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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a 诞生半年后，它的“挑战者”纷至

沓来，连“等不及”又“追不上”的英伟达也

亲自下场。

迄今为止，Sora 依旧只释放小样、未开

放使用，而快手可灵、智谱清影、Vidu 已率

先打开体验大门，走向大众。

尽管“一键生成”的初体验称不上完

美，却搅动了内容产业的一池春水。身边

不少微短剧、广告、动画已经开始用上 AI

这个“效率搭子”。人工智能生成技术，从

前不久的文生图，到如今的文生视频、图

生视频、视频生成视频，“AIGC 宇宙”不断

扩张。

AI，是华夏神话里的“神笔马良”吗？它

能让多少想象力、创造力活起来、动起来？

■■““文生视频文生视频””，，如何如何““生生””

“文生视频是一颗重磅炸弹。”半年来，

从大厂到独角兽的 Sora 复现潮无一不在说

明产业界对“生成”的重视。

视频生成，简言之是通过生成式人工

智能技术，将文本、图片等多模态输入，转

化为视频信号。

当前，视频生成的技术路线主要有两

种。一种是扩散模型，其中又分为两类，一

类 是 基 于 卷 积 神 经 网 络 的 扩 散 模 型 ，如

Meta 的 EmuVideo、腾 讯 等 推 出 的 Video-

Crafter；一类是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的扩

散模型，如 OpenAI 的 Sora、快手的可灵 AI、

生数科技的 Vidu 等。另一种是自回归路

线，如谷歌的 VideoPoet、Phenaki等。

2024 年 7 月 26 日，中国科技企业智谱

AI面向全球用户发布其自主研发的人工智

能生成视频模型清影（Ying）。

目前，基于 Transformer架构的扩散模型

是视频生成模型的主流选择，也称“DiT”（Di

为Diffusion缩写，T为Transformer缩写）。

文本“扩散”为视频？“扩散在此指一

种建模方式。”北京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助

理 教 授 、博 士 生 导 师 袁 粒 举 了 一 个 生动

例子——

米 开 朗 琪 罗 在 凿 刻 著 名 的 大 卫 雕 像

时，说过这样一句话：雕塑本来就在石头

里，我只是把不要的部分去掉。“这句话很

形象地形容了‘扩散’这一建模过程。原始

的纯噪声视频好比未经雕琢的石块。如何

敲打这个大石块，敲除多余的部分，直到把

它敲成轮廓清晰的‘大卫’，这样的方式就

是‘扩散’。”袁粒说。

袁粒进一步解释：“Transformer 就是一

个神经网络，遵从‘规模规则’，执行敲石块

的过程。它能处理输入的时空信息，通过

理解其内部复杂关系来理解现实世界，使

模型具备推理能力，既能捕捉视频帧之间

的细微联系，也能确保视觉上的连贯、时间

上的流畅。”

