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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业务网上办理

“原告、被告，你们对对方当事人身份有无异议？对
法官身份有无异议？对于本场网络庭审有无异议？”“没
有异议。”“没有异议。”

这是 1 月 22 日上午发生在重庆市的一场“足不出户
打官司”。原告和被告分别在各自家中，通过一个叫“易
诉”的平台与法庭里的法官、书记员视频连线。与庭审一
样的是，证据展示、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最后陈述、笔录签
收等流程一样不落。不同的是，省去了奔波劳累，当事人
在家实时看到法律文书，电子签字后即可生效。

“易诉”是重庆市投入试运营的一个网上智能法院平
台。它与人民法院办案系统无缝对接。除网上开庭外，
还集网上立案、网上缴费、案件查询、网上质证等多项
功能于一体，将大多数案件的诉讼流程迁移到线上。

备受瞩目的杭州互联网法院同样实现了网上案件网
上审，还创制了线上撤诉、线上缺席审判、电子送达等
一系列程序性规则，起诉、立案、举证、开庭、判决全
流程在线化。其独特的“电子送达”系统将多家电子地
址运营商打通，针对实名手机号、支付宝、预留邮箱地
址、阿里旺旺等，实现一键多通道同时送达。

通过互联网平台的诉讼不受时间、空间、地理、交
通等因素限制，这种“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
的“互联网+电子诉讼”新模式已在全国铺开，真正实现
了全业务网上办理。

全流程依法公开

“智慧司法”的“网络化”与“阳光化”可以说是一
枚硬币的两面。互联网诉讼平台的建立对于推动法律服
务信息公开大有裨益，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
用，也便利了信息的存储和公开。

人民法院建设了审判流程公开、庭审活动公开、裁
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四大平台，成为信息公开的
重要渠道。

1 月 5 日，人民法院“智慧法院导航系统”上线运
行。这个依托百度地图建设的系统，不仅覆盖全国四
级法院、所有派出法庭等的导航信息，还实现了 12368
诉讼服务热线、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裁判文书网、
执行信息公开网、诉讼服务网等诉讼服务信息的集中
入口展示，为用户寻找公开信息提供了方便快捷的入
口。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7年12月15日发表的《中
国人权法治化保障的新进展》白皮书，截至2017年10月
16 日，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累计公开案件信息项
83.3万项，访问量达253万次；截至2017年11月3日，各
级法院通过中国庭审公开网直播庭审 40.4 万件，观看量
达到 30.1亿人次，全国共有 3187家法院接入中国庭审公
开网，覆盖率达90.43%。

无论是上网查询相关材料，还是观看庭审直播，越
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能够轻松获取依法公开的法律信息。

全方位智能服务

最高法审委会专职委员刘贵祥曾说：“智慧法院决不
仅限于建设一些网络设施、应用一批业务系统、提供
几种智能服务，更在于利用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推动
整个法院审判执行方式的全局性变革，借助人工智能
技术极大地辅助法官和办案人员提高公正司法和司法
为民质效。”

2017年4月，量刑规范化智能辅助系统在海南法院试
运行，截至 2017 年 12 月 5 日，有 307 位刑事法官使用该
系统生成量刑表1423份，智能生成法律文书1072份。

使用智能系统后，法官办理量刑规范化案件的时间
减少约50%，制作裁判文书的时间缩短约70%，制作程序
性法律文书的时间减少近90%。高科技大幅减轻了法官办
案的工作量，也使量刑更加现代化。

人民法院的“类案智能推送系统”也是智慧法院建
设的一项创新应用。

在判案过程中，相关的线索数据、法律条文和案
例可为定罪量刑提供重要参考，而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前沿信息技术的使用，使类案推送更为精
准有效。

除此之外，庭审语音同步转录、智能辅助量刑建
议、监督结果智能纠错等人工智能系统，使法庭和诉讼
变得越来越智能。“智慧司法”不再是纸上谈兵，老百姓
已开始享受到更加高效、便捷、透明、专业的法律服务。

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制造业飞速崛起，成为一张
耀眼的国际名片，同时也进入转型的十字路口。当前，
不少传统企业正在经历市场饱和与产品严重同质化之
痛，生产效率低下、服务方式落后、产品供给单一等弊
病成为企业发展的“拦路虎”，无法满足互联网时代多元
化、异质性和定制化的市场需求。传统企业拥抱“互联
网+”，加速智能化转型已迫在眉睫。

