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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单位

19 家中国国家网格结点单位

3 家超级计算创新联盟单位

3 家中国计算机学会高性能计算专业委员会单位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上海超级计算中心
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
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
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
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
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
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吉林省计算中心
甘肃省计算中心
清华大学
山东大学
香港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宁夏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注：2019 年度，《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报告》编制组（以
下简称“编制组”）在收集 19 家中国国家网格结点单位相关数据的基础上，
增邀超级计算创新联盟和中国计算机学会高性能计算专业委员会单位填写“超
级计算应用水平”调研问卷。

前言

为科学地衡量和测度我国高性能计算环境
的发展水平及变化趋势，基于国家高性能计算
环境结点单位的相关历史数据，我们研究并建
立了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
系，编制了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指数体系。借此评价我国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
状况，为今后制定我国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战
略规划提供决策参考。希望该项创新性的研究
工作能够为我国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水平提供
科学的量化评价依据。

本报告首先对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水
平综合评价指数体系进行介绍，在此基础上基
于 2018-2019 年度我国高性能计算环境指标
数据测算我国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水平，进行
综合评价与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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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对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水平评价
的指标体系、采集范围、计算方法及
流程等进行了说明。

指标体系概述

01

指标体系介绍
建立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依据是

“高性能计算发展”的内涵。高性能计算环境的发展是指在
超级计算硬件环境发展的基础上，能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
提供强有力的计算服务支撑，并且将超级计算应用到相关领
域或行业取得具有一定价值的应用研究成果，此外还包括超
级计算应用领域的专业支撑人才队伍的培养。

根据高性能计算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目的性、
可操作性等构建原则，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
标拟从“系统能力”、“服务能力”、“人员能力”和“超
级计算应用水平”四个维度综合考量，每一维度都构成具体
评价方面的分指数，每个分指数又由若干个评价指标合成，
由分指数综合形成总指数。经专家组多次充分讨论，高性能
计算环境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共计 67 个评价指标，
水平综合评价指数体系如下图 1 所示。

“系统能力”能够衡量我国高性能计算环
境的硬件基础设施的发展状况；
“服务能力”能够测度高性能计算面向用
户所提供的服务支撑能力的水平；
“人员能力”能够对高性能计算环境中专
业性人才队伍的发展进行合理评价；
“超级计算应用水平”则能够度量超级计
算在实际行业应用或相关领域研究中的应
用成果状况。 

在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中，超级计算应用水平分指数包括“平台应用能力”、“HPC 应用获奖”、“服
务科研项目”、“国家及地方政府投入资金”、“用户发表论文”和“社会效益”总计 6 个子指数，从应用获奖、用户科研
产出和社会效益等方面衡量我国超级计算应用发展的状况，每个子指数由若干评价指标合成。超级计算应用水平分指数构成
如下图 2 所示：

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体系框架图

超级计算应用水平分指数体系框架图

“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要义：

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
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

6个

评价指标

10个

评价指标

8个

评价指标

43个

01

02

03

04
超级计算应
用水平指数

人员能力
指数

系统能力
指数

服务能力
指数

评价指标

14个
评价指标

9个
评价指标

5个
评价指标

4个
评价指标

4个
评价指标

7个
超级计
算应用
水平分
指数

平台应用能力
子指数

HPC应用获奖
子指数

服务科研项目
子指数

国家及地方政府
投入资金子指数

用户发表论文
子指数

社会效应
子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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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采集范围

时间范围

数据来源

其中，中国国家网格结点单位的数据通过 web 数据收集平台（如下图 3 所示）采集方式获取，超级计算创新联盟单位和
中国计算机学会高性能计算专业委员会单位的数据通过邮件填报的方式获取。

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系统03

2018年01年01月

启始时间

2019年12年31月

截止时间

系统能力方面
相关数据

服务能力方面
相关数据

人员能力方面
相关数据

超级计算应用水
平方面相关数据

2018-2019年度参评
单位高性能计算环境
发展相关数据包括

01 02 03 04

指数计算方法
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采用阀值法无量纲化指标数据，以 100 作为基点，利用加权算术平均的

