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在上海举行的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投资

界人士难掩兴奋之情。人工智能AI乃至“AI+”产业，

正在深刻改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也吸引着全球资本

的目光。 ■新华社记者 桑彤 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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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火热的背后，是产业的快速

发展。最新公布的《2018中国人工智能发

展报告》中，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位列全

球第二，2017年中国人工智能领域融资额

占到了全球的 60%，成为全球最吸金的国

家。

统计显示，自 2013 年以来，全球和中

国人工智能领域投融资规模都呈现出明显

的上升趋势。上述《报告》显示，2017年全

球人工智能领域投融资规模达 395 亿美

元，中国融资总额达 277.1亿美元；全球人

工智能领域共发生融资1208笔，中国占到

了31%。

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从 2012 年开

始迅速增长，截至 2018年 6月已达到 1011
家。

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吸引众多资本的目

光，在业界人士看来，主要是因为人工智能

已成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和经

济发展的新引擎，正不断催生新技术、新产

品、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深刻改变人类

生产生活方式、全球经济格局和经济结

构。同时，从国际视角看，人工智能是全球

同台的技术革命，已成为决胜未来的“关键

密钥”和“重要砝码”。

软银中国资本管理合伙人宋安澜直

言，人工智能对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兵家必

争之地，是一定要布局的。如果说移动互

联网是科技、计算机发展过程中的第五个

技术周期，人工智能可能是第六个技术周

期的里程碑。

过去几年，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

投资的侧重点并不相同。在融资金额分布

上，美国公司集中在处理器、芯片等基础

层，中国公司则更加关注计算机视觉、自动

驾驶等应用层。其中，计算机视觉、语音识

别及自动驾驶三大领域是中国市场中最为

吸金的三个领域。

中金公司研究部黄乐平表示，过去两

年，大量资本进入AI技术初创公司，尤其

集中在视觉与语音技术领域。但现在看

来，AI技术最大的受益者，其实是拥有数

据的垂直行业公司，如移动互联网领域的

今日头条，安防领域的海康威视、金融行业

的平安等，这反映了AI落地逐渐从“AI+”

向“+AI”转变。

毕竟，以算法起家的AI技术头部公司

估值已非常高昂。从商汤科技估值 45亿

美元，寒武纪估值 25亿美元来看，这类AI
公司的投资窗口已基本关闭，寻找在细分

行业中利用AI技术做改造的投资机会是

更可行的做法。

在明势资本创始合伙人黄明明看来，

人工智能很快会和互联网一样，变得更像

一个基础设施。对于创业公司而言，更多

机会是在各个应用领域和产业的结合。

在全球资本都在关注的当下，上海也

在加速人工智能产业的布局，把人工智能

作为优先发展战略。在此次世界人工智能

大会上，上海人工智能产业基金、上海市杨

浦区人工智能创业投资母基金、深兰人工

智能产业投资并购基金接连成立。

未来，在政策与资本双向利好以及人

才升级的驱动下，人工智能企业发展将如

火如荼，为社会各领域全面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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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杜康

“在应用类目中，科技企业占比10%，

而传统行业高达90%。美的、伊利、上海飞

机制造、长江电力、中日友好医院等，在各

细分领域都形成了示范性的案例。”工业与

信息化部科技司高技术处处长赵策说。

人工智能对于解决传统行业复杂系

统、多约束条件下的生产问题展现出了

明显优势。

以飞机制造行业为例。8大主要系

统、28个关键协调界面、33种关键功能、

450 万个零件……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

司董事长魏应彪在论坛上列出了一系列

数字，以说明飞机设计之复杂。大飞机

被称为“工业皇冠”。海量的数据、频繁

的人机交互、高度复杂的算法软件系统，

这些为飞机制造带来了智能制造的场景

需求。

什么是智能制造？“智能机器+先进

分析工具+人机交互，就是智能制造。”中

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介绍，“人工智能与

云计算、大数据、5G技术一起，成为支撑

智能制造的信息技术。”

