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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科学院面向公众、面向决策人员的系列年度报告——《高技术发展报告》的第十三本
。
全书在综述2011年高技术发展动态的同时，以信息技术为主题，着重介绍了信息技术和信息化新进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发展情况与方向、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高技术与社会等人们普
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若干促进我国高技术及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本报告有助于社会公众了解高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信息化、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的发展动态
与思路,可供各级领导干部、有关决策部门和社会公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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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011年高技术发展综述任中保（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2011年，美
国发布《美国创新战略：确保经济增长与繁荣》，日本围绕“绿色创新”和“生活创新”两个主题实
施329项最尖端研究开发项目，俄罗斯总统令确定未来几年科技发展优先方向并出台《俄罗斯联邦2020
年前创新发展战略》，德国实施《纳米技术2015行动计划》、《生物经济2030国家研究战略》、《面
向环保、可靠和廉价的能源供应研究》和《可再生原料研究计划》等计划，韩国公布《2020年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思路》和《云计算扩散和加强竞争力的战略计划》，巴西宣布实施《巴西更大计划》，这
些都昭示着世界高技术研发掀起了新一轮的激烈竞争。
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国家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
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家“十二五” 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为高技术研发指明了方向。
回顾2011年世界高技术发展成就，总体呈现出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正在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
方式。
一、信息技术回顾2011年，信息技术仍在继续向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石墨烯片集成电路
、三维芯片结构、慢速内存和快速内存“合二为一”的新存储器、新的数据传输方式等重大成果的不
断涌现，为开辟信息技术发展新空间提供了新思路，重要先进成果的应用也正在改变着信息产业的发
展方向。
1 高性能计算机2011年6月，国际TOP500组织网站上公布了全球超级计算机TOP500排行榜，日本超级
计算机“京” 以8162万亿次/秒的实测运算速度跻身榜首，中国的“天河一号”排名降至第二。
“京”由日本富士通公司和日本理化研究所合作开发，共用864座机柜，连接超过8 8万块CPU，运算
速度可以达到1051万万亿次/秒，是全球首款运算速度越过1万万亿次/秒大关的超级运算机器。
11月，我国首台实测性能超千万亿次/秒的超级计算机曙光“星云”在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正式运行
。
该计算机的运算能力相当于20万台个人电脑运算能力的总和，能大大缓解我国华南地区乃至东南亚地
区高性能计算能力紧张的局面，将在新能源开发、新材料研制、自然灾害预警分析、气象预报、地质
勘探、工业仿真模拟等众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12月，美国普度大学研发出“无源光学二极管”，它由直径为头发直径1/10的两个微小硅质环状物制
成，具有体积极小、无需外部能源就能传播信号的优点，有望大大提高超级计算机的信息处理速度和
能力。
12月，韩国高等研究院（Korea InstIute for Advanced Study）利用“Tachyon二号”超级计算机完成了迄
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宇宙模拟，历时20天，对大约3740亿个颗粒进行了分析，涵盖区域相当于可观测宇
宙的2/3左右。
2量子通信2011年1月，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首次成功在一种特殊晶体中存入光量子纠缠态的编码信息
。
该项研究成果是量子网络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有望在不久的将来使量子网络变成现实［1］。
2月，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的科学家首次在两个分隔的带电原子之间建立了直接运动耦合，实
现了原子之间的单量子能量交换，简化了信息处理过程，这一技术有望用在量子网络中［2］。
3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简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科学家采用REZOU__________架构，
研发出了一块6厘米×6厘米的芯片，该芯片中的9块量子设备均有4个量子比特执行运算。
虽然距离100个量子比特执行运算的目标还很远，但这种具有很强可扩展性的架构有望让量子计算机问
世。
5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协会量子光学研究所的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了单原子存储量子信息——-将单
个光子的量子状态写入一个铷原子中，180微秒后将其读出。
该项研究成果将有助于设计出功能强大的量子计算机，以及远距离联网构建“量子网络”。
9月，英国剑桥大学的科学家实现了单个电子在两点间往返运动，有望解决电子携带的量子信息丢失
问题。
10月，美国莱斯大学的科学家研制出一种微型的“电子高速公路”——-量子自旋霍尔拓扑绝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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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微型设备可用于制造量子计算机所需的量子比特，这一成果将大大促进量子计算机发展。
3信息传输2011年2月，美国英特尔公司推出了名为“雷霆”的新型高速连接技术。
该技术将计算机和其他设备连接在一起，理论最大数据传输速率可达10GBPs，使用户方便地获得高速
数据传输和高清屏幕显示服务。
3月，德国弗朗霍夫协会海因里希－赫兹研究所与丹麦技术大学在长度为29千米的单一玻璃光纤线路上
，创造了每秒传输102太比特（相当于240张DVD光盘存储的数据量）的光纤传输速率纪录。
5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将石墨烯铺展在一个硅波导管的顶部，研制出能打开或关
闭光的光调制器，目前的调制速度达到1吉赫兹，理论调制速度可达500吉赫兹。
该项研究成果有望在实际应用中大幅提高数据包传输速度，实现超快数据通信。
5月，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的科学家成功完成了在一秒钟内为26太比特的数据编码、输出50千米再
成功解码的实验，这是迄今用单一激光束传输的最大数据量，每秒传输约700张DVD光盘的数据。
7月，IBM公司演示了最新的多位相变存储器，使用4个不同的阻值区来存储字节组合“00”、“01”
、“10” 和“11”，具有速度快、耐用、非挥发性和高密度性等多种优点，读写数据和恢复数据的速
度是现有闪存的1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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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三大独立课题组汇集众多权威专家十五年连续研究推动科技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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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2高技术发展报告》编辑推荐：存储传输方式不断革新，引领信息产业全新方向，卫星导航系统
重要性凸显，新型飞机将更小更快，全新概念的量子电路有望引发新一轮的技术革命，节能、环保、
特种材料加速可持续发展时代到来，不断发现致病基因，累积攻克重大疾病关键信息，能源技术的不
断突破，加速破解能源和环境危机，基于云架构的新型网络体系结构已成为重要方向，智能机器人将
成为“第一生产力”体系的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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