方法合成指标转化值与分指数。

其中，n 为合成该分指数的评价指标个数。

指数的具体计算方法

 在《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报告
（2002-2017 年）》 一 书 的 第 七 章
“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水平综合评
价”中，编制组设置了 3 年的算数
平均值对 2015-2017 年度所收集的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发布了前三
年度的综合评价指数。按照统计学
方法，选取 5 年的算术平均值作为
基期值，对指数计算结果更具客观
性和稳定性。因此，本报告发布的
2015-2019 年度综合评价指数结果
将在此原理基础上加以更新。

* 注：

确定各评价指标的基期值

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总指数为各分指数的算术加权平均。

指数的计算结果反映出高性能计算环境当期的发展水平。当期指数结果大于 100（基期水平），
说明该期高性能计算环境环境发展水平与基期相比有所提高以及提高的程度，反之则相反。不同
时期的指数计算结果反映出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水平的变化趋势。

01

02

03

04

计算各评价指标的转化值

计算分指数值

计算总指数

根据数据可得性，各指标基期值设定为 5 年的 算术平均值。

第 i 个评价指标的转化值 = 100
第 i 个评价指标的实际值

第 i 个评价指标的基期值

分指数值 =
第 i 个评价指标的权重

第 i 个评价指标的权重

第 i 个评价指标的转化值∑ i=1
n

∑ n=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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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价流程

2018-2019 年度，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工作主要包括以下 6 个阶段（如下图 4 所示）。

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工作流程04

组织领域专家，对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水
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问卷内容进行研讨，修
订并建立当年度指标体系。

完善修订指标体系 发布问卷

数据采集数据分析

指标体系评估

在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
系统中设置问卷，并向中国国家网格结点、超
级计算创新联盟以及中国计算机学会高性能计
算专业委员会单位发布问卷。

组织参评单位，通过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
水平综合评价指标系统汇集问卷相关数据。

对于收集的数据进行梳理、统计和分析，
并对填报数据进行核验。

编制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包括系统能力分指数、服务能力分指数、人员能
力分指数以及超级计算应用水平分指数。

编制组对当年度的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问卷内容进行复盘，以此评估
该指标体系的科学合理性，并进行优化完善。

编制指数

结束

05

04 03

01 02

否
是数据核验

否
是 06

指数结果分析

02



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报告
（2018-2019年度）

指标体系介绍 指数结果分析 超级计算应用水平综合评价

1110

指数总体分析

通过向 19 家中国国家网格结点单位收集高性能计算环境相关历史数据，整合得到 2015-2019 年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发
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数据。本次评价中各评价指标的基期值取各评价指标数据 5 年的平均值。以高性能计算环境
的历史数据为支撑，计算出 2015-2019 年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如下图 5 所示。

可以发现，2015-2019 年间我国高
性能计算环境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总指数
呈上升趋势，稳步增长。其中，2018、
2019 年发展速度较快，相比于 2017 年
增长率 2.76%，近两年间高性能计算环
境发展指数上升势头迅猛。

2018 年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综合评价指数

增长率为 增长率为

109.94

23.51%

2019 年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综合评价指数

24.65%

137.04

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综合评价总指数（2015-2019）05

140

105

70

35

0

指数

66.80

86.56
89.01

109.94

137.0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0 系统能力分指数增长放缓，年平
均增长率 32.55%，而 2019 年系统能
力增长率仅有 4.4%。表明高性能计算
在硬件基础设施发展状况方面发展速
度逐渐缓慢，但高性能计算硬件环境
的发展仍然将为我国高性能计算提供
强大的动力； 

服务能力分指数 2019 年 相 较 于
2018 年有所减少，增长率为 -2.8%，
表明高性能计算在服务能力发展方面可
能面临瓶颈，网络环境、系统在线情况
等指标呈现下降趋势； 

