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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晓如 余新江

走进中车时代电动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的电动大巴生
产车间，我们见到组装线上
的三个工位都配备不同的智
能解决方案，实行螺栓拧紧
的数据自动化采集；机械臂
可以360度随意旋转，特制反
作用力臂可以到达任何狭窄
的空间；在中控室，智能工具
的数据会清楚地显示在屏幕
上，工作人员根据屏幕反馈
信息判断生产线上的组装情
况，进行调度管理。

由诺霸精密机械（上海）
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这套扭
矩智能系统不仅帮助企业节

省了人力成本，提高了工作效
率和工厂装配的精确度，做到
精准管理，也让中国制造变成
智能制造，标志着中国五金工
具产业迈入智能化时代。

这套扭矩智能系统研发
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一切还得从 15 年前说
起。诺霸上海董事长曾鸿炼
作为诺霸英国集团唯一的华
人董事，2006 年他独自一人
从英国来到上海，带着国际上
先进的五金工具行业技术和
理念，志在改变当时中国五金
工具行业低科技含量、产品同
质化现象。

如何让中国制造更安全？
必须依靠企业自主创新，突破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扭矩工具
现有的瓶颈，尽快补上科技短
板，这对于中国五金工具产业
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07年，诺霸上海加大研发投
入，斥资千万元依循英国原厂
标准建立校准实验室。在此后
的发展过程中，诺霸校准实验
室通过采集各行各业数据，以
及实验室对数据所做的大量分
析和应用，进一步提高扭矩产
品的质量，与终端行业客户形
成良性依存、互动循环。

在大量数据的支撑下，中
国五金工具产业在制定国际标
准方面也从15年前的被排斥
在 外 到 走 向 世 界 的 前 沿 。
2020年，ISO 21982:2020正

式出版，这是由中国主导制定
的工具五金行业第一部国际标
准，打破了一直以来由欧美国
家垄断的局面，极大地提高了
中国工业制造设备与技术的影
响力，增加了中国在国际标准
修订过程中的话语权。在中国
五金的标准制定历程中堪称里
程碑式的存在。

“制定标准最重要的基础
是要有大量的数据支撑。我们
通过对校准实验室提供的大量
数据进行分析，让中国五金工
具行业在国际标准制定中掌握
话语权。其实，中国在制定标
准方面是具有绝对优势的，因
为中国的市场很大，扭矩产品
应用于各行各业所积累的数

据，绝对能让中国制定标准的
能力领先于其他国家。”诺霸精
密机械（上海）有限公司曾治达
总经理认为。

从15年前中国五金工具
产业基础低端化，到如今的产
业基础高级化，数字化时代，扭
矩智能制造系统为推动中国制
造更安全，更智能贡献力量。
以推动中国制造高质量发展为
导向，中国五金工具产业正不
断向价值链高端延伸。“随着

‘中国标准 2035’政策推进，
中国终将立于世界的标准制定
之巅。而诺霸也将紧紧把握
这一政策的机遇，进一步助力
中国标委会引领 ISO国际标
准的制定与发展。”曾治达说。

中国五金工具产业迈入智能化时代

推动推动““可信可信AIAI””
深度融入智慧城市建设深度融入智慧城市建设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你对人工智能(AI)的信任
有几分？

当前，新一代人工智能技
术在全球蓬勃兴起，从自动驾
驶、医疗、工业到生产生活，人
工智能技术向经济社会各领域
加速渗透，展现出巨大的变革
赋能潜力。根据中国信息通信
院研究测算，2020年，我国人
工智能产业规模约为3031亿
元，同比增长15%。然而，随
着人工智能应用广度和深度不
断拓展，风险与隐患逐渐显露
出来，算法的安全、隐私保护、
数据歧视、数据滥用等问题挑
战着人们对人工智能的信任。

“可信AI”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中国项目主任张振山向记者表
示，中国进入数字化时代，城市
化进程正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互联网、物联网等引领的科技
力量是赋能城市转型的生力
军，倡导公平、公正、安全、可
控、值得信赖的“可信AI”是
促进智慧城市建设落地的重
要抓手。

如何实现“可信AI”？

人工智能还有“可信”和
“不可信”之说？“可信AI”能解
决什么问题？

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京
东探索研究院院长陶大程举例
说，如果在道路交通牌上贴一
个小广告，无人驾驶系统就可
能误判，这反映了人工智能安

