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成果越来越多，应用场景越来

越广，从革新生产生活方式到加速赋能产业

发展，人工智能如何更好发挥作用？

“走深向实”重塑千行百业

“依托公司在显示技术、物联网及大数

据 处 理 等 方 面 的 积 累 ，我 们 推 出 了‘AI 影

像 辅 助 诊 疗 平 台 ’，可 以 通 过 智 能 医 疗 设

备、远程医疗平台及健康管理系统的集成

应用 ，实现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

用 ，帮助更多患者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好的

医疗服务。”京东方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雨楠说。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

执行院长龚克介绍，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深入演进，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密集

活跃，正推动人类社会加速进入智能时代。

人工智能与算法已成为众多行业的效

率倍增器与发展新引擎。

在哈电集团重装公司厂房内，智能化焊

接系统已在核电设备焊接中推广。“智能化

焊接系统能自动检测焊缝内径尺寸、外观形

状和缺陷，调整焊接方式，可减少 50%到 75%

的人力，效率提高 2 倍以上，作业质量可满足

核电焊接标准。”哈电集团创新与数字化部

副总经理刘新新说。

在 赋 能 传 统 产 业 的 同 时 ，人 工 智 能 也

在创造全新应用场景 ，带动新兴产业拔节

生长。

北京讯飞研究院副院长李家琦说，基于

星火认知大模型，科大讯飞正在数字政府、

教育、司法、金融、汽车等多个行业开发创新

服务产品，为用户带来更多新体验。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报

告 2024》显示，我国人工智能被广泛应用于

包括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智慧农业在内的

20 个细分领域，创新版图正从“极化”走向

“扩散”。

还要答好几道题？

“AI”，已成为现象级热词与万千行业的

“宠儿”。然而，在不少细分领域，从人工智

能技术的落地到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仍有距

离。业内人士认为，人工智能仍需答好“三

道题”。

——“基础题”。多名受访专家指出，目

前算力、存储等基础设施方面仍存短板，难

以满足实际需求。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新

基建专委会会长金晖认为，高质量数据采集

和行业专属大模型是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变

革的关键所在。

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

院副院长程思瑶说，在一些领域，存在数据

收集存储装备少、基础数据标准化程度低、

数据采集成本较高等问题，对大模型的训练

与推理造成不利影响。

“传统装备制造业数据基础设施相对较

弱，整体仍处于数字化阶段。”刘新新说，不

同车间、流程工艺之间的数据有效互通仍有

较大提升空间。

——“ 场 景 题 ”。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转 化 ，

一头连着科研，一头连着市场，工业界与科

研机构的衔接至关重要。一些受访专家表

示 ，当前人工智能研发人员对各大行业的

了解仍然有限 ，如果不能清晰掌握工业界

的实际需求 ，就难以给出有针对性的解决

方案。

“既懂专业、又懂市场的跨领域人才培

养，值得关注。”李家琦说，坐在研发室里很

难想象具体应用场景。同时，具备丰富行业

经验的项目经理、产品经理等综合性人才，

被各大企业所青睐，存在较大缺口。

刘新新说，在人工智能技术转化上，应

用企业作为“出题人”，在提出需求时还缺乏

精准性，因此一些应用场景中的共性问题还

没能提炼出来，成为一大阻碍。

——“机制题”。受访专家认为，不同行

业领域间仍然存在“数据壁垒”，对人工智能

技术迭代升级造成延缓。

一家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企业负责人说，

对于用户数据怎样保存、能否用于训练等问

题，行业内还缺乏明确规定，可能引起隐私

权、版权等纠纷，企业存在顾虑。

让人工智能走上更大舞台

多 位 受 访 专 家 呼 吁 ，可 在 行 业 政 策 支

持、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人才培养等方面

综合施策，充分释放人工智能发展潜力。

“当前应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平衡处

理数据安全与互联互通。”中国互联网协会

副理事长、伏羲智库创始人李晓东等专家建

议，在保障公民隐私与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推

动建立行业内与行业间的数据互通互联机

制，大力支持孵化共性技术，从企业单点式

突破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

“ 新 一 代 人 工 智 能 是 推 动 科 技 跨 越 发

展、产业优化升级的驱动力量。”智慧足迹

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文武说 ，去

年 5 月 北 京 市 发 布《北 京 市 数 据 知 识 产 权

登 记 管 理 办 法（试 行）》，为 数 据 商 业 生 态

与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发 展 提 供 制 度 框 架 。 可

借 鉴 这 一 做 法 ，进 一 步 推 动 政 企 数 据 融

合 ，发 展 数 据 商 业 生 态 ，提 升 和 释 放 数 据

要素价值。

金晖建议，各大企业可与高校合作推出

人工智能大模型实训课程，提供系统化、前

瞻性、理论实践相结合的专业辅导，加快培

养“AI+专业”的跨领域人才，提升从业者专

业水平，扩大行业人才储备。

李家琦等专家表示，期待国家重点实验

室等高水平科研机构与人工智能行业龙头

企业密切合作，构建新一代人工智能全产业

链生态平台，聚焦关键技术难题，构筑产学

研用一体化的知识层、技术群、生态圈，打造

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领域新质生产力，抢占

人工智能技术制高点。

（据新华社哈尔滨电）

□ 新华社记者 杨思琪 杨轩 沈易瑾

人工智能从“实验室”