人员能力分指数增长最快，2018
年增长率达到 41.77%，而 2019 年增
长率为 69.13%，表明高性能计算在人
员培养方面全面爆发，在后续发展中
还应继续注重专职人员的培养，维持
高性能计算专业人员队伍的建设力度，
以巩固专业人员对高性能计算环境的
支撑作用；

超级计算应用水平分指数年平均
增 长 率 为 16.83%，2018 年 出 现 负 增
长 -28%，发展相对滞后，而 2019 年
增长率为 62.86%。说明 2019 年强化
了超级计算应用成果方面的研究，更好
地发挥超级计算在科学发现和科技创新
中的作用，从而加强我国高性能计算软
环境的建设。

2018-2019 年间各分指数走势如下图 6 所示。可以看出，2018-2019 年间，各分指数均呈现稳定上升趋势，增长速度有
所不同。

系统能力 服务能力 人员能力 超算应用水平

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综合评价分指数变化分析06

01 02

03 04

150

100

50

0

88.13 87.21 71.59 95.09

95.07 81.16 74.35 100.47

131.02 129.81 105.41 72.27

136.83 126.15 178.28 117.70

系统能力01

服务能力02

人员能力03

超算应用水平04

2015 年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2019 年

48.94 75.67 70.37 7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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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指数分析

下图为系统能力分指数及其子指数的走势分析，整体系统能力呈上升趋势，各分指数也发展稳定：

通信水平子指数年 平 均 增 长 最
慢， 年 平 均 增 长 率 相 对 较 低， 仅 为
10.53%，表明高性能计算在通信方面
存在一定程度的瓶颈，在后续发展中应
注重传输速度以及传输效率等方面，从
而扩大我国高性能计算水平的优势，为
当代社会各方面发展提供更大的便利。 

储存水平子指数增 长 率 骤 降，
2018 年增长率高达 104.94%，2019 年
却不增反降，增长率为 -2.75%，表明
高性能计算在储存设施发展状况方面发
展需要多加注意；

计算水平子指数 2019 年增长率为 
13.24%，提升较为明显，说明近年强
化了超级计算应用成果方面的研究，推
动了超级计算应用的深度和广度，更好
地发挥超级计算在科学发现和科技创新
中的作用；

系统能力分指数及其子指数走势（2015-2019 年）07

系统能力分指数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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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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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指数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49.89

65.90

76.19

156.16 151.86

48.94

88.13

95.07

131.04

136.83

31.72

98.05

98.60

127.38

144.25

75.74
92.02

106.25

114.46 111.53

系统能力

通信水平

储存水平

计算水平

服务能力分指数由网络环境、系统在线情况、开通用户账号数、服务用户单
位数以及用户培训人数组成，下图 8 为服务能力分指数的走势分析，整体服务能
力呈稳步上升趋势。