■■““效率搭子效率搭子””，，有多快有多快

一只憨态可掬的北极熊被闹钟叫醒，

背起行囊，乘坐直升机、转乘高铁、换乘出

租车、登上轮船，跨越山河湖海、历尽艰难

险阻，终于到达南极，与企鹅相会……

这部时长 1 分半、名为《一路向南》的

动画短片，由视频生成模型 Vidu 完成。原

本 1 个月的工作量，有了 AI 这个“效率搭

子 ”的加入，仅用 1 周时间就制作出精良

作品——效率是过去的 4倍。

这让北京电影节 AIGC 短片单元最佳

影片得主、Ainimate Lab AI 负责人陈刘芳

心生感慨：视频生成技术，让高水平动画不

再是大厂才敢玩的“烧钱游戏”。

AI 动画《一路向南》的创作团队仅由 3

人构成：一名导演、一名故事版艺术家、一

名 AIGC 技术应用专家。而以传统流程制

作的话，需要 20 人。算下来，仅制作成本就

降低 90%以上。

正如快手视觉生成和互动中心负责人

万鹏飞所言，视频生成的本质是从目标分

布中采样计算得到像素。这种方式能以更

低的成本，达到更高的内容自由度。

进入 Vidu 的视频生成页面，笔者也体

验了一把“一键生成”的自由。上传一张照

片设置为“起始帧”或作为“参考的人物角

色”，在对话框里输入想要生成的场景的文

字描绘，点击“生成”，一条灵动精彩的短视

频就自动生成了。从进入页面到下载完

毕，不足 1分钟。

将一张图片发给国产视频大模型 Vi-

du，一段动画视频随即自动生成。

“‘ 人 人 成 为 设 计 师 ’‘ 人 人 成 为 导

演 ’的 时 代 将 会 到 来 ，就 像 当 年‘ 人 人 拥

有麦克风 ’一般 。”智谱 AI 首席执行官张

鹏说。

■■““世界模拟器世界模拟器””，，有戏吗有戏吗

视 频 生 成 ，颠 覆 的 仅 仅 是 内 容 产 业

吗？这显然不是 OpenAI 的初衷。“生成视

频”只是一道“开胃菜”。

Sora 诞生之前，OpenAI 并未将其定位

为 AIGC 的实现工具，而是复刻物理世界的

“容器”——世界模拟器。这一容器里，运

行着真实世界的物理规律、环境行为、交互

逻辑，恰似《黑客帝国》描绘的虚拟世界，冲

击着我们的想象与感官。

然 而 ，物 理 世 界 是 三 维 的 ，目 前 的

Sora 等模型还只是基于二维运作，并非真

实 物 理 引 擎 ，也 就 谈 不 到 深 层 次 的 物 理

世界模拟。

“多年来，我一直表示，‘看到’世界即

为‘理解’世界。但是现在我愿意将这个概

念推进一步，‘看到’不仅仅是为了‘理解’，

而是为了‘做到’。”斯坦福大学讲席教授李

飞飞公开表示，空间智能的底线是将“看

到”和“做到”联系在一起，有一天，AI 将会

做到这一点。

当“看到”还不等于“做到”时，人工智

能的创造就不能停。最近，又有新的技术

路线出现了。不同路线之间你追我赶，共

同向前，推进这个由向量与模型构造的智

能世界。

未来的“世界观”，依旧是一道尚未揭

晓的谜题。正如美国物理学家费曼所说：

“我不能创造一个我不理解的世界。”但这

并不意味着，理解了一个世界，就一定能够

创造出一个世界。

此刻，依旧是颠覆到来的前夜。这就

是为什么当我们向技术探索者抛出关于未

来的问题时，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答案。也

许“不确定”，正是这个时代的幸事。

（新华社9月10日电）

人工智能时代来了。过去、现在、未来，

AI 快速改变我们的生活与工作。快！有多

快？AI 以涌现之力掀起浪潮，迭代、突破、颠

覆，一浪高过一浪！

从“图灵测试”到“深蓝”系统胜利，再到

GPT 系列模型从 1、2、3、3.5 直抵 ChatGPT 系

列……AI 通过模仿、对齐，学习像人一样说

话、思考，甚至有分析称，最接近“人”的 AI大

模型，智商将达到 145，碾压多数人。

这样的变革，带来的不仅是技术突破，

还 有 对 未 来 的 焦 虑—— 算 法 歧 视 、隐 私 外

泄、虚假信息泛滥以及失业忧虑等。而这样

的涌现，远没有达到终点。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担心：当人工智能无限接近乃至超过人，

人会不会被替代？人类未来的出路在哪儿？

剑桥大学物理化学博士刘煜炎，近期在

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视频：“我可能要面

临失业了。从教 40 年，今天感觉到我的工

作、我的未来，被人工智能严重挑战了。”

刘煜炎说，作为老师，他一直用科学家

的 方 法 教 授 并 培 养 学 生 思 考 ，但 没 有 想 到

ChatGPT 的出现，让他忧心忡忡。人工智能

分分钟就掌握了他经过 40 多年才练就的“功

力”。这意味着，家长将无需再找一对一老

师或是培训机构，人工智能完全可以胜任，

而且能教各个科目。那么，真实世界里的老

师要去哪里找工作？他担心会面临失业。

同样，近期无人驾驶网约车服务“萝卜

快跑”试运行，也引发广泛关注。有舆论称，

伴随无人驾驶的大面积普及，未来网约车、

出租车可能多数是无人驾驶，相关人员面临

就业挑战。

可以看到，随着“百模大战”（各类“大规

模深度学习模型”在应用领域竞相发展的态

势）如火如荼，各类 AI 应用将在真实商业场

景中加速落地。

卷技术、卷资金、卷市场、卷人才……不

难想象，在这样的趋势下，科技突飞猛进，AI

将在竞争格局下“卷”出新高度。在 2024 年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智能感知表现突出：用