走向市场，还要答好几道题？

数字技术助力中国数字技术助力中国
加速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

□□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魏梦佳魏梦佳 阳娜阳娜

一个占地不足 2.5 平方米的大玻璃窗咖

啡亭前，用户选一款咖啡下单，机器人 50 秒

出餐，豆子是现磨的，奶泡绵密。一个对汽车

底盘进行焊接的车间，4 台机器人协同作业，

精确点焊，通过信息交互，保证其中一台机器

人工作时另一台机器人不会进入它的安全区

间。如今，机器人已覆盖工业、服务、医疗、农

业、应急救援等多类应用领域。

中国领跑工业机器人应用

我国机器人产业“从小到大”，如今已成

为全球机器人产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工信部

副部长辛国斌表示，截至 2024 年 7 月，中国持

有的机器人相关有效专利超过 19 万项，占全

球比重约三分之二。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演

进，全球机器人产业创新密集活跃，机器人易

用性及配置效率显著提升，正以空前的广度

和深度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推动人类社会

加速进入智能时代。

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机器人第一大消

费市场和生产大国。国际机器人联合会主

席玛丽娜·比尔（Marina Bill）在 2024 世界机

器人大会上分享的一组数据显示，中国工业

机器人的应用数量 2014 年在全球应用总量

中占比 26%，而到 2022 年这一比例已经增长

到 53%。

从应用密度看，计算各国每万名工作者

中的机器人数量，2022 年密度最高的国家是

韩国，每 1 万名雇员中有 1012 个机器人，随后

是新加坡、德国、日本、中国。中国的应用密

度高于瑞典、瑞士、美国。“我认为，在 2023 年

或者到今年，中国会继续增长，可能进入前

三。”玛丽娜·比尔表示。

在今年 8 月举办的 2024 世界机器人博览

会上展出的工业机器人，应用于酿酒、造车、

仓储物流等不同产业。

北京京城智通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研

发的智通酿酒生产线，就通过机器人技术帮

助白酒企业提高产出效率。京城智通研发

车间主管孙荣宇告诉记者，该生产线于 2015

年在泸州老窖十万吨级智能酿酒车间投入

应用，逐年更新迭代，如今加入了 AI 应用。

比如在机器人上甑环节，需要利用机器人视

觉定位，精准地填充酒糟。“上甑过程中蒸汽

同步开启，哪里冒气了就去哪里添料，把这

个 位 置 补 上 ，还 原 传 统 工 艺 中 的‘ 见 气 上

甑’。”孙荣宇说。

北京配天机器人华北区销售经理刘华忠

介绍，该公司目前已经有 1 万台这样的机器

人在工厂里工作。其中应用于 3C 产品生产

的机器人有五六千台。“一台机器人可以使用

10 年。这些机器人可以替代重复性的枯燥工

作，并且工作节奏和精度一致，可以满足企业

的生产需求，并缓解了部分工厂招工难的问

题。”刘华忠说道。

应用潜力巨大

除 了 工 业 领 域 的 应 用 ，机 器 人 在 消 费

者可以感知的领域也有大量应用场景有待

挖掘。

京东物流展示的自动驾驶智能配送车，

结合了多模态前融合 One Model 和 360 度视

角 BEV 视觉 One Model 技术，帮助保障运营