服务能力分指数下的各项子指数走
势（如下图 9 所示）分析具体如下：

网络环境子指数 2018 年增长迅猛，较

2017 年网络环境分指数上升了 154.47%；

2019 年呈负增长，较 2018 年网络环境分指

数下降了 31.34%。今后需要注重加强对网

络出口带宽、网络延迟以及网络可靠性等方

面的稳定发展研究。

系统在线情况子指数 2018-2019 年由

增 长 转 变 为 下 降，2018-2019 年 下 降 率 为

8.36%，这是由于超级计算在登录节点的可

访问情况和结点处的网格服务器的可访问情

况发展停滞。今后应加强超级计算机登录节

点和网格服务器可访问情况的发展与建设。

开通用户账号数子指数 2018 年开通用

户账号数比 2017 年增加 68.67%；2019 年

增长趋向平缓，增长率为 4.37%。说明近两

年高性能计算用户数量增速明显，将进一步

拉动高性能计算环境使用率等相关发展水平

的提升。

服务用户单位数子指数 近 两 年 呈 逐

年 上 升 的 趋 势，2017-2018 年 增 长 率 为

72.15%；2018-2019 增长率为 10.65%。说

明高性能计算环境服务用户的单位数量继续

增长，范围逐步扩大。

用户培训人数子指数增长速度与开通

用户账号数和服务用户单位数相似，是因为

这三个指数相关性比较高。可以总结为这三个

分指数具有较强的多重共线性，任意一个分

指数的变化都会带动其他两个分指数的变化。

服务能力分指数走势（2015-2019 年）08

服务能力子指数走势（2015-2019 年）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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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能力分指数由专职人员子指数、学生培养子指数和国际学术交流子指数
构建而成。整体人员能力指数呈上升趋势（如下图 10 所示）。

在此环节将对其三个子指数进行分析，具体如下（如下图 11 所示）：

人员能力分指数

人员能力分指数走势（2015-2019 年）10

人员能力子指数走势（2015-2019 年）11

专职人员分指数有少量增长，从
2017-2018 年 度 的 下 降 2.77%， 转 为
2018-2019 的增长 5.91%，说明目前超
级计算机行业专职人员结构逐步完善，
专职人员数量稳步增长，对专职人才的
培养已得到明显重视。

学生培养分指数经过两年的缓冲
期，在 2019 年实现突破，比 2018 年
增长 284.78%，各机构对人才培养的
重视得到回报，人才流入量有了突飞猛
进的增长。

国际学术交流分指数在 2019 年稳
定增长，全年增长率为 32.51%。中外
学术交流频率增长较快，说明我国超级
计算机行业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得到注
重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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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应用能力子指数 2019 年 增 幅 

26.88%，在 2018 年平台应用能力子指数的

小幅度回落之后，2019 年超级计算应用需

求的增加导致了商业软件数的激增，带动了

三个应用软件数指数结果的增长，应在后续

发展中继续保证超级计算应用的良性发展；

HPC应用获奖子指数在 2019 年间增长

了 79.36%，该指数经过 2018 年急剧下降后，

2019 年超级计算应用所获得的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数量较往年均大

幅增加。 

服务科研项目子指数 2017-2019 年呈

现持续下降的态势，在 2018 年急剧下降，

降幅达到 54.55%，在 2019 年降幅放缓，下

降率为 21.66%。这是由于 2017 年到 2019

年内，各类项目的减少，包括国家重大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省部级项目以及其

他项目引发的该子指数结果下降。应加强高

性能计算服务科研项目的支撑研究。

国家及地方政府投入资金子指数 2019 

年增幅 2210.74%，实现了快速跃进，表明

国家及地方政府在超级计算应用发展方面的

重视程度及支持力度提高明显。 

用户发表论文子指数该子指数在 2018

年短暂下降之后在 2019 实现增长，2019 年

增长率为 78.4%，说明超级计算支持用户研

究方面发展状况得到明显提升和改善。

社会效益子指数在 2019 年有大幅下降，

下降率超过 43%，需要研制周期缩短时间、

国际领先的应用领域个数、HPC 科普活动参

加人数等方面进行重视和加强。

超级计算应用水平分指数由平台应用能力、HPC 应用获奖、服务科研项目、
国家及地方政府投入资金、用户发表论文以及社会效益组成，下图 12 为超级计
算应用水平分指数的走势分析，整体服务能力呈上升趋势。可以看出，2018 年度
超级计算应用水平分指数较 2017 年度有所下降，降幅为 28.07%；2019 年度较
2018 年度增幅较显著，增长率为 62.86%。

进一步对超级计算应用水平分指
数的 6 个子指数进行计算与分析，得
到子指数走势如下图 13 所示。具体分
析如下 ：

超级计算应用水平分指数

超级计算应用水平分指数走势（2015-2019 年）12

超级计算应用水平子指数走势（2015-2019 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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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计算应用水平
综合评价

