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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一些养老服务机构，老年人可以
通过与智能音箱对话便捷获取助餐等养老服
务；在长沙的一些道路，市民可以用手机预约
体验无人驾驶出租车；在上海、深圳的一些医
院，医生已经开始利用人工智能医学影像分析
等技术进行辅助诊断；在吉林，养猪场正利用
智能系统进行精细饲养和管理……

随着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加速，人工智能
如今已经不仅是流行概念，相关技术正加速
在多个产业落地并走进寻常百姓生活，“智
能经济”正在中国加速起步。今年 3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研究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社会
运行重点工作，强调“加快 5G 网络、数据
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在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的加快推进下，以智能经济为代
表的未来产业正在深刻影响和改变我们的生
活，未来产业蓬勃兴起，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已崭露头角。

“新领”职业创造新机遇

2018 年 9 月，第十二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发布了《2018未来就业》报告。报告提到自
动化技术和智能科技的发展未来将取代7500
万份工作。但该报告也同时指出，随着公司
重新规划机器与人类的分工，另有 1.33亿份
新工作将应运而生，也就是说到2022年净增
的新工作岗位多达5800万份。

IBM 公司执行董事长罗梅蒂给这些由自
动化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本身带来的新职
业起了一个名字——“新领”，和人们耳熟
能详的“蓝领”“白领”相对应。

“‘新领’职业是和人工智能最直接相
关的一类工作，就像电气革命创造了电力工
人、铁路工人、汽车司机等新职业，信息革
命 也 衍 生 出 了 程 序 员 、 网 商 等 新 职 业 一
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
唐涯在自己的《香帅中国财富报告25讲》中
分析称，“2020 年到 2022 年，中国人工智能
人才缺口超过 500 万人。2019 年还出现一些
公司以百万年薪招聘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相
关专业方向博士生的现象，这些都能反映出
人工智能等‘新领’职业的热度。”

无独有偶，日前教育部、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印发了 《关于“双一
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融合加快人工智能领

域研究生培养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扩大
研究生培养规模，并将人工智能纳入“国家
关键领域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招生计
划”支持范围。

3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向社会发布了
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工业互联网工程技
术人员、虚拟现实工程技术人员、连锁经营
管理师、供应链管理师、网约配送员、人工
智能训练师、电气电子产品环保检测员、全
媒体运营师、健康照护师、呼吸治疗师、出
生缺陷防控咨询师、康复辅助技术咨询师、
无人机装调检修工、铁路综合维修工和装配
式建筑施工员等16个新职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批公布的新职业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组织职业分类专家，严格按照标准和程
序从大量新职业征集建议中评估论证，并通
过网络媒体等向社会公示，广泛征求相关部
门及社会各界意见后确定，主要集中在新兴
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两个领域。

这位负责人说，在制造业领域，由于技
术革新，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取得了长足
发展，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工业互联网
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随之出现，相关从业
人员增长较快。伴随高铁、无人机行业的快
速发展和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铁路综合维
修工、无人机装调检修工和电气电子产品环
保检测员等新职业应运而生。此外，现代服
务业的快速发展孕育出新职业，健康照护服
务的大量需求也派生出了新职业。

智能经济成发展新引擎

战疫期间，从智能体温检测，到“云课
堂”、居家办公、远程医疗，这些新技术的
应用，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许多新变
化。新技术的涌现反映了以 5G 网络、人工
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
的巨大发展潜能。

研究机构赛迪顾问在其发布的 《中国智
能经济发展趋势与展望2019》分析中称，智
能经济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
能技术、区块链等为技术核心，已经在智能
硬件、可穿戴设备、智能制造、智慧物流、
无人驾驶、智慧城市等场景展开应用。

2019 年 5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林念修在天津举办的第三届世界智能大
会上表示：“人工智能正在逼近突破应用与
广泛渗透的拐点。”

无论是科技公司，还是产业巨头，都在
加紧围绕智能经济生态进行布局。截至2019
年 6 月，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已超过
1200家，“智能+”新模式、新产品、新业态
不断涌现。

与此同时，中国地方政府也在加快人工
智能的产业建设。目前，武汉、长沙等多个
城市已经建立了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示范区。
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已经落户上海、深
圳、济南和青岛。科技部此前发文，计划到
2023年，布局建设20个左右的国家新一代人
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认为，
现在，全球正迎来新一轮的创新红利期，以
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的智能经济，将成为经
济发展新引擎之一。在新的红利期，人工智
能将从人机交互、基础设施、行业应用三个
层面对社会、经济和生活产生广泛而深远的
影响。这些都将重塑人类的经济结构和生产
关系，迎来更具创造力、生命力的时代。

据了解，2019年，中国在相关技术领域
的研发投入达 2.2 万亿元，超过 OECD （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国家平均水平，位居全
球第二；截至去年10月，中国人工智能专利
申请量累计已达 44 万余件，全球排名第一。
同时，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技术发展，积极创
造良好的创新激励空间，数据作为重要的生
产要素也被写进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
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
见》，进一步引导市场主体向更先进的生产
力聚集。

“除此之外，中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
制造业和应用市场、最多的研发人员，这些
都将为人工智能发展创造更多更好的应用场
景，加速中国制造升级，实现新旧动能转
换，推动中国人民率先享受智能经济和智慧
社会的福利。”李彦宏说。