车辆的行驶安全。智能配送车和京东快递小

哥协同工作，为消费者提供“最后一公里”和

“最后 100米”的末端配送服务。

京东物流智能驾驶机器智能工程师王博

谦告诉记者，目前京东物流在全国有 600 多

台投入使用的智能配送车，在即时配、快递等

业务中，帮助优化了物流站点分布，并节省了

中间路段的枯燥运送工作。

仿生机器人品牌 EX 机器人今年量产的

人形机器人小柒，可以进行智能交互问答，已

经在国际大型展会、电子产品销售、景区咨

询、商业展厅等领域应用。还有多模态环境

感知机器人，通过整合视觉感知模型、语言感

知模型、传感器感知模型，帮助机器人对物理

世界进行多维感知。还有可以用于儿童教育

的跃迁机器人产品，主要应用于智能教学和

儿童陪伴场景。

在博睿康科技，有用于帮助判断患者大

脑状态、情绪以及基于脑机接口技术的康复

产品。可穿戴的脑电帽将穿戴者的大脑信号

传送到脑电图机，根据解码获得的脑电信号，

可以判断使用者的大脑活动状态。博睿康产

品经理王晓龙介绍，该产品应用领域日渐广

泛，从癫痫诊断，到现在应用于抑郁症、老年

痴呆等病症，公司已经与一些医院合作，关注

人们的精神心理健康。

大力推进“机器人+”应用行动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

也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

要领域。而大力推进“机器人+”应用行动，

因业、因地制宜推动机器人赋能千行百业，是

机器人产业发展的趋势和目标。

2023 年 1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七部

门印发《“机器人+”应用行动实施方案》，目

标到 2025 年，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较 2020 年实

现翻番，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行业应用深

度和广度显著提升，机器人促进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

中国已连续 11 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

器人市场，近三年新增装机量占全球一半以

上，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达到每万名工人 470

台，10 年间增长近 19 倍；服务机器人在家庭

服务、医疗康养等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特种

机器人在空海探索、应急救援等领域发挥重

要作用。机器人产业营收年均增长约 15%。

“中国机器人产业起步较晚，还存在正向

设计能力薄弱，产业基础不牢，产业链创新链

融合不足等问题。”辛国斌指出，下一步我国

将大力开展机器人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积极完善“机器人+”应用体系，推动我

国机器人产业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电）

AI智能体（AI Agent），正成为新的人工智能热词。作为不少人看好的AI

应用发展方向，AI智能体备受关注。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在满是唐三彩的微缩景观间，彩绘胡俑们渐次苏