据魏应彪介绍，上海飞机制造公司

正在建设 5G园区，部署覆盖整个园区的

普及网络，“5G 方便设备的互联互通及

数据实时采集，为智能制造奠定了大数

据的基础。”同时，一批先进智能装备的

使用，解放了工人的双手，如自动喷涂机

器人、柔性轨制机器人、自动钻铆机器

人、激光扫描机器人等。

在此基础上，人工智能发挥作用，利

用机器视觉、图像识别、语音交互、大数

据分析等技术，实现智慧感知、智慧排

产、智慧检测、智慧决策。

以飞机复合材料结构检测为例。“传

统的检测过程包括，制造预埋典型缺陷

的标准对比版块，扫描复合材料的结构、

形成类似 X 光片的图像和模型，进行人

工对比与评判。”魏应彪说，由于版块制

作难、成本高，飞机结构复杂，缺陷种类

多，图像信号复杂，快速可靠的飞机复合

材料结构检测一直是世界性的难题。

人工智能的出现，让事情出现了转

机。“我们针对典型缺陷的样本进行海量

数据采集，提取关键信息后建立数据库，

并运用 5G技术存储在云平台上，连接评

价系统。建立的深入学习模型可以对缺

陷进行检测，并且不断迭代。”魏应彪介

绍，目前评判的时间已经由4个小时缩短

为几分钟，专业人员的成本降低95%。

事实上，将人工智能技术用于智慧

检测后，带来的良品率提升，可给企业带

来可观利润。“良品率每提升 1%，会增加

几个亿的利润。”深圳华星光电技术有限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玮说。作为一家面板

公司，华星光电采用人工智能对面板海

量图片进行快速学习与训练后，建立高

精度模型，实现机器自主质检。这一技

术配合自动化生产线，从材料投入到成

品，整整两周的时间内，都不需要人为干

预，“生产效率能提升5%”。

邬贺铨为我们列出了人工智能与实

体经济更多的结合点。“传统视觉设备误

判率可能高达 20%，人会犯重复的错误，

但人工智能通过对错误的学习，可将误

判率下降到3%以下。”

“接下来说说，人工智能技术在优化

生产参数中的应用。胶源产地、加工厂、

批次数千个复杂因子都会影响橡胶质

量，引入人工智能后，混炼胶平均合格率

提升3%-5%，年增千万元级的利润。”

虽然实体经济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已

经有了初步的成果，但仍有大量问题需

要探索。大量的数据、丰富的应用场景、

足够的算力、活跃的用户，这些对于人工

智能的使用至关重要，但这些条件对于

不少企业来说还有较大差距。

“我们在江浙考察，发现很多传统的

实体经济企业，仍处在非常初级的数字

化阶段，数据获取能力还比较薄弱，传感

器也比较一般。”天堂硅谷行业合伙人许

肇元说。

专家还建议，不要盲目追求大数

据。“不管有多少数据，距离转化价值还

有很多工作要做。数据从采集到录入，

需要大量工程的配合。企业一定要核

算，要有成本约束。”中国移动通信研究

院首席科学家冯俊兰说，企业还要考虑

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会对原有运营

体系构成很大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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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为主题，来自近
40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企业家等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前沿、产业趋势和热点问题开
展对话交流，200多家人工智能领域领军企业参加论坛和展示活动。 图为在大会现场，

一个名叫“悟空”的家庭陪伴型智能机器人引得参观者大笑。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中国智，世界能”

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释放AI发展新信号

人工智能正在加速“拥抱”实体经济 人工智能凭什么吸引资本的目光

人工智能正在加速与实体经济深层融合。近日举行的“2018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发展论坛”为我们揭示了诸多案例。该论坛公布了“2018年人工智能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创新项目申报工作”的评选结果，106个项目在2428个申报项目中脱颖

而出。值得注意的是，申报项目中传统行业占比可观。

■新华社记者 周琳 胡喆 林小春

潮起黄浦江，赋能新时代。

9 月 17 日至 19 日，被誉为“人工智能

的奥林匹克盛会”的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

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现场，琳琅满目的应

用场景将虚拟与现实连在一起，人类的“最

强大脑”们也汇聚一堂，共同描绘着人工智

能的前景，向人们释放着未来发展的新信

号。

应用落地加速人工智
能赋能

当前，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

内蓬勃兴起，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

能，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本届大会上，人们深刻感受到人工智

能的变革力：在教育、健康、金融、零售、交

通、制造、服务等领域加速落地，全面赋

能。一个由人工智能新技术、新理念赋能

的新时代正迎面而来。

作为拥有13亿多人口的“超级市场”，

中国每天产生的海量数据加速汇聚；需求

结构正在调整，标准化、大批量和个性化、

定制化需求并存。中国人工智能发展逐步

走出了一条需求导向引领商业模式创新、

市场应用倒逼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创新的

发展路径：

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以金融为

例，汇付天下借助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商

户审核已做到7×24小时实时处理，并将生

物识别、行为画像识别等自主研发技术运

用到了风控和反洗钱环节；

优化服务高品质生活——在大会现

场，基于猎户机械臂平台的“豹咖啡”，经过

世界咖啡师大赛评委的“调教”，只要一分

多钟，就可以调制好一杯香浓的咖啡；

精准助力城市安全高效运行——阿里

巴巴提供的城市大脑使得试点区域通行时

间减少 15.3%，120救护车到达现场时间缩

短一半；

……

从明确人工智能为形成新产业模式的

11个重点发展领域之一，到发布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规划、将人工智能上升至国家

战略；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推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到

