将计
划试点新的高算力服务数据舱应用。此
前，我们已经下海的数据舱的建设均在
省外完成。下一步，我们希望在海南建
设集成测试工厂，实现海底数据舱建设
本地化，进一步带动海南省海洋经济产
业发展。”蒲定说，海底数据中心的上层
和水面海域仍然可以用于智能网箱开展
海洋牧场渔业养殖，或者部署浮式波浪
能发电装置等综合性立体用海开发项
目，这是我们计划在陵水开展的第二期
立体科技用海的示范工程。

（本报椰林3月30日电）

海兰云海底数据中心海南示范开发项目总经理蒲定：

海底数据中心落户海南，是一场双向奔赴

■ 邵长春

刚刚落幕的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上，让很多中外嘉宾和媒
体记者感到惊喜的一大亮点就是会场的5.5G网络：下载一部2G的影
像资料，在这个网络环境下仅需5秒左右即可完成。

年会召开前夕，移动、联通、电信等三大运营商携手华为、中兴通
讯等头部企业，竞相在博鳌布局省内首批5G-A三载波聚合站点，标
志着海南正式迈入了5.5G网络规模商用新时代。

这也成为海南利用自贸港政策优势，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大
做强数字经济，全力“向数图强”的一个缩影。

去年9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而“向数图强”正是海南培育壮大新质生产
力，高质量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重要着力点之一。

建设“数字强省”，布局“智慧海南”，海南“向数图强”的底气何
在，特色在哪里，又该如何以新质生产力发展数字经济？

“数”的舞台有多大
近日有“设计界奥斯卡”之称的美国缪斯设计奖公布了2024年度

评选结果，海南飞行者科技有限公司“VOYAGER-UR600”水下机器
人从全球108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件作品中脱颖而出，斩获产品设
计－智能技术金奖。

作为一家海南本土成长起来的“小巨人”企业，飞行者科技从万
余家同类型企业中突围，从海南“飞”向全国，多项无人智控硬核技术
填补国内空白，也印证了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质生产力，要以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的新技术为支撑。

而提及“新质生产力”，离不开“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芯片作为
电子设备的“心脏”，无疑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代表，也是海南布局数
字经济的重要抓手。

去年11月，以半导体芯片为主导产业的海南航芯高科技产业园
项目在海口竣工投产，这是海南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业的重大破局性、
引领性项目，规划建设20条产线，包括10条半导体功率模组生产线
和10条芯片封测生产线。

值得一提的是，在省国资委、省工信厅和海口市等支持下，海南
航芯项目从签约到开工仅115天，从开工到竣工仅用了18个月，以海
南航芯的“链主”企业为依托，海南电子信息制造产业“链”上发力，正
加速集群成势。

新质生产力加持下，新兴产业“生强枝”，传统产业也在“发新芽”。
近日在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数字化工厂内，工

人们只需在手机端点击操作，电磁线和绝缘材料就被无人运输车准
确送到了指定的生产线上，工厂内已经实现了电信5G信号全覆盖，
不仅可实现24小时高效作业，同时也节省了整体人工成本。

这只是近年来金盘科技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打造数字化工厂的一
个应用场景，作为一家30年来专注干式变压器赛道的海南本土制造企业，
金盘科技早在10多年前就率先在行业内进行企业数字化转型，打造新成
长曲线，并成为我省首个“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当前，数字经济正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我省大力
支持海南生态软件园、海口复兴城等园区走专业化、特色化发展道
路，着力发展动漫游戏、物联网、区块链、数字贸易等重点产业，2023
年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现营收超1400亿元，互联网企业注册总
数更是达到5.2万家。

自贸港“数”的特色在哪
近年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海南充分利用自贸港政策优势，紧盯“游戏出

海”、来“数”加工、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促进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打造数字化应用场
景核心竞争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3月29日，桉菏（海南）数产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桉菏数产”）技术人员正在
电脑前认真处理加工数据。

“数字保税”是指在特定区域内，通过国际互联网专线进行数据交互，在确保数
据安全的前提下，为产生于境外的数据要素提供收集、存储、加工、治理、交易等增值
服务，服务产品用于境外市场或经审批后用于境内市场的商业模式。

桉菏数产是儋州洋浦“数字保税”（来数加工）区的“链主”企业和首家落户企
业。日前，洋浦数字保税区经多部门联合验收通过，这意味着全国首个数字保税区
落户儋州洋浦。

“发展数字经济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组成部分，我们需要大量具备交叉学
科知识背景，专业从事数字经济、数字贸易的人才，或者说是新质人才。”桉菏数产首
席科学家宋鹏程说，该公司已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海南研究院数字治理研究中心合
作，充分发挥学校的学科优势、结合平台公司的实际业务需求，在我国首个数字保税
区开展合作研究，实现人才有实践场景，满足一线数字贸易产业需求。

被自贸港吸引而来的更有国外知名企业。2022年7月，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
博览会上，世界著名的商业信息服务机构美国邓白氏集团宣布落地海口复兴城互联
网信息产业园，注册成立海南邓白氏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日前海南邓白氏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顺利通过国家网信办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成
为我省首个通过该项评估的企业，将有助于该企业开展邓白氏编码商业信息服务业
务，同时也为其他企业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工作提供了参考经验。

以“数”为先抢“新”机
3月的海南温暖惬意，陵水黎族自治县清水湾畔，游客们正悠闲享受假期，而在

距离岸线不远处的海底，单个重达1300吨，差不多与1000多辆小汽车重量相当的
“海底数据舱”就隐藏在波涛之下，安静地工作着。

自去年3月底在陵水正式投入运营以来，全球首个商用海底数据中心已平稳运
行近一年，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互联网企业提供数据存储和计算服务，数据中心由
陆向海，“把数据存进海底”在海南率先成为现实。

海底数据中心海南示范开发项目总经理蒲定介绍说，陵水商用海底数据中心计
划部署100个舱，建设完成后，相较于同等规模的陆地传统数据中心，每年能节省用
电总量1.22亿千瓦时、节省用地面积6.8万平方米、节省淡水10.5万吨。

以“数”为先抢“新”机，海南生态软件园早在2018年在全国率先成立国内首个
官方授牌的区块链产业试验区，并与牛津（海南）区块链研究院等开展积极合作，由
软件园牵头发起设立的试验区龙头企业云海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深度布局数字健
康板块，致力于数字化重构医疗健康行业生态，打造全民健康海南模式。

云海链负责人告诉记者，下一步云海链计划在医疗健康领域整体设计、系统推
进数字化转型，探索医疗健康数据要素化，通过场景开放，构建行业生态，力争用5
年至8年时间，将云海链培育成行业龙头企业，并通过全域医疗健康场景开放，引入
1000家企业，打造千亿数字健康产业集群。

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资源正在成为“数据资产”。省大数据管理局充
分利用海南已建成的“七个一”大数据能力支撑底座，以数据产品化确权为核心，推
出全国首例省级数据产品超市。

这也意味着在海南，购买数据产品已经像逛超市一
样方便，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数据的安全有序流动。自
2021年底上线以来，海南省数据产品超市已汇聚千亿量
级政务数据、社会数据和互联网企业数据资源，上架超过
千余个数据产品，与全国800多家企事业单位开展合作
交流。交易额从最开始的235万元增长至超过6亿元，深
度释放了数据要素红利。

向数图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大做强数字经
济，海南这个“数”努力创造更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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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向数图强打造双千亿级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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