03
本章重点就超级计算应用成果方面进
行了统计与分析，数据来源于国家高
性能环境计算结点单位，以及部分超
级计算创新联盟和中国计算机学会高
性能计算专业委员会单位，包括平台
应用能力、服务科研项目、HPC 应
用获奖、国家及地方资金投入、用户
发表论文和社会效益这六个方面。从
分析总体走向、计算年平均变化率、
同类别横向对比等方式进行分析，与
现实情况结合形成结论。

2015-2019 年中，应用最大并行核数指数有起有落，分指数走势分析如下图 14 所示；截
至 2019 年，最大并行核数的 19 家结点单位总和超过 590 万 CPU 核，较去年总数下降了 3.44%。

在 24 家填报单位中，有 17 家单位具备千核规模应用，几乎全面步入千核规模。并且有
11 家单位达到万核规模，其中 3 家更是达到了十万核规模级别。应用最大并行核数的大幅提
升标志着超级计算硬件环境的跃进。

14 18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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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6

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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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 7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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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6

12

千核规模结点单位数 万核规模结点单位数单位（个）

平台应用能力

千核 / 万核规模结点单位统计 （2015-2019 年）14

应用最大并行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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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相较于去年，2019 年科研教育应用软件总数量呈上升趋势。国外开源软件数相对减少，而国外商业
软件与国产软件数都有明显增加。科研教育应用软件数量的回升，说明科研教育应用方面得到了重视与
关注（如下图 15 所示）。

国外开源软件数

国外商业软件数

国产软件数

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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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教育应用软件数

科研教育应用软件数（2015-2019 年）15

相较于 2018 年，2019 年企业应用的各类型软件数量都呈上升趋势。2019 年国外开源软件有 743 个，
相比 2018 年上升了 14.13%；国外商业软件有 161 个，相比 2018 年上升了 172.88%；而国产软件则有
207 个，相比 2018 年上升了 32.69%；由下图可以看出，自 2015 年起，国产软件正在快速发展，逐渐
受到企业青睐（如下图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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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用软件数（2015-2019 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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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相较于 2018 年，2019 年的政府应用软件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19 年国外开源软件 500 个，比
2018 年增长了 14.42%；国外商业软件 128 个，比 2018 年增长了 2.56 倍，增长最为显著；国产软件 74
个，超过了 2018 年的 2 倍。政府对三类软件的需求均有所上升，这说明三种软件数对地方政府都有很重
要的作用（如下图 17 所示）。

总体而言，经过对三种类型软件总量的分析，可以得知国外开源软件一直是教育、企业和政府应用
最多的软件，在总的软件数量中占比最大；国外商业软件占比第二大；同时注意到国产软件数在逐年稳
步上升，说明了国产软件在逐步进步中，也反应了国家对软件投入的良好成效。

国外开源软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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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软件数

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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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用软件数

政府应用软件数（2015-2019 年）17

根据超级计算应用水平评价体系，百核规模定义是小于等于 500CPU 核的作业，千核规模定义是大
于 500CPU 核且小于等于 5000CPU 核的作业，万核规模定义是大于 5000CPU 核且小于等于 50000CPU
核的作业，十万核规模定义是大于 50000CPU 核作业。作业完成情况的定义是对应规模的作业个数乘以
对应规模的作业平均时长 ( 小时 )，也就是对应规模的作业总 CPU 核小时数。 

在 2015-2019 年，作业完成情况的变化趋势如下图 18 所示。在四种规模中，百核规模作业为绝对主
导，三年总计中占比超过 96%，2019 年的四种核规模相较于 2018 年都有所增加。百核规模较去年上升
了 20%；千核规模三年来呈稳步上升趋势，2019 年比 2018 年增长了 86%；万核规模 2019 年比 2018 年
增长了 13%；十万核规模则增长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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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C应用获奖

