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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释放新机遇
人工智能产业化应用加速

在人工智能发展中，有哪些新趋势
值得关注？其创新发展带来了什么新机
遇？如何满足多领域的智慧升级需要？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23 年年会期间，业内
人士就当下热议的人工智能话题展开了
探讨。

技术创新释放行业新机遇

在业内人士看来，人工智能是数字
技术创新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以生成式
AI（AIGC）、大规模预训练模型、知识驱
动 AI 为代表的新技术释放着行业新机
遇。

ChatGPT 是 近 期 国 内 外 市 场 高 度
关注的话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
学智能产业研究院（AIR）院长张亚勤表
示，AI 将成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技术变
革力量，ChatGTP 提供了一种人工智能
雏形，可以自我进化，自我学习并且跨越
不同的领域。同时，它不仅仅是一个工
具，也不是一个产品，而是逐步变成一个
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可以有各种各样的
应用，包括插件应用。

小 i集团董事局主席兼 CEO 袁辉在
出席博鳌亚洲论坛表示，ChatGPT 属于
认知智能板块，每一次认知智能科技的
发展，都直接推动整个人工智能，乃至世
界技术的进步。

袁辉认为，ChatGPT 只是人工智能
发展历史长河当中的一个阶段，不是全
部。但是，ChatGPT 会给各行各业带来
颠覆性推动，大模型技术、认知智能技术
也会对各行各业的赋能、转型、升级，包

括对工种的重新选择和淘汰。
谈及 ChatGPT 等 AI 技术带来的影

响，腾讯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云与智慧
产业事业群 CEO 汤道生表示，一方面，
AI 将大大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另一方
面，AI 对算力集群的诉求，也会加速云
计算的发展。“大模型对大算力和高速网
络有高需求，同时，AI 的应用也要求以
云 为 载 体 ，实 现 即 插 即 用 。 AI 与 云 融
合，对云的增长空间和发展模式都将产
生重大影响。”

百度集团执行副总裁、百度智能云
事业群总裁沈抖认为，生成式 AI 已经形
成全球性的“AI 再造业务”趋势，企业迎
来“智能化跃迁”的历史机遇。企业的生
产经营效率和用户体验效果将会大幅提
升。未来的工作模式，很可能是机器人
执行人类的决定，重塑整个生产线。同
时，生成式 AI 还将彻底改变人机交互方
式，更加直接和高效。

应用广度和深度持续扩展

技术不断创新突破的同时，人工智
能在持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成为推动
产业优化升级的新动能。

教育知识图谱精准分析每个学生的
学情，分别刻画学生“能力画像”，以最优
化定制个人学习路径；无人矿车让卡车
司机坐在舒适的办公室内，面对屏幕就
可以完成矿山无人卡车的驾驶……在供
需两侧的共同推动下，人工智能产业化
进程加快。

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最新数据测

算，2022 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
达到 5080 亿元，同比增长 18%。

“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交通、零
售、能源等多个领域已经有广泛探索，其
中，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和创新，不仅提高
了教育质量和效率，而且推动了教育的
结构性变革。”猿力科技集团党委书记、
战略副总裁程群说，信息技术与教育教
学深度融合，构建起高质量个性化学习
体系。

袁辉认为，目前，人工智能已经在呼
叫中心、建筑设计和智慧城市等一些能
够产生商业回报的行业中落地生根。接
下来，农业、工业、医疗将是人工智能公
司快速布局的行业。“未来十年是人工智
能的黄金十年，千行百业都会产生颠覆
性、突破性的变化。”

“从核心源头技术，到消费、医疗、教
育、城市、交通、工业等各行各业，在这个
过程中，关键是要结合技术的特点和各
个应用方向，提前做好前后端贯穿的机
制设计，规划好技术路线，从而让核心源
头技术创新更快更好地带动全局规划。”
科大讯飞高级副总裁杜兰说。

加大投入构建核心底层技术

不久前，科技部会同自然科学基金
委近期启动“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

（AI for Science）专项部署工作。
科技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人工

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已成为全球人工智
能新前沿。我国在人工智能技术、科研数
据和算力资源等方面有良好基础，需要进

一步加强系统布局和统筹指导，以促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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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内人士认为，发展人工智能更需
要关注对技术基础层的创新和投入。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
建平认为，人工智能突飞猛进发展与两
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有关，一方面是计算
机计算能力大幅提高，摩尔定律下芯片
价格降得非常快，性能上升也非常快；另
一方面是互联网诞生使得大范围计算被
连接起来，催生了现在的大模型以及各
种硬件。

“人工智能的发展，一定要靠顶层计
算能力大幅度提高和网络连接能力或连
接效率大幅度提高的支持，离了这两点
都走不太远。”吴建平说。

汤 道 生 也 认 为 ，AI 训 练 的 要 求 很
高，不仅需要高计算能力的 GPU，而且
需要高速网络等。“其中涉及的包括芯片
在内的各种底层技术毫无疑问是一个大
厦的根基，必须要搭好。”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袁辉说，
人工智能包括感知、思考、运动三大环
节，要想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的飞
跃，还有许多重大的问题需要突破。科
技企业应该具备工匠精神，重视对技术
基础层的创新，敢于在核心赛道上投入。

杜兰也表示，下一步需要推动数字
经济的公共技术能力研究，以及各类边
缘交叉学科的融合研究，鼓励优势企业
以资金共投、成果共享的方式，开展协同
攻关。 （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