醒，随乐声俏皮舞蹈，忽而穿越到现代繁华都市，与正在

直播的女孩互动，一曲舞罢又化为电脑屏幕上的文物照

片与桌上摆放的精美人俑……

今年中秋，数字技术赋能舞蹈艺术，以虚拟场景和

现实舞台的结合，让舞蹈视频节目《胡俑狂欢夜》受到

热捧，也让古老的文化遗产焕发生机，走进今天人们的

生活。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发展，人工智

能、区块链、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数字技术，正推动文

化领域生产传播和消费模式深度调整，视频直播、电子

竞技、数字文博等新兴数字文化业态不断涌现，文化领

域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

《黑 神 话 ：悟 空》以 数 字 化 技 术 搭 建 一 个 神 秘 诡

谲 的 东 方 神 话 世 界 ，也 让 中 国 古 建 筑 火 速 出 圈 ；百 度

大 模 型“ 文 心 一 言 ”通 过 大 量 学 习 古 代 方 志 和 家 谱 数

据，助力海外华人圆寻根之梦；快手启动“可灵 AI”导

演共创计划，携手 9 位导演制作出品由视频大模型生

成 的 AIGC 电 影 短 片 …… 这 些 论 坛 上 介 绍 的 鲜 活 案

例 让 与 会 者 对 数 字 技 术 赋 能 文 化 产 业 有 了 更 多 想 象

和期待。

“数智技术带来了文化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

转型升级，推动文化生产方式变革和文化生产工具创

新，数据要素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共中央

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祁述裕在论坛上说。

《中外文化交流报告（2023）》显示，“数字科技拓展新

空间，文化交流形态将更多彩”成为 2023 年中外文化交

流的一大新特点。“全景故宫”数字虚拟体验、“寻境敦

煌”VR 沉浸展等利用数字技术，带来身临其境般的文化

体验。

“展望未来，数字技术将进一步推动内容、技术、模

式、业态和场景的全方位创新，文化交流将迎来前所未

有的新机遇。”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说。

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落地应用，也在

多个文化场景展现出强大应用潜力，丰富了文化表现形

式，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9 月，中国完成备案并上线、能

为公众提供服务的生成式大模型已达 190 余款，注册用

户超 6 亿。其中，北京市上线 82 款，占比近一半，呈现势

头猛、主体多、应用广等特点。

文化与科技创新资源富集的北京致力于建设全国

文化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努力培育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新业态。近年来，北京重点建设

国家级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全市有 3000 多家文化

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约占全国五分之一。

《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提出，

到“十四五”时期末，中国将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

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

化服务供给体系。到 2035 年，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

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

数据体系，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

民共享。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推动着各行各业变革与发展。

近日，北京工商大学、智评云数智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在北京联合举办“人工智能驱动的监管科技创新论坛”，

多位高校专家学者、业内人士展开热烈交流，共同探讨

人工智能技术在国资与金融监管领域的创新应用与发

展前景。

北京工商大学副校长徐丹丹表示，在金融和国资国

企的监管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展现出巨大的潜力

和价值，不仅能够提升监管的精准度和效率，降低人为

错误和欺诈风险，还能够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助力金

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

在 市 场 经 济 运 行 中 ，资 产 评 估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 。

无论是资产转让、企业改制，还是上市筹备、重组并购，

资产评估都为市场参与者和监管机构提供合理的价值

参考。

“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发展，为评估行业带来了一

场深刻的变革。”谈及人工智能在估值监管领域的应用

与创新，天健国信资产评估（天津）有限公司董事长卢静

说，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深度学习，人工智能可以提供更

加精确的评估结果，降低人为因素导致的误差。同时，

智能评估系统可以实时更新数据，提高评估效率，满足

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

在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前任会长耿虹看来，资产评

估 的 技 术 日 新 月 异 ，业 态 日 趋 复 杂 ，传 统 的 监 管 手 段

效 能 逐 渐 下 降 ，无 法 应 对 复 杂 多 变 的 行 业 发 展 形 势 。

如 何 依 靠 先 进 的 技 术 手 段 ，构 建 智 能 化 、精 准 化 的 监

管 体 系 ，利 用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提 升 监 管 效 能 ，确 保 市 场

秩序的公平与公正，是摆在每一个行业参与者面前的

新课题。

耿虹介绍，自 2019 年起，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建立了

资产评估报告报备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启动了风险指数

模型研究，今年又推出了监管系统模块，以支持监管活

动的在线化。中评协将进一步加强与专业研究团队的

合作，共同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行业监管中的应用，提

升监管效能，精准投放有限的监管资源。

（据新华社9月25日电）

人工智能赋能金融人工智能赋能金融
监管前景广阔监管前景广阔

□□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刘羽佳刘羽佳

AIAI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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