HPC 应用获奖主要就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际奖和省部级奖
这五大类奖项进行了统计。2015-2019 年总共获得 89 个奖项，其中主要是省部级项目，有 50 项，占比
56%。2019 年总获奖数 25 项，其中占比最多的是省部级奖，获奖数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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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C 应用获奖统计图（2015-2019 年）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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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科研项目

自 2017 年开始，国家高性能计算服务科研项目总数逐年下降，2019 年相比 2018 年下降了 18.11%，其中除了国家重大
项目和省部级项目数量增多外，其余级别的项目数都有下降。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 2019 年只有 758 个，比 2018
年下降了 29.68%，是数量下降最明显的科研项目。

从近三年的科研项目分布图来看，占比最多的一直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三年的项目量占比都接
近一半，在 2019 年占比为 43%；2019 年只有省部级项目有所增长较快，增长率为 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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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项目分布图（2017-2019 年）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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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及地方资金投入
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力资金支持保障了超级计算应用的高速发展，本小节从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地方政府三

个方面的资金投入进行了统计，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投资金额逐年增加。 

观察近五年的资金投入各类型占比趋势，可以发现在 2019 年三项资金投入都有显著增长，尤其
是地方政府的资金投入，地方政府 2019 年给 24 家单位总共投入了 216754.3 万元，几乎为 2018 年投
资的 7 倍。其中，地方政府在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投入资金额为 18 亿元。由此可知，地方政府一直
为各结点单位的建设与运营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与保障。

地方政府

NSFC

科技部

国家及地方政府资金投入总计（2015-2019 年）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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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发表论文
用户发表论文是反映超级计算的应用成果很重要的一部分，主要从 SCI 及 EI 论文篇数、核心期刊论文篇数、SC 及 

PPoPP 大会录取论文数和 HPCChina 大会录取论文数四个方面进行统计。

SCI 及 EI 论文篇数五年总计 12764 篇，在四种论文类型中比例最高，超过 81.68%，是用户
发表论文的主要产出。这充分说明基于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产出的应用成果绝大多数在国际期刊
发表，提高了国际学术地位与知名度。这两年 SCI 及 EI 论文数基本维持不变。 

核心期刊论文篇数五年总共 2466 篇，在四种论文类型中占比 15.78%。随着国家高性能计算
环境的实力加强，核心期刊论文篇数逐年增长，2019 年较 2018 年增长率达到 48.23%。 

SC（Supercomputing Conference） 及 PPoPP（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Parallel 
Programming）大会录取论文数五年总共 88 篇，虽然数量最少，但是其含金量非常高，其中
2019 年录取了 55 篇，与前 4 年相比有显著增加。

全国高性能计算学术年会（HPCChina）是我国高性能领域规模最大的一个会议，每年有来
自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厂商、学生等多人参会。近五年共录取 308 篇，2019 年录取了 108 篇，
较去年论文数有显著增加。 

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各论文类型分布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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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发表论文统计（2015-2019 年）25

用户发表论文各类型占比（2017-2019 年）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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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也是超级计算应用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从为企业节
省资金额、研制周期缩短时间、国际领先的应用领域个数、HPC 科普活
动参加人数、国内超算大赛（ASC/PAC/CPC）报名队伍数、国际超算大
赛获奖情况（ISC/SC）和超级计算创新联盟成员单位数量这七个维度进
行统计分析。 

近五年为企业总共节省资金额达 51348 万元，其中 2017 年节省
4443.4 万元，而在随后的两年有大幅提升，2018 年与 2019 年超级计算
分别为企业节省了 18359 万元与 17049 万元； 

五年研制周期平均缩短了 3.81 年，这五年能力均衡，没有较大波动，
为一些应用领域创造了巨大价值； 

国际领先的应用领域个数近两年有显著增
长，在 2017 年之前只有 5 个，但到 2018 年和
2019 年，国际领先的应用领域个数分别为 52
和 46，体现了超级计算的巨大活力； 