5G将重构数字经济生态

近期，工信部正在加速推动 5G 商用步
伐，制定和优化 5G 网络建设计划，加快 5G
基站建设力度。

3 月 6 日，工信部召开加快 5G 发展专题

会，研究部署加快 5G 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等工作。同时，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发
布 《关于推动5G加快发展的通知》，提出加
快 5G 网络建设进度，加速 5G 应用模组研
发，支撑工业生产、可穿戴设备等泛终端规
模应用。

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认为，5G是支撑经
济社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关键
新型基础设施。它不仅在助力疫情防控、复
工复产等方面作用突出，同时在稳投资、促
消费、助升级、培植经济发展新动能等方面
潜力巨大。

华为荣耀总裁赵明表示，从 4G 到 5G，
是量变到质变，绝对不仅是速度提升，信息
还可以真正高效流动起来。面对 5G 风口，
国内科技企业将迎来百万亿级的大市场。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7年发布的
《5G经济社会影响白皮书》 预计，到2020年
电信运营商在 5G 网络设备上的投资会超过
2200 亿元，各行业在 5G 设备方面的支出将
超过540亿元。到2030年，5G将直接带动总
产出 6.3万亿元、经济增加值 2.9万亿元、就
业机会800万个。

GSMA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 于 3
月17日发布的一系列行业报告则显示，得益
于中国运营商对 5G 的大规模投资，企业用
户和消费者对 5G 的热情日益增长，中国在
全球5G建设上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北京邮电
大学教授吕廷杰表示，今天最大的趋势就是
技术趋势，而技术趋势中现在最典型的就是
我们正在经历的5G风口。“5G将重构数字经
济生态，甚至改变 10 年后的社会发展。”吕
廷杰说。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中国 5G发展取得
明显成效，现已具备良好发展基础。”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认为，5G时代
的到来，将让人们不仅享受到更高速、更低
流量资费的网络，在智能终端、可穿戴设
备、智能家居等方面创新出多样的消费产
品，还将极大丰富消费场景，在电子商务、
政务服务、网络教育、网络娱乐等方面创造
出大量新消费。

“5G 网络建设不仅涉及大量的工程、基
站、供电等基建投资，还将激发各行业转
型升级，引导工厂改造、建设运营、系统
升级、技术培训等诸多投资。预计到 2025
年，5G 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 1.2 万亿
元，累计带动相关投资超过 3.5 万亿元。”
王志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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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产业未来产业：：新引擎新动能新引擎新动能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俊峰杨俊峰

当前，以人工
智能、大数据、物
联网为标志的第四
次工业革命方兴未
艾，世界正步入智
能 化 时 代 。 现 在 ，
不仅中国重视包括
5G 网络在内的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世
界各国也在抢占技
术高地、加快产业
布局，积极迎接新
一轮的全球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以
期在未来发展中赢
得主动。

2020 年 ， 中 国
的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正在加速。这不
仅能在中短期内创
造 大 量 投 资 机 会 、
提升发展动能，而
且还能加速智能经
济的落地和智能社
会的到来，给人们
带来更加丰富便捷
的生活。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为我们搭
好了通往智能时代
的前进之路，在这
个 关 键 的 历 史 时
刻，我们应该做好
怎样的准备，才能
抓住发展先机呢？

做 好 技 术 准
备 。 发 力 “ 新 基
建”是中国在把握
世界科技发展新趋
势和自身发展新支
点基础上的科学决
策。人工智能技术
在多个产业的应用
与赋能，不仅有利
于 传 统 产 业 升 级 ，
也将加快人工智能
技术自身应用空间
的拓展。因此，积
极布局发展人工智
能、5G、大数据等
新 兴 领 域 的 技 术 ，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
抓住时代机遇，赢
得发展先机。

做 好 合 作 准
备。智能互联时代
靠单打独斗是走不
远的。产业的集群
化发展以及在全球
范围内的广泛合作
才是繁荣之道。我
们 可 以 充 分 借 助

“一带一路”、亚投
行、丝路基金和已
有国际合作项目的资源，推进各国工业互
联网大数据等产业在基础支撑、数据服务
和融合应用方面的协作，为“新基建”相
关技术的国际合作提供支持，实现互联互
通、共享共赢。此外，中国还可以提升国
际合作交流水平，共建合作共赢发展模
式，打造国际合作示范项目，推进数据技
术、标准、园区、人才培养等领域合作的
试点示范，培育支持若干个具有示范性、
引领性和标志性的合作项目，从而在合作
共赢中提升竞争力。

做好心理准备。在未来，智能经济是
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引擎，是提供新动能的
发动机，人工智能将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主要力量。要适应这一趋势，需要
我们做好接受产业格局变化的心理准备。
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对行业发展趋势的科
学研判。这就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和
市场“看不见的手”相互配合，促使数据
和应用产生更高附加值，促进社会要素资
源效率改进和潜能发挥。此外，更要有长
远目光，带动整个产业技术水平的跃升，
使“新基建”走上持续健康发展道路。

5月4日，在安徽省六安市区解放路与皖西路交口附近，中国电信六
安分公司工人正在进行5G基站设备安装、调试。 田凯平摄 （人民视觉）

4月7日，在重庆高新区的国家质检基地，技术人员在机动车强检试
验场内进行自动驾驶功能测试评价。 新华社记者 唐 奕摄

4月7日，在重庆高新区的国家质检基地，技术人员在机动车强检试
验场内进行自动驾驶功能测试评价。 新华社记者 唐 奕摄

位于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的中国散裂中子源。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