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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状

技术研究领先，创新驱动发展

打开支付宝，我们可以和阿里机器人进行对话；打
开手机，语音识别可以为我们解答问题；打开讯飞输入
法，可以实现高精度语音转化为文字输入；打开百度，
可以为我们推荐最需要的搜索方案……

人工智能，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为我
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取得
阶段性成功。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人工智能
产业规模增长率达到 43.3%，突破 100 亿元，预计 2017
年达到152.1亿元，并于2019年增长至344.3亿元。

由此，业内人士将2016年定义为“中国人工智能元
年”。这不仅仅是因为人工智能产业本身的火爆，更是
因为人工智能概念在整个市场中分量的递增。

一方面，中国人工智能研究正处于爆发期。工业和
信息化部副部长刘利华表示，目前中国在人工智能技术
研究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数据显示，中国人工智
能专利申请数累计达到 15745项，位列全球第二，中国

已是当今世界人工智能研发领域的领头羊之一。
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也迎来了政策上的利好，首

次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被写入 2017 年的政府工作报
告。“除去国家层面的政策之外，各地政府也开始密集
出台人工智能产业配套扶持资金政策，努力解决企业发
展的实际问题。”赛迪顾问高级分析师向阳指出，截至
2016年底，已有超过30个城市将机器人产业作为当地重
点发展对象，各地政府建成和在建的机器人产业园达40
余家。

另一方面，基础研究的进步使得人工智能的商业化
得到了很好的支撑。“在 PC 互联网时代，中国是追随
者；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有许多产品创新；在人工
智能时代，中国在产品与技术方面都可以有很多创
新。”百度公司总裁张亚勤表示，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当
今中国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我们曾经依靠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
支撑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规模扩展，但这已经成为历
史”，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
毅说：“加快从要素驱动发展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人
工智能是一种解决方案。”

机 遇

海量数据资源，企业多方布局

“在交通领域，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大脑是如何思考
的。”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阿里云机器视
觉科学家华先胜生动地描述，应用阿里在杭州开发的城
市大脑系统，能够感知复杂道路下车辆的运行轨迹，准
确率达99%以上。这套系统是全球唯一能够对全城视频
进行实时分析的人工智能系统。

过去的两年中，以百度、腾讯、阿里为代表的中国
科技巨头均纷纷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力。百度在人脸识别
领域的成绩获得世界认可，在人脸识别技术两个最为权
威的国际评测中，都获得了第一名的佳绩，腾讯则推出
自动化新闻写作机器人。“中国正与全球同步迈进，在
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等细分领域甚至处于国际领先水
平。”刘利华说，中国涌现出一批具备竞争实力的企业
和研究机构，已具良好的发展基础。

对此，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起
步相对较晚，但是在产业布局、技术研究等基础设施方
面正处于进步期。随着科技、制造等业界巨头公司的布
局深入，人工智能的产业规模也将进一步的扩大。统计
显示，至2015年末，中国人工智能领域已有近百家初创
公司，在视频大数据、大数据智能分析、智慧医疗、无
人驾驶、人脸识别等领域发力布局。

在人工智能领域最为成熟的语音识别方面，已经能
够达到 99.7％的准确率。“机器人已经可以对话，可以
听、说、读、写、译，人工智能正在走入寻常百姓
家。”李德毅说。

而无人驾驶领域，也在逐步推进。“从辅助驾驶到
半自动驾驶、无人驾驶，未来中国汽车的高智能化将非
常普及。”北汽新能源汽车总经理助理、营销支持部总
监王水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智能化将是中国
汽车发展的一大趋势，很多汽车企业已经在智能化方面
投入大量研发资金。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具有他国
无法比拟的优势，借助海量数据，中国企业已经在语音
识别、语言翻译、无人车等领域取得领先地位。

“人工智能的核心关键是海量的数据，在中国这些
数据是存在的，而且都是能产生价值的，我们预期，人
工智能将是中国引领全球最好的机遇。”创新工场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说。

发 展

告别“单打独斗”，推动产业集群

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数据
资源规模及种类增加、科技巨头和风投日趋关注、人
工智能平台数量和规模激增，将给中国一次“后发制
人”的机遇。麦肯锡预计，中国人工智能应用市场将
以 50%的增速逐年增长，远超全球市场 20%的复合年
增长率。

“人工智能有今天的形势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想
保持好这样的态势，使得社会长期关注，需要形成一
个巨大的产业。”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所长于
海斌在2017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大会上说。

事实上，中国只有不到 25%的人工智能从业者拥
有 超 过 10 年 的 行 业 经 验 ， 而 在 美 国 ， 这 一 比 例 为
50%。必须承认，尽管中国在语音识别等细分领域上
已颇具领先地位，但中国人工智能产业集群的建设稍
显缓慢，人工智能在产学研之间还尚未形成完善的共
赢机制。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目前仍以‘单打独斗’为主，
缺乏技术间的协同，产品间的互联互通和上下游的互动
缺乏有效协调，无法形成发展合力。”赛迪智库电子信
息产业研究所副所长温晓君建议，要建立集技术研发、
示范应用、产品检测认证、知识产权等功能为一体的产
业公共服务平台，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孵化中心，促进产
融对接。