面对成本、市场等多重压力，传统制造业如何在新
一轮工业革命洗牌中抢滩登陆、赢得先机？这不只是
企业日夜忧心的问题，也是一个国家必须回答的问
题，而且是世界各国都在思考的问题。从 《中国制造
2025》 的出台，到国家工信部对智能制造的引导，再到
地方政府对智造产业的扶持，无一不透露出中国实现
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的决心和魄力。随着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技术的普及，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成为传
统企业的“最爱”。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按下了智能化
转型的“快进键”。

企业因看到同行在数字化、智能化过程中受益，所
以急切地希望参与到智能化转型升级中去。这种心情可
以理解。不过，这事急不得。

有专家认为，中国制造业同时面临“工业2.0”补课
和“工业3.0”向“工业4.0”迈进的双重挑战。工业企业
发展不均衡、工业软件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缺乏基于统
一标准的顶层参考体系框架，加之数字化工厂建设投资
巨大，这些都是阻碍中国企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

“绊脚石”。这对中小型企业发展的阻碍尤为突出。例
如，物联网行业应用标准缺失，导致设备不能兼容；企
业内部各个信息系统也因缺失统一标准导致集成困难等。

因此，传统企业切勿盲目跟从智能化转型，必须选
择适合自己的模式和路径。对于智能制造，不能仅仅理
解为智能硬件和工业软件的堆砌，也不能追求“一步到
位”，应从加强企业精益管理入手，在实现精益管理的基
础上，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

标准化体系建设是传统企业实现智能制造的根基。
政府应当牵头组织行业联盟、行业协会、研究机构和企
业，共同协商建立统一的行业标准，为传统制造业走向
智能制造保驾护航。制造企业可以通过试点示范，建立
智能制造标准化体系，搭建智能制造体系和公共服务平
台。此外，企业要充分了解当下的基础水平，明确需
求，制订严密的数字化项目投入规划，更要核算投入产
出的成本。中小企业在智能化转型的过程中，不要把步
子迈得太大。智能化生产固然重要，但打磨产品的匠心
依然是传统制造业的灵魂。

传统企业智能化转型是大势所趋，但必须稳扎稳
打、以质取胜。

IBM （ 美 国
国际商用机器公
司）全球高级副总
裁 罗 思 民（Tom
Rosamilia），在 业
界有个响亮的称
号 ——IBM 派 驻
中国的“大使”。

罗 思 民 于
1961 年出生在美
国，大学期间就
读 于 康 奈 尔 大
学，主修计算机
科 学 和 经 济 学 。
1983年，罗思民加入 IBM 担任软件开发师，现
任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统领 IBM 的全球系统
业务，其中包括 IBM 服务器、存储系统以及软
件的全球业务。他还主管 IBM 全球业务合作伙
伴部门。

从普通的软件开发师到业界响当当的“大
人物”，罗思民在IBM历经了各种打磨。入职之
后，他先后担任过多个领导职务，包括IBM 应
用服务器 （WebSphere） 总经理、大型主机系统

（System z） 和动力系统 （Power Systems） 总经
理、企业战略副总裁以及企业规划总经理。

2016 年 4 月，罗思民被选为全球最大的、
致力于工业自动化和信息化的公司——罗克韦
尔自动化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此前，他还曾在
美国达奇斯县联合劝募协会、硅谷联合之路、
硅谷制造集团和加州制造技术协会董事会任职。

罗思民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情缘。2015 年 11
月，罗思民被任命为中国广东省省长经济顾
问。2016 年，罗思民举家迁往中国，成为了
IBM在华33年历史上，以IBM全球高级副总裁
身份常驻中国的“第一人”。

目前罗思民常驻中国北京，并作为IBM总部
的派驻代表，继续领导 IBM 的全球系统业务，成
为人们眼中 IBM 派驻中国的“大使”。“中国市场
如此重要，与其一年往中国跑6趟，不如就把自己
扎根在中国。”罗思民曾这样说。

在罗思民看来，在成为新时代的先行者之
前，要想在一个志在必得的市场激荡雄心，先
要确保自己能身体力行，与这个市场的前进步
伐一致，产生共鸣。

云中漫笔

互联网大咖秀互联网大咖秀

智能制造前景好

盲目快进要不得
贾平凡

“先行者”罗思民
海外网 姚凯红

罗思民

“智慧司法”开启法律服务新时代
本报记者 叶 子

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新兴技术正在重塑法律服务的形
态，“网络化”“阳光化”“智能化”的智慧法院建设在全国各地稳步推进。正如中国人民
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志铭所说：“‘智慧司法’正在成为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一道亮丽风景。”