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发布……

一系列顶层设计构筑了中国人工智

能发展的“四梁八柱”，一批大型企业超前

布局，一批创新型中小企业加快涌现，以

上海为代表的不少地区正形成比较优

势。统计数据显示，到 2030 年，70%的中

国企业将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人工智能新

技术。人工智能，无疑将成为一股锐不可

当的潮流。

“与以往从学术界开始不同的是，这一

轮人工智能热潮是由产业界率先开启的。”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战略咨询委员会组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说，加速积累的

技术能力与海量的数据资源、巨大的应用

需求、开放的市场环境有机结合，形成了我

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独特优势。

图灵奖获得者、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罗杰·瑞迪认为，人工智能作为新型生产力

正在登场。通过赋能产业变革，中国企业

向世界展示着打开未来的新方式。

人工智能正经历“脱虚
向实”的洗礼

如果说阿尔法狗的惊艳亮相，让 2016
年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全民“认知年”，资

本的高歌突进让 2017 年成为 AI 的“风口

年”，那么进入 2018年属于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的新趋势就是“赋能”，真正通过核心

技术的提升，解决行业痛点。

“AI的魔力就是赋能行业高效运行。”

潘云鹤说，但必须清醒认识到，基础理论、

核心算法、高端芯片等方面，我国原始创新

成果还比较少，还没有形成有国际影响力

的生态圈和产业链，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

短板。

不少与会嘉宾认为，摒弃泡沫、不炒

概念，人工智能领域正经历一场“脱虚向

实”的洗礼，未来头部企业不仅获得更高

的估值和融资，也将以更全面的解决能

力，为各行业带来颠覆和变革，加速流程

再造。

一个个全新的人工智能助手正在各

行业大显身手，人与机器的关系走向亲

密协作。“腾讯觅影”，在早期食道癌、宫

颈癌、肺癌、乳腺癌领域辅助医生进行高

效精准筛查；最新国际英文语音合成比

赛“暴风雪竞赛”当中，科大讯飞第 13 次

蝉联世界第一。

当然，目前人工智能发展仍然处于“婴

儿期”，想象的空间还有很大。大会发布的

《2018 世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蓝皮书》指

出，人工智能仍处于早期采用阶段，仅有

4%的被调研企业已经投资并部署了AI技
术。

这就意味着，如果其真正大范围赋

能，将极大地提升产业的发展。腾讯公

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认为，今天人工智

能处于发展初期，将来很可能变成一把

万能钥匙，能够释放过去人类技术和工

具的潜能，必将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挑

战，未来人工智能要做到可知、可控、可

用、可靠。

从“婴儿期”走向成熟，人工智能的“下

一步”发展需要稳健可持续，而非一脚油

门、一脚刹车。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

马云表示，新的技术是新的生产力，创新要

严防叶公好龙，人工智能如同任何技术创

新一样，是科技人员的挑战、技术的挑战、

政府运营的巨大挑战。

“下一步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第一是

算法突破，让人工智能不用大量数据训练

自主学习，行业AI变成通用AI；第二是脑

科学和数学建模方法相结合；第三是人机

协作提高效率。人和机器结合大幅提高工

作效率，这是AI应有的未来。”科大讯飞董

事长刘庆峰说。

在全球竞合中明晰中
国人工智能发展路径

借着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东风，

一批全球人工智能创新项目 17日在上海

签约落户，包括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华

为、微软、亚马逊等国内外知名科技企业，

将在上海设立人工智能科研机构。

百度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彦宏说，一个

真正的“AI化公司”是三维一体的：具备AI
思维，拥有AI能力，遵循AI伦理。

面对智能化的科技浪潮，一些国内创

新企业集中引“智”，国内外互动更为频

繁。其中，有向核心算法和开源平台进发

的商汤科技，与新加坡政府进行智慧城市

的建设；有致力于全自动驾驶解决方案的

小马智行，起跑点其实在硅谷；有瞄准云端

核心智能芯片的寒武纪科技，正全力打造

智能时代的国际生态……

一系列迹象都在表明，在这个全球竞

技的智能革命中，产业界正在以开放的心

态和市场，让新技术拥有更广泛的应用空

间，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

“人类进入了人工智能的新时代，万物

智慧互联，未来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小

米集团首席执行官雷军说，最核心的是深

度学习算法的重大突破，使得技术进入大

规模的实用阶段。这不是某个学科的突

破，是人类社会重大的突破。

坚持以需求引领发展，强化基础研究

和基础设施，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活力，大力

加强人才培养——此次大会上，一套脉络

清晰的中国人工智能发展蓝图徐徐展开。

“上海+AI”，书写新传奇。17日，上海

发布《关于加快推进上海人工智能高质量

发展的实施办法》，推出 22条细则聚焦人

才、数据、资本三大重点。商汤科技创始人

汤晓鸥说，AI和传统产业结合，不是颠覆，

而是赋能，帮助传统产业提升效率。

从 20世纪 50年代末美国科学家第一

次提出“人工智能”概念，到今天人工智能

变为现实，AI故事在中国仅是开始，未来将

演绎得更精彩…… 新华社上海9月1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