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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新底座，有力支撑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

根据《关于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
网的实施意见》《算力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等有关任务安
排，加快构建算力互联互通体系，实现不同主体、不同架构的公共算
力资源标准化互联，提高公共算力资源使用效率和服务水平，促进
算力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算力互联互通行动计
划》（以下简称《计划》）。

《计划》提出坚持统筹规划、分步实施、市场主导、政府推动，充
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推动算力互联互通为主线，先试
点后推广、先互联再成网，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新底座，有力支撑制造
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

到2026年，建立较为完备的算力互联互通标准、标识和规则体
系。设施互联方面，推广新型高性能传输协议，提升算力节点间网
络互联互通水平；资源互用方面，建成国家、区域、行业算力互联互
通平台，统一汇聚公共算力标识，实现全国头部算力企业的公共算
力资源互联；业务互通方面，推动算、存、网多种业务互通，实现跨主
体、跨架构、跨地域算力供需调度；应用场景方面，开展算力互联网
试验网试点。到2028年，基本实现全国公共算力标准化互联，逐步
形成具备智能感知、实时发现、随需获取的算力互联网。

我国加快推动算力互联互通

筑牢算力互联基础

攻关核心技术。统筹推动先进计算产
业融合创新发展，加强高速互联总线等基
础软硬件技术攻关。集中力量开展高性能
传输协议等网络传输技术研究。推动数据
通信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高性能路由器、
高速无损网络技术研究，支撑数据高效入
算、算力无损互联。攻克算力标识关键技
术，研制新型算力标识网关，提高多样化算
力感知能力。全面突破算网云调度技术，
优化各类算力资源管理、算网融合协同调
用及算力应用云化编排部署。

制定标准规范。制定算力互联标准化
指南，建立算力互联互通标准体系。制修
订通用技术标准，明确通信网络互通、算力
资源互联、业务调度互通、数据传输流动以
及应用架构适配等关键环节要求。制修订
行业应用标准，促进人工智能、科学计算等
行业场景算力互联和算力服务发展。推进
国际标准创新，引领全球算力互联技术
发展。

构建互联规则。制定算力互联程序规
则，统一各主体资源互联准备、连接、调度、
运行和退出等要求。制定算力互联市场规
则，完善算力度量、算力定价、算力交易等
制度，明确隐私保护等要求。制定算力互
联质量规则，规范算力资源可信度和稳定
性等要求。

算力互联筑基行动
一是推动技术攻关。发布算力互联

互通技术目录，鼓励以开源等方式创新攻
关算力互联互通核心技术。落实先进计
算、服务器产业发展有关政策文件，加快
高速互联总线技术、标准研发，提升算力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二是建立
标准体系。依托相关协会组织开展标准
体系建设，联合产学研用等多方力量推进
技术标准协同创新。三是开展算力市场
评估。建立算力市场评价指标体系，支持
第三方机构开展算力互联、交易、质量等
可信度评估。 （下转第5版）

生产力新新质质

促进算力资源互用

建立统一算力标识体系。制定算力标识描述规
范，按照所属主体、行业、位置、类型和规格等资源信
息，对通算、智算、超算以及虚拟化、容器、应用程序
编程接口等各类资源进行统一编码，实现高效资源
汇聚和供需匹配。制定算力标识分配和使用规范，
合理分配算力资源池编码，规范算力资源注册、互
联、度量和交易过程中统一算力标识的使用。

提升算力接口互操作能力。鼓励利用算力标识
网关、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方式开放算力资源信息
查询接口，增强算力资源可查询、状态可感知能力。
推动不同算力服务主体间使用统一调用接口和通信
协议，促进算力应用和数据灵活迁移调度，增强算力
资源可调用能力。

建设多级算力互联互通平台。建设国家算力互
联网服务平台，综合管理算力互联互通平台体系，具
备全国公共算力资源标识分配、运行监测以及市场
信息发布等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区域、行业算力互
联互通平台，接入通、智、超以及云、边、端等各类公
共算力资源，开放算力标识检索、状态感知和算网路
径获取、供需匹配等互联调度能力，提供标识注册、
度量统计、可信验证等服务，推动超算互联网、中国
算力网、各地和企业算力调度平台等标准化升级。

保障算力互联互通平稳运行。建立热备、双活
等多种容灾手段，做好冗余保护，增强算力互联互通
运行安全能力。开展算力设施和服务的运行、安全、
性能和质量等监测，保障算力供需调度平稳有序。
制定应急预案，开展演练活动，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算力互联互通平台体系建设行动
一是建设国家算力互联网服务平台。开展算力

标识“畅联”活动，推广应用统一算力标识。二是开
展区域和行业算力互联互通平台试点。以国家枢纽
节点和相关行业为重点，推动解决算力供需规模较
大地区和行业资源互联匹配痛点，开展M个区域、N
个行业平台试点。三是建设算网枢纽互联中心。以
建设跨域算力直达通道、本地通信网络交换和算力
互联平台节点为重点，着力提升国家枢纽节点间算
网协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