HPC 科普活动让更多的大众了解到 HPC，
并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到 HPC 事业。五年累计
超过 9.84 万人次，且每年 HPC 科普活动参加
人数都超过了 1.9 万人次，2019 年更是增长到
2.52 万人次。欢迎更多的人才了解并加入 HPC
的研发事业。

为企业节省资金（2015-2019 年）27

研制周期缩短时间（2015-2019 年）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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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领先的应用领域个数（2015-2019 年）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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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超算大赛主要包括 ASC、PAC 和 CPC，在这分别做一个简要介绍。 
ASC 超 算 竞 赛（ASC Student Supercomputer Challenge） 由 中 国 

2012 年倡议成立，与日本、俄罗斯、韩国、新加坡、泰国、中国台湾、
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超算专家和机构共同发起并组织，并得到美国、
欧洲等国家地区超算学者和组织的积极响应支持；ASC 旨在通过大赛的平
台，推动各国及地区间超算青年人才交流和培养，提升超算应用水平和研
发能力，发挥超算的科技驱动力，促进科技与产业创新。 

全国并行应用挑战赛（简称 PAC），由中国计算机学会高性能计算专
业委员会联合英特尔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北京并行科技有限公司承办，在
大陆及港澳地区展开的最大规模的并行应用大赛，目前已成功举办 8 届。 

超级计算创新联盟于 2013 年 9 月 25 日在
北京正式成立，由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或地方
超级计算中心，高性能计算应用单位，超级计
算相关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制造、推广、服务
的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的单位或其他组织类机构，按照“平等自愿、
统一规划、合理分工、权利义务对等、开放共享”
的原则组成。截至目前联盟成员单位数量是 37 
家，包括超级计算产学研用链条上的相关科研、
高校及企事业单位，后续将进一步宣传，扩大
影响力，欢迎更多的单位加入联盟，共同发展
我国高性能计算事业。 

国 际 超 算 大 赛（ISC/SC） 在 2017 年 至
2019 年三年间共获奖数 97，其中 2017 年获奖
数最多，有 97 个，随后两年获奖数大幅度减少，
2019 年有 4 项，其中清华大学单位与上海交通
大学分别占有 3 项和 1 项。随后应扩大宣传，
鼓励并呼吁各家机构参加国际超算大赛。

国产 CPU 并行应用挑战赛（简称 CPC），
2017 年 8 月 27 日，由中国计算机学会主办、
中国计算机学会无锡分部、国家超级计算无锡
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北京并行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承办的第一届国产 CPU 并行
应用挑战赛 ( 简称 CPC) 初赛评审会在济南圆
满举办。CPC 大赛是第一次在国产 CPU 平台
上举行的并行应用挑战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
义，必将对国产 CPU 推广应用产生深刻的影响。

ASC、PAC 和 CPC 三 个 大 赛 三 年 共 有
1115 支队伍参赛，在 2018 年只有 8 支队伍参
赛，表明在后续应加大宣传，呼吁更多的大学
生报名参赛。

国内超算大赛（ASC/PAC/CPC) 报名队伍数31

超级计算创新联盟成员单位数量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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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感谢各级领导对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编制工作的

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
数据是指数编制的基础，衷心感谢中国国家网格结点单位、超级计算创

新联盟和中国计算机学会高性能计算专业委员会单位的超级计算用户们、各
单位管理人员耗费宝贵的科研时间积极提供相关数据！您们的积极参与，是
保持该指数生命力的关键。

感谢关心中国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的社会各界同仁！国家高性能计
算环境发展已经取得的成就，与您们一如既往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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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对国家高性能计算环境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编制工作有任何疑

问、意见或者建议，请及时联系我们，可以反馈至邮箱 gbb@sccas.cn 或电
话 010-5881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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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计算环境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报告（2018-2019 年）》编制工作组 010-
58812159；网络版请登录中国国家网格官方网站 http://www.cngrid.org/
yjcg/fzbg/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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