“脑电”技术感知人的意图，辅助人类做康复

训练；国产机器人“青龙”增添了手指“触觉”，

可以像真人一样抓取食物；利用 AI语音声库，

让世界首位中文虚拟歌手洛天依拥有堪比

歌手的音色，让 AI听起来不再是 AI……人工

智能在应用领域的各个赛道，想象空间愈发

广阔。

世 界 知 识 产 权 组 织 发 布 的 报 告 显 示 ，

2014 年至 2023 年，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

申请量超 3.8万件，居世界第一。

从国内发展看，科技革命之光已经照进

现实。AI 应用不再局限于聊天、画画、写作，

而是立足更复杂的生活与工作场景：自动驾

驶出租车已经上路，自动送货机器人整装待

发，家庭服务机器人不再是梦……似乎所有

工具性的劳动都有可能被 AI取代。

当人工智能被“卷”得越来越像“人”，越

来越多的人自我调侃被“卷”成“工具人”。

一旦被“卷”成“工具人”，意味着 996、007，意

味着从年头忙到年尾，即便自己学习、工作

的时间增加、效率提升，但所获得的成绩排

名、工资薪金还停留在之前水平，甚至倒退、

缩水。

有一个对“卷”更直接的表达：努力似乎

正变得越来越不值钱。

更让一些人焦虑的是，相较于被“卷”出

来的“工具人”，AI 正在成为把人的智力、能

力都放大的“超级人”，而且可以没日没夜地

干活，以白加黑、7 乘 24、全年无休的劲头飞

速成长。

如此看来，对于工具性事务，“工具人”

一定不及“超级人”。

那么，回到之前的问题：AI 会不会对人

构成威胁？AI 到底会不会替代人？专家的

答案是：不会，至少目前不会。

AI 是人造的，是完全按照人的意图被制

造出来的。AI 发展有其边界，AI 再发展也只

能展现各种智能，而难以形成真正的生命。

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完全取决于人自身的

认知与创新能力，以及人与人工智能、机器

人协作形成的合力。

我们不停地给 AI 喂数据、图片、视频，AI

成为我们的知识库、帮手、助理。利用 AI 的

“超级能力”提高学习与工作效率，我们可以

从工具性、机械性事务中解脱出来，腾出精

力去做更有价值的事。

AI 终归是为人类福祉服务的，而不是背

道而驰。当人工智能越来越像人，人自己是

不是应该更像人，而不是更像工具或 AI？比

如，机器人固然能作出像模像样的一般性诗

作，在词汇、格律、技法等浅层次似乎可以无

限接近人，但基于人类本质力量的想象力、

情感力、思悟力以及创作个性、风格等深层

次东西，则是 AI 不那么容易企及的，而这些

恰恰最能体现出古往今来一个真正诗人孜

孜开掘并创造性表达的精神维度。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每个人都活得像

AI一样，投喂、训练 AI的素材也会越来越少，

AI会停止进步、迭代，直至消亡。

AI 再发达，也是要达成人和人、人和物

的高效协同。人工智能的核心还是“人”。

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不应取代人而应解放

人，让我们活得更像人本身，更能激发出人

之为人的本质力量。

（新华社9月12日电）

人工智能考问人之为人
□ 半月谈评论员 潘晔

新华社北京9月 19日电 智能制造给光伏行业带来了什

么？作为目前全球光伏行业中唯一的“灯塔工厂”，隆基绿能

嘉兴基地给出了具象化的答案。

这座自动化率超过 90%的工厂，有着 51 条智能化生产

线，每隔 12 秒就会有一块完整的光伏组件下线。隆基绿能嘉

兴基地灯塔工厂通过实施超过 30 项数字化用例，让 AI 成为

生产管理的大脑，实现产品品质可靠性提升 43%，产品生产交

付周期缩短 84%，基地整体单位能耗降低 20%。

穿戴好无尘车间专用鞋套和网帽，记者走进隆基绿能嘉

兴基地一期工厂。在位于生产车间一侧的数字化运营管理

中心内，数字大屏实时展示着工厂运营管理过程中的订单交

付、生产进度、产品质量、设备运行、人力状况、能耗、安全等

数据。

“隆基绿能嘉兴基地主要生产隆基 BC（背接触电池技

术）系列高效太阳能电池组件，整体组件产能超 35GW。每隔

12 秒，就会有一块完整的光伏组件下线，其中包含 4 道检测程

序。”隆基绿能嘉兴基地智能化项目负责人杜国祥说。

电池片的隐裂用肉眼极难察觉，传统条码追溯不适用、

虚拟码追溯准确率低一直是困扰光伏组件生产的难题。如

今，嘉兴基地创新应用 AI 精准追溯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每 18

秒就可以判断出 12串组件是否有缺陷。

“缺陷是哪条流水线哪个机台生产出来的，都可以进行

识别和追溯。这一技术不仅能保证整个生产过程的高效率，

还提高了对客户的响应速度。”杜国祥指着工厂中央智能复

判室里的电脑屏幕说，发现异常后，AI 会快速生成解决方案

发送给屏幕前负责监控的质检人员，如果质检人员能够给出

不同于 AI的新解决方案，也会被 AI存储学习。

这仅仅是隆基绿能嘉兴基地数字化、智能化的一个缩

影。在这里，通过大规模采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数字孪生等新技术，30 余项数字化用例已成功实施。其

