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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自主可控技术平台 

回顾我国几十年来科技进步的历史可能看到，无论是前 30 年的封

闭式自力更生，还是后 30 年开放环境下的跟踪模仿，我国信息技术与

产业的发展模式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信息领域有数十项重大

的技术发明，如集成电路、RISC 体系结构、Internet、Web 浏览器、UNIX 

和 Linux 操作系统、图形界面、鼠标等等，没有一项是中国人发明的。

我国信息领域还基本上处于模仿跟踪、在别人的核心技术和平台上锦上

添花的阶段。近几年来，虽然国家开始重视信息领域核心技术和共性关

键技术的突破，但与国外的差距还相当大。总的来说，我们处于发展中

国家的前沿，但仍属于“第二方阵”，还没有进入“第一方阵”。要冲出

“第二方阵”进入“第一方阵”，光靠模仿跟踪是做不到的，必须依靠

原始创新。 

目前我国的信息产业与应用仍然受制于人，没有建立起自主可控的

信息技术体系。多年来，我们习惯于在国外的基础技术平台上做科研工

作。过去 30 年我国信息领域并没有认真考虑建立自主可控的技术平台，

现在是应该想一想如何为建立这种平台而努力的时候了。未来 10 年如

果还不能转变发展模式，走上真正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就会错失 21

世纪上半叶的发展机遇，难以翻身。 

最近国际上信息产业有转折性的变化，过去垄断市场的 Wintel 联盟

正在走向瓦解，Apple 公司的市值已超过微软公司，ARM 芯片配合

Android 操作系统，在通信和移动终端领域占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市场

上已经出现多个开放平台激烈竞争的局面。这是我国建立自主可控技术

平台十分难得的机遇。过去我们曾丧失过很多次发展机遇，十分可惜。



如果能抓住这一次机遇，就有可能改变我国信息企业长期处于产业链下

游的局面，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更大的主动权。 

 

二、打造安全可控的根据地 

我国的技术水平与国外还有较大差距，但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着

手打造自主可控的技术平台，就要开始推广我们自己的基础软硬件产

品，到底能不能做到？我认为能够做到。2000 年我去俄罗斯寻求 CPU

设计合作的时候，俄罗斯的芯片设计技术比我们好。经过这几年的努力，

我们的通用 CPU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8核龙芯 3B的性能高达每秒 1280

亿次浮点运算，俄罗斯已不如我们了。但是普金总理最近宣布，五年之

内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办公信息系统要全部采用基于自由软件（开放源

码）的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俄罗斯的条件比我们差多了，他们都敢做，

为什么我们不敢做。 

一般而言，我国发展信息产业要朝两个方向努力，也就是要做好两

件大事。第一件是“收复失地”，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理应采用自主

可控的基础软硬件，过去这块领地被别人占领了，现在要收复这块“失

地”。第二件大事是“扩展疆域”，信息领域的新市场远远大旧市场，在

市场竞争领域，我们不要老惦记已失去的旧市场，应努力开拓新的疆域。

根据我国的国情，推广自主可控的基础软硬件的突破口在哪里，这是一

个必须认真考虑的策略问题。我认为，明智的策略应该是以“收复失地”

为突破口，先在安全性要求高的应用领域建立“根据地”，培育竞争力，

再逐步“扩大疆域”，争取获得更大份额的新市场。 

在安全性要求高的国防和政府部门推广自主可控的基础软硬件，其

目的是解决国家信息安全的自主权问题，就不能完全以市场竞争的思维

模式来考虑问题，不要问与国外产品是否兼容，也不必与国外产品比性

能高低，只要经过测试能满足需求，就要先用起来，一边用一边提高水

平。安全问题首先是自主可控问题，市场占有率是市场竞争问题，这两



件事情不能混为一谈。不能先要求国内企业在市场上做到像 Intel 和苹

果电脑这样的程度，你才买自主可控产品，那样做就不可能“收复失地”。 

自主可控不等于安全，但自主可控是安全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只

有自主才能“自知”，不自主的产品对用户而言就是一个“黑盒子”，无

法判断有没有安全隐患。如果连自主可控都做不到，所谓的安全就是空

谈。你不用自己的芯片，不用自己的安全操作系统，不用自己的安全应

用软件，安装一堆防火墙也是假安全。对国防和政府等部门，安全可控

是硬要求，不能讨价还价，不能等到我们的技术水平提高到与国外一样

了，才来考虑安全问题。负责任的策略应该是，现在国内有多高水平的

技术，就用这些技术来做安全可控产品，在用户的使用过程中不断提高

自己的技术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讲，技术的成熟度是用户用出来的，只

要功能、性能和可靠性满足需求，就应大胆应用，成熟度和好用性一定

会逐步提高。 

很多部门都非常关注龙芯 CPU 的产业化。龙芯选择与信息安全企业

的合作是一个战略，不是权宜之计。我们打算花五年的时间，首先在国

防、政府等一些对安全性要求很高的部门推广，建立红色根据地。与此

同时，在民口市场上也要努力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再经过“十三五”的

努力，我相信在 2020 年以前，基于龙芯的自主可控产品将进入安全领

域以外的更宽广的领域，有可能在某些领域占有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发展龙芯产业总的战略是，在“收复失地”中成长，在“扩大疆土”中

壮大。实现这一战略的关键是打造应用、软件、整机和芯片密切配合、

相互支持的产业链，培育有利于发展自主可控技术和产业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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