全性的问题。另外，由于缺乏
可解释性，自动驾驶系统如果
遇到问题，驾驶权交付给驾驶
员时就会产生困难，因为驾驶
员无法在短短几秒钟之内对道
路做出判断。

“一直以来，智慧城市建设
的瓶颈还存在数据不能互通和
隐私如何保障的问题，这也是
中国智慧城市一直停留在1.0
阶段的重要原因之一。”金砖国
家未来网络研究院中国分院院
长朱禹涛表示，如果通过“可信
AI”建立一套脱敏的数据存储
和调用机制，将有利于解决当
下智慧城市建设遇到的难题，
这样才能更好地迈入2.0阶段。

除了智慧城市建设，“可信
AI”还致力于推动中国传统产
业的数字化升级。“‘可信AI’
是数字时代‘抵御风险’的关键
能力。”蚂蚁集团副总裁、首席
AI科学家漆远介绍，在中国，

“可信AI”技术目前已在反欺
诈、反洗钱、反赌博、企业联合
风控、数据隐私保护在内的多
个风控场景下落地，支撑着企
业防御风险的需求。

专家普遍认为，要想实现
“可信AI”，不光要从技术角度
出发，还需要有社会的视角，系
统必须具备在线连续学习和随
时纠错的能力。中国科学院自
动化研究所中英人工智能伦理
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新
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委会委员
曾毅认为，在需求、设计、研发、
使用、部署等每一个环节都应
该嵌入关于人工智能伦理的考
虑，建立全流程多方共建的治
理机制，这是实现“可信AI”的

重要方面。

赋能城市数字化转型

智慧城市重在智慧为民。
具体来说，科技要为人服务，
而不是人为科技服务，“可信
AI”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以
人为本。

“疫情也加速了前沿科技
的应用。未来城市数字化转型
需要以人为中心的共识和行
动。”联合国人居署中国办公室
国家官员应盛表示，新冠肺炎
疫情加速了城市数字化或智慧
化的进程，很多需要几十年推
广的技术应用，在一两年就得
到很好普及。

应盛描述了一个真实存在
的场景，“几年前人们讨论人工
智能时，还惧怕人工智能会取
代人、替代人类的工作，现在很
多场所人工智能的使用与普及
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便
利、提高了效率。大家对人工
智能的认识认知都有了提高。”

那么，“可信AI”该如何赋
能城市数字化转型？工业和信
息化部科技司技术处处长徐鹏
建议，应深化人工智能和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应用，大力培育
发展智能经济，促进人工智能
与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
智能农业、智能制造、智能服
务等智能+经济，推动产业提
质增效，构建数据驱动，人机
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
智能经济形态；此外，还要加
快相关法律法规、伦理、治理
框架标准和研究工作，重点研
究智能的算法产品安全性和

公平性，切实提升数据安全和
隐私保护能力。

为人工智能治理
提供“中国方案”

不难注意到，面对人工智
能引发的全球信任焦虑，发展

“可信 AI”已经成为全球共
识。早在2019年6月，二十国
集团（G20）就提出“G20人工
智能原则”，并在其五项政府建
议中明确提出“促进公共和私
人研发的投资力度，以促进可
信赖的人工智能的创新；需创
建一个策略环境，为部署值得
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开辟道
路。”目前，这项倡议已成为国
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人工智能发
展原则。

随着“可信”成为共识，产
业界也紧跟学术界步伐，纷纷
投入“可信AI”的研究。京东、
百度、腾讯、阿里等我国头部互
联网企业，微软、谷歌、IBM等
跨国企业都纷纷设立相关部门
或项目探索“可信AI”的应用

实践。
7月9日，中国信息通信研

究院联合京东探索研究院发布
国内首本《可信人工智能白皮
书》（以下简称《白皮书》），为落
实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共识提供

“中国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白皮书》

提出了衡量人工智能的“四把
尺子”：稳定性、可解释性、隐私
保护、公平性。据陶大程介绍，
稳定性是指人工智能系统能够
抵抗恶意攻击，可解释性是指
人工智能系统所作出的决策需
要让人类能够理解，隐私保护
是指人工智能系统不能把个人
的隐私信息或者群体的隐私信
息进行泄露，公平性是指人工
智能公平对待所有用户。

“可信AI已经不仅仅局限
于对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和服
务本身状态的界定，而是逐步
扩展至一套体系化的方法
论。”陶大程表示，要想最终实
现可信人工智能，就要找到统
一的综合治理框架，这是有待
探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