中包括五大核心“黑科技”，即机器视觉赋能的柔性自动化、

AI 赋能的全流程检测及追溯、订单生产交付周期智慧管理、

AI算法赋能的电池资源匹配及动态纠偏、智能人力管理。

近年来，光伏行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不断壮

大，产业链各环节产量和装机规模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

并成为“新三样”产品出口的代表。在阶段性供需错配、同质

化竞争加剧的当下，推动技术升级和降本增效至关重要，数

智化深度转型成为打造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向。

“据我们统计，通过智能化技术的应用，2016 年至 2023 年

我国多晶硅、电池和组件的人均产出率出现了 3 至 4 倍的增

长。”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江华表示，智能化技术的应

用不仅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升，还推进了光伏与半导体产

业、数字化技术发展的耦合。

（《经济参考报》记者王璐）

新华社北京9月 20日电 全自动无人化的导向车（AGV）

将数千种零部件准确送往生产的各个环节；AI 加持的智能制

造系统如同上万个“在线”质检员实时检测关键工艺；大模型

持续积累生产数据以优化各个环节……智能化正在帮助理

想汽车实现更高精度和更高效率的生产。

在理想汽车北京绿色智能制造基地，走进高度自动化

的焊装车间，记者看到，不少关键性的焊装环节旁，坐着一

些着装稍有不同的员工，他们正实时关注着电脑上显示的

数据。

“这些员工主要负责的是基于生产过程中不断积累的

数据，持续完善自研的大模型生产系统。”理想汽车北京绿

色智能制造基地负责人王垒告诉记者：“这正是我们走向智

能化的关键，也是理想北京工厂走在汽车智能制造最前沿

的底气。”

“例如在合车环节，需要将数十颗螺栓拧紧，把底盘和车

身连接起来。以往可能只对螺栓最终是否足够紧密这一结

果进行检测，出现问题排除起来十分复杂。我们的连山数据

监控平台系统可以通过对螺栓拧紧的全过程进行检测，并利

用 AI技术与正常的扭力变化曲线进行对比，更精准更高效地

定位问题环节。”王垒说：“有了‘连山平台’的加持，我们的产

线又多出来了上万个专业的 AI质检员，不知疲倦地去对每台

车的每个工艺细节进行实时的‘在线 CT’，这在国内乃至世

界的汽车制造领域，都是最前沿的技术。”

“未来，我们不仅可以实现让计算机回望任意时刻、任

意场景的微观产品和整体生产数据，甚至可以让计算机去

预测用户的潜在需求和产品的潜在风险，让制造业真正拥

抱 AI。”王垒表示。

据透露，基于连山系统等智能制造手段，北京基地新工

厂实施周期缩短 3 个月，生产效率提高 20%以上，运营成本降

低 25%，能源利用提高 11.3%。

智能制造正在深度参与汽车产业的发展。中国汽车工

业协会副总工程师许海东表示，汽车行业的自动化水平一

直走在各个产业的前列，正大量应用“数字孪生技术”来实

现智能制造。

国 办 印 发 的《新 能 源 汽 车 产 业 发 展 规 划（2021—2035

年）》提出，加快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仿真、管理、控制等核

心工业软件开发和集成，开展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应用

示范。

对于如何将智能制造进一步加以推广落地，理想汽车相

关负责人表示，工厂的作用不仅仅是制造产品，在智能化加

持下，工厂成为不断成长迭代的有机体。“未来的生产制造

中，我们将围绕核心系统全栈自研、高度自动化、数字孪生、

AI赋能及智慧物流等方面，高效应用，持续迭代。”

“随着数字化技术、智能化技术的发展，汽车行业的智能

制造将持续提升，无人工厂和‘黑灯工厂’这样的标杆项目会

越来越多。”许海东说。

(《经济参考报》记者袁小康)

12秒下线一块组件
AI“担纲”光伏制造大脑

上万AI“质检员”
把关汽车“智造”全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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