而打造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提升人工智能的集群式
创新能力，无疑需要各地方政府和产业园区运营商的扶
持。去年至今，政府频繁出台相关规划方案，要求培育
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骨干企业，培育人工智能产业生
态，建立人工智能产业体系、创新服务体系和标准化体
系，打造人工智能市场应用规模。

“如果说以前人工智能是散兵游勇，那以后就是被
纳入编制的正规军了。”达泰资本创始人叶卫刚表示，
希望政府能过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来支持这个产业的创新
和发展。

有业内专家指出，人工智能必须通过应用落到不同
产业，才能释放其巨大潜能。人工智能这种新技术结合
教育、医疗、客服、家居、穿戴设备、机器人、电子商
务等各行各业，对传统行业都带来很大的冲击，将促进
各领域产业的蓬勃发展。

人工智能，中国或领跑世界
本报记者 王 萌

有人说，未来是人工智
能时代，人工智能的每一步
发展都吸引着全世界的关
注。被誉为下一股技术浪潮
的人工智能，正迎来快速发
展的契机。人工智能，这一
个已诞生61年的概念，正在
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推动下，
深刻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

今年，人工智能首次被
写入中国政府工作报告，随
着智能制造政策环境进一步
优化，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将
驶入快车道。

落地才是硬道理
卢泽华

▲ 2016年11月19日，国内各种顶尖机器人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集中亮相。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陪护机器人等齐聚一堂“炫技”，
吸引了众多游客近距离观摩体验。 龚献明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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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8日，GMIC北京2017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吸引了众
多观众参观。人工智能成为本届展会的“主角”，内容涉及到机器
人、商业航天、无人车、环境、医疗健康、娱乐、移动支付、教
育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

郭俊锋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人工智能”成为热词，尤其是
在今年，两会期间，“人工智能”一词首次出
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其中提到，加快“人
工智能”的技术研发和转化，是需要培育壮
大的新兴产业之一。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已
经进入国家顶层设计的范畴。

国家最高层面对人工智能的关注是着眼
大势、谋划长远之举。人工智能的发展，不
仅将方便人们的生活，更将重塑整个社会的
经济和文化形态。据 《科学》 杂志预测，到
2045 年，全球平均会有一半劳动岗位将被人
工智能技术替代，而在中国，这个数字可能
达到77%。业内普遍认为，作为接棒互联网的
下一个产业发展浪潮，人工智能大有可为。

在过去的三次工业革命中，中国一直处
于落后地位。如今，在信息时代和人工智能
的“风口”，中国没有缺席。人们的日常生
活中，无论是一款小小的手机应用，还是具

备超强处理能力的计算机系统，都是中国人
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缩影。不夸张地说，
在人工智能技术上，中国虽然起步较晚，但
已经实现弯道超车，领跑世界。

然而，人工智能要想实现真正落地和持
续发展，占领技术创新的象牙塔尖远远不
够，还需在整个产业“大厦”中搭建起稳固
牢靠的“四梁八柱”。

首先，要过好保障关。如今，国家出台
了一批有关人工智能的促进、规划文件，如
《“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
案》、《智 能 制 造 发 展 规 划 （2016—2020
年）》 等，然而，要想切实推进人工智能的
落地，还要在这些宏观设计的框架下，制定
专门针对人才、资金、技术、监管等方面的
细化措施，从细微处保障人工智能的健康发
展。

其次，要过好漏洞关。随着互联网数
据的丰富，计算能力的增强，人工智能开
始 进 行 产 业 化 应 用 。 人 脸 识 别 、 语 音 搜
索、识图搜索已经应用到多个领域，人工
智能正在向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个细节渗
透。但是，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漏洞、隐

私泄漏等问题给整个产业发展带来不小的
阻碍。例如，在今年年初，有媒体在实验
中用一部安装了换脸软件的手机，去攻击
另一部装有某企业人脸识别应用的手机，
居 然 成 功 通 过 验 证 ， 一 时 引 起 了 社 会 哗
然。在人工智能技术尚未进入成熟期的当
下，堵住这些漏洞至关重要。

其三，要过好应用关。无论技术水准有
多高，将人工智能与教育、医疗等领域无缝
结合，实现落地应用才是硬道理。然而，从
实践经验、人才基础等方面来看，中国在人
工智能领域仍有较大局限，这也给人工智能
的落地带来阻碍。因此，突破应用瓶颈将成
为人工智能的必争之地。谁能率先在应用上
实现突破，谁就能在智能时代的竞争中占据
优势。

业内人士预测，2017 年，将成为人工智
能行业的“落地年”，在这样的背景下，整个
人工智能产业的生态结构也将基本形成，许
多基于人工智能的新模式、新业态将不断涌
现。落地才是硬道理，中国人工智能产业需
要一个稳定、坚实的基础，才能行稳致远，
真正领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