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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人工智能新技术新产品
竞相涌现，让人工智能以全新姿态进入公众
视野，也为过去几年被认为进入产业化瓶颈
的AI行业拓展了产业新空间、打开了市场新
机遇。最近，科技部会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启动专项工作，部署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
研究，为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按下“快进键”。

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
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
既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
战略抓手，也是推动中国科技跨越发展、
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
略资源。得益于海量数据处理带来的旺盛
需求、丰富应用场景提供的试验土壤以及
自上而下释放的政策红利，近年来，中国
人工智能产业不断取得新进展。据测算，
2022 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

5080 亿元，同比增长 18%；人工智能企业
数量 4227 家，约占全球总数的 16%，全球
领先的产业生态初步形成。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
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无论
是促进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还是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点，都迫切需要以人工智能为代表
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添薪续力。持续做好人
工智能与产业发展融合这篇大文章，将不
断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在技术创新上下足功夫，不断夯实产
业发展基础。人工智能具有多学科综合、
高度复杂的特征，总体看，中国人工智能
在基础理论、核心关键技术上仍存在短板
弱项，核心算法、芯片及基础元器件与国
外差距较大。夯实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基
础，既要强化基础理论研究，支持科学家
勇闯前沿“无人区”，也要攻关核心技术研
发，引导市场主体积极抢占产业“制高点”，
努力确保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
在自己手里，从而实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的高水平自主可控。
在应用场景上深耕细作，更好释放技

术价值潜力。应用需求是技术进步的重要
驱动力。在行业应用中锤炼迭代的技术，
反过来促进应用走深走实。技术进步与应
用推广的螺旋式上升，是发展新技术的重要
路径。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同一、二、三产业
融合成效初显，智能金融、智慧医疗、智能交
通等已成为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化落地的热
点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应用迈向更高水平，
要坚持需求导向，以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各产

业变革，拓展已有应用场景的深度，延伸
新产业新领域的广度，不断培育新增长
点、形成新动能。近期启动的“人工智能驱
动的科学研究”专项部署工作，正是为了更
好激发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渗透
性、扩散性和颠覆性作用，推动人工智能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

未来几年是人工智能技术跃迁的重要
窗口期，不断推进技术创新攻关，挖掘开
放更多应用场景，持续打造融通产业生
态，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必将迈向更高水
平，为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
智慧动能。

加速赋能千行百业

“大夫，我从昨天到现在肚子疼得厉害。”山西省阳泉
市平定县巨城镇，一位患者手捂右上腹急匆匆来到镇卫
生院，向刘贵平医生讲起病情。

刘贵平像往常一样，把患者症状填到“智医助理”系
统，弹出的几个疑似诊断引起了他的注意：急性胆囊
炎、急性胆管炎、胆囊结石伴胆囊炎。

刘贵平用的智医助理，是科大讯飞开发的智能化辅
助诊疗系统，能诊断 1400 种疾病，覆盖 5 万多种药品，
服务全国近400个区县5.6万名基层医生。

看到这些提示，刘贵平意识到，病情并不简单。他
按系统提示进一步问诊，并给患者做了腹部超声，发现
胆囊结石多发。必须到上级医院进一步检查治疗。

“我们主要结合患者的主诉现病史和既往史开药，剖
析病情少，这样容易漏诊、误诊。”刘贵平说，“在基层门
诊看病并不容易，这套人工智能系统是个好参谋，这回
多亏了它才没耽误患者治疗。”

“通过医学语义计算、语言理解、知识推理、数据挖
掘分析等核心技术打造的智医助理，能为基层医生临床
决策提供全科智能辅助，从而提高诊疗水平和工作效
率。”科大讯飞相关负责人说，目前智医助理已累计提供
辅助诊断超 5.6亿次，修正不合理诊断 125万次，提示不
合理用药4150万次。

智慧交通、自动驾驶也是当下人工智能重要的应用
领域。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有乘客搭乘的出租车上
并无驾驶员，副驾驶位也没有安全员，而是全无人自动
驾驶车辆。原来，前不久百度“萝卜快跑”获准在京开展
全无人自动驾驶示范应用。

前几天，北京经历了一轮沙尘天气，能见度较低，
不过，这对人工智能“老司机”而言不算什么。“凭借摄像
头、激光雷达和毫米波雷达等传感器组成的环境感知系
统，自动驾驶系统可以准确识别驾驶环境，应对复杂路
况。”百度相关负责人说。

目前，百度“萝卜快跑”已在北京、武汉、重庆3个城
市开启全无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正在全面推进全无人
自动驾驶规模化应用。

在一批龙头企业带动下，人工智能浪潮加速赋能千
行百业，日益渗透日常生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
究院副总工程师安晖表示，当前，人工智能与一、二、
三产业融合成效初显，正在从医疗、交通、制造等先导
产业领域向旅游业、农业等领域拓展；智能金融、智能
医疗、智能安防、智能交通等领域已经成为人工智能技
术产业化落地的热点应用场景；制造业研发设计、工艺
仿真、生产制造、产品检测等重点环节智能化水平全面
提升。

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人工智能渗透率不断提升，背后是坚实的技术支撑
和长期投入。

“从 2013 年开始布局自动驾驶领域，百度 10 年来一
直坚持马拉松式的研发投入，以技术创新驱动长期发
展。百度 Apollo L4 级自动驾驶运营测试里程累计已超
5000万公里，拥有自动驾驶专利族超 4600件，其中高级
别自动驾驶专利族数全球第一。”百度相关负责人说。