“网上纠纷网上了” 翟桂溪作 新华社发

赢得海外粉丝赢得海外粉丝

近日，在泰国普吉岛旅游的中国游客小马，发现
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小黄车。“扫码、开锁、骑车，
依然方便、依旧熟悉。”小马说，很多泰国民众也喜欢
上了这种随用随骑的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被誉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正
如昔日的指南针一样，共享单车用车轮“导航”世
界。目前，ofo已在全球20个国家250多座城市运营超
过1000万辆共享单车，为2亿用户提供每年超过60亿
次绿色低碳、便捷经济的共享单车服务；摩拜也进入
了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 12个国家超过 200座城
市，日订单量超过3000万。

以共享单车代表的共享经济和创新模式，业已成
为“中国智造”领跑全球的真实写照。中国信息通信
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发展与经济研究部主任韦柳
融说：“共享单车作为共享经济的重要代表，引领了全
球新一轮互联网创新热潮。”

在创新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互联网创新影响
力已遍及全球。

支付宝、微信支付在海外市场逐渐推广，中国金
融科技支付领域已处于世界领先阶段；华为手机全球
市场份额攀升至全球第三，并在助力多国的数字化转
型中发挥重要作用；大疆消费级无人机占据全球约
70%的市场份额……

在去年的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3800多
家参展商中，有超过 1/3 来自中国。有英国记者感叹
道：“这些产品不仅极具价格竞争力，更在理念和设计
上别具一格。”这些互联网领域的“小创新”，方便了
各国民众的生活。

贡献全球经济贡献全球经济

除了“小创新”，中国在重要领域的重大科研成果
也在不断涌现，自主创新能力从追随到并驾齐驱。全

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世界最快的超级
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等诸多重大科研成果屡创世
界之最。

《华尔街日报》刊文称，中国式创新意味着“在对
技术突破的全球探索中，出现了又一个选手、一个可
以激发创新力的新竞争者，这种创新可能最终让全球
经济再次走上一条更快增长之路”。

放眼即将到来的 5G 网络时代，中国有望引领世
界。目前，中国已启动 5G 技术研发试验的第三阶段
工作，侧重于商用前夕对产品的研发、验证和产业
协同，预计在今年 6 月出台 5G 商用或接近商用产
品。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 （GSMA） 会长葛瑞德认
为：“2020年全球将有第一批国家正式应用 5G，而中
国必将是其中之一。在移动通信领域，中国不仅是一
个领先国家，还是创新驱动型国家。”

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正进
入深度融合时期。目前，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专
利申请数量以及融资规模均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
二。全球最值得关注的 100 家人工智能企业中，中国
有27家，腾讯、阿里云、百度、科大讯飞等成为全球
人工智能领域佼佼者。

普华永道咨询公司发布报告称，到2030年，人工
智能将为全球经济创造15.7万亿美元的产出，对中国
GDP的贡献率将高达26%，中国将成为人工智能的最
大受益国之一。

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到2020年，中国工业互联网

平台体系将初步形成，有望建成10个左右跨行业、跨
领域，能够支撑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生产的
企业级平台。届时，工业互联网平台对产业转型升级
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将初步显现。

共谋人类进步共谋人类进步

在走近科技创新舞台中央的同时，中国不仅与其
他国家“赛跑”，更与各国合作、分享。中国主动分享
互联网科技创新“中国方案”，主动、频繁参与国际科
研大项目，为全人类谋福祉。

目前，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自动驾驶等多个
领域的国际合作中，都有中国科学家的身影。在美国

《彭博商业周刊》看来，中国已不再满足于扮演“跟跑
者”角色。中国在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方面正在引领
全球趋势，特别是在超级计算机、智慧交通、数字支
付等领域。

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全球化开放共享、
深度合作。2017 年的阿里巴巴“双 11”购物节，全
天的成交量达到 1682 亿元，交易覆盖了全球 225 个
国家和地区。中国网购为世界经济输出“互联网商
机”。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执行官张勇说：“数字经济发展
充分发挥了互联网的透明性、无疆界，同时也让我们
看到，移动支付、移动金融等设施不仅给中国带来了
便利，而且使全球更加普惠、更加交融。”

互联网创新强国在崛起
本报记者 刘 峣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创

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

撑。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创新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信息技术

发展从跟跑、并跑走向领跑。

从生活中的“小创新”，到

技术领域的“大创新”，再到与

世界合作共享的协同创新，中

国正大步迈向互联网创新强国

行列。

在泰国曼谷的泰国国立法政大学，学生们使用小黄车出行。李芒茫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