早在 2017 年 8 月，科大讯飞与清华大学合作研发
的“智医助理”机器人，就与全国考生一道参加了国
家医师资格考试。同年 11 月，成绩公布，智医助理
以 456 分顺利通过笔试测试，超过全国 96.3%的考生，
至今仍是唯一通过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笔试测试的
AI 系统。

AI模型是人工智能赋能产业的基石之一。不同行业
乃至每家企业、工厂都需要不同的人工智能模型，以
往，AI模型高度定制化，生产周期长，成本高。

“规模化、低成本地生产高性能AI模型，已成为人工

智能行业的主要技术壁垒。商汤科技打造‘Sense Core AI
大装置’，实现高性能AI模型的量产，并通过自研软件平
台，将AI模型与应用在多种场景下迅速部署。”商汤科技
相关负责人说，大装置带动公司 AI模型生产在规模、性
能、速度等方面持续提升。去年，商汤科技研发团队人
均生产模型数相较于2021年提高90%。

基于“Sense Core AI大装置”打造的人工智能模型已
应用于智慧商业、智慧城市、智慧生活和智能汽车等多个
领域。去年，商汤还为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阿尔法·罗
密欧F1车队打造了AI智能赛车解决方案，以优化车队的
决策过程和比赛策略，助力车队成绩提升。

行业、企业创新的涓滴，汇聚成中国人工智能产业
奔涌的洪流。

——产业规模庞大。2022 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
规模达5080亿元，同比增长18%，企业数量接近4000家，人
工智能已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成为新的增长引擎。

——论文、专利“家底”越来越厚。据中国信通院测
算，2013年至2022年11月，全球累计人工智能发明专利
授权量达 24.4 万项，中国累计授权量达 10.2 万项，占
41.7%；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的高水平论文产出占比
从2012年的20.36%增长到2021年的50.71%。

——关键核心技术局部突破，部分关键应用技术居
世界先进水平。中国企业在应用算法、智能芯片、开源
框架等关键核心技术上已取得重要突破，图像识别、语
音识别等应用技术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智能传感器、智
能网联汽车等标志性产品有效落地应用。

期待落地更多场景

当下，人工智能产业如火如荼。未来，它能在多大
程度上改变我们的生活？

商汤科技首席执行官徐立提到一个现象：《时代周
刊》 杂志曾把一些颠覆性的技术放在封面上，比如 1997
年的克隆羊、2015 年的 VR 技术，但他们都没能引领时
代，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实际生产生活中获取这些技术
的成本太高。

“技术只有演化为大幅改善生产力的工具，并带来生
产要素价格的大幅降低，才能深刻影响人类生活。中国
古代曾有非常高效的提花织机，但由于制造过于复杂，
只有宫廷匠人方能不计投入地造出来，并没有普及。直
到工业革命时代进一步改良纺纱机，才大幅降低了生产
成本。”徐立说。

人工智能融合应用的广度和深度还需进一步挖掘。
安晖认为，目前一些传统行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改
造的需求尚不强烈，应用模式尚待探索，人工智能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需要加强。

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作为一项战略性新兴技
术，日益成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生产力提升的重要
驱动力量。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说，要推进人工智能
与垂直行业进一步融合，特别是在工业、金融、交通、
医疗等行业，加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案例，推
动实体经济的智能化转型。

近年来，中国陆续发布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关
于加快场景创新 以人工智能高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支持建设新一代人工智能示范
应用场景的通知》 等多个政策文件，为人工智能核心技
术攻关、产品落地应用以及探索发展新模式新路径提供
了重要支持。中国在人工智能技术、科研数据和算力资
源等方面有良好基础，亟需进一步加强系统布局和统筹
指导，促进人工智能与科学研究深度融合，推动资源开
放汇聚，提升相关创新能力。

移动互联网企业 APUS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李涛说，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要遵循“四步走”路径：助力效
率提升、改造现有场景、丰富场景创新、全产业革新。
他认为，人工智能将重塑大部分行业，构建人工智能平
台、形成产业影响力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人工智能需要
在更多行业及场景的转化中获得机会。

抓住人工智能技术跃迁窗口期
金 言

去年核心产业规模达5080亿元，日益渗透生产生活——

人工智能这样走近我们人工智能这样走近我们
本报记者 康 朴

最近，大语言人工智能模型引发社
会热议。其实在此之前，不少行业、领域
已感受到人工智能的春江水暖：“聪明”
的车、“智慧”的路，这是交通领域的人工
智能；辅助医生诊断病情并给出临床建
议，这是医疗领域的人工智能；“黑灯工

厂”不见一人，智能机器把控生产全流
程，这是制造业的人工智能……

我们的生产生活正因此发生改变。
在一批龙头企业带动下，中国人工智能
部分关键技术取得突破，落地场景逐渐
丰富，产业化应用前景广阔。

▲浙江省杭州市临
平区经开区一座“黑灯工
厂”，智能机械臂正忙着
工作。

窦瀚洋 王 珏
摄影报道

◀宁夏泾源县香水
镇卫生院，医生使用“智
医助理”看诊。

科大讯飞供图

▼百度“萝卜快跑”
全无人驾驶出租车行驶
在北京经开区街头。

百度供图

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参观者在观看智能机器人演示软笔书法。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