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金志刚）昨天，
备受瞩目的2024Inclusion·外滩大

会圆满落下帷幕。外滩大会被海外

权威科技媒体评为“2024下半年最

值得期待的四大全球创新科技大会

之一”，在三天的会期内以“更开放、

更前沿、更创新”的姿态，成功搭建

了科技与人文的桥梁，为与会者带

来了一场既专业又接地气的科技嘉

年华。

大会共吸引5.2万人现场参会，

无论是参会规模还是国际嘉宾数量

均创下了历史新高。35项行业领

先的科技成果首次亮相和落地，包

括复旦大学研发的纳米线人工视网

膜修复视觉系统，蚂蚁集团推出的

AI生活管家支小宝、AI健康管家和

智能体开发平台“百宝箱”，上海人

工智能实验室联合同济大学发布的

“书生 ·济世”数字金融平台，西湖心

辰公司研发的端到端语音大模型心

辰Lingo等重量级科技产品。

大会还展示了100余项前沿科

技，包含AI硬件、AI工程、数据、大

语言模型、多模态大模型、具身智

能、知识图谱、智能体、数字人、脑机

接口、AI安全、图计算、绿色计算、

密态计算等多个领域。

一些AI标准和技术规范也在

大会上发布。包括业内首个大模型

供应链安全国际标准《大模型供应

链安全要求》，国内首个面向金融场

景的“AI换脸”检测标准《虚假数字

人脸检测金融应用技术规范》等，为

行业长期健康发展和治理提供了依

据和规范。

大会发布的“科技人文十问”引

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共鸣和热烈讨

论。如何应对AI与人类抢饭碗？

人类的思考力会因为AI退化吗？

“人机共生”时代还有多远？AI可

能超越工具属性，获得意识，甚至建

立AI文明吗？……

“科技为人”是外滩大会给出的

答案。美国著名学者凯文 ·凯利在

大会演讲中表示：“我们今天所担心

的许多问题，或许并不是最难解决

的，真正的挑战可能是我们还未曾

想象到的未知问题。要实现我们期

望的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未来，最好

的途径之一就是积极参与其中。”

避免加剧社会分化
论坛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认为，

数字技术应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

积极拥抱技术带来的便利与效率的

同时，当务之急是需要深刻反思并关

注技术背后的人文关怀，让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成为推进数

字化的底色。”

他表示，要在数字技术的设计、

实施及监管各环节，充分考虑对不同

社会群体的实际影响，避免技术进步

成为加剧社会分化的工具。

蚂蚁集团资深副总裁、首席可持

续发展官彭翼捷透露了一组数字

——去年有5.4亿用户在支付宝上做

公益，其中200万人一天都没间断。

她认为，互联网公益正从第一阶

段迈入第二阶段，公益要做到“人人

参与，人人受益”，用好科技是关键。

“怎样让线上公益行为也获得与线下

公益志愿者相同的体验感和幸福

感？这是AI努力的方向。”

比尔及梅琳达 ·盖茨基金会北京

代表处首席代表郑志杰指出，历史上

大多数技术创新往往最先考虑资源

充沛人群的需要，而这一次应该把追

求“科技创新公平造福人类”作为初

心和终点，确保在研发和应用之初就

考虑到中低收入国家人口的需求和

参与，确保AI的潜在益处惠及每一

个人。

涌现大量创新实践
在企业层面，借助AI能力，近年

来也涌现了大量创新实践。论坛中，

不少科技企业分享了AI造福听障视

障人群、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抑郁症

患者等弱势群体的案例。

我国有听障人群近3000万，视障

人群1730万，老年人超过2.41亿，如

何用AI帮助他们看见、听见以及被理

解？怎样让听障妈妈听到孩子摔下床

的哭声，让听障快递小哥听到客户电

话和车辆驶来的声音，让喜爱唱歌的

视障人群学习音乐？对此，vivo人工

智能部长郝雄表示，vivo已经开发出

“vivo听说”“无障碍通话”“手语翻译

官”等应用，帮助百万特殊家庭与世界

进行无障碍沟通，用科技为他们提供

探索的勇气和自由试错的能力。

《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

报告指出，目前我国抑郁症患者人数

为9500万，其中30.28%是18岁以下

青少年。然而，大家对抑郁症还知之

甚少，抑郁症患者依然面临着病耻感

强、疾病教育缺失、就医困难等问题，

导致服药依从性低、复发率高。同

时，心理咨询行业也面临着收费标准

不一、从业者短缺、公众认知不足、信

息不对称等挑战。

“抑郁症患者很少会走进线下心

理咨询室，因此将心理疗愈搬到线上

是很好的解决方案，技术是解决资源

不均的最佳途径。”西湖大学深度学

习实验室成果转化负责人、西湖心辰

CEO醒辰介绍，面对激增的心理健康

服务需求，西湖大学深度学习实验室

推出了普惠式AI心理咨询产品“小

天”，在支付宝上搜“聊会小天”就能

获得免费AI心理咨询服务。“每个人

的情绪都值得被呵护，我们希望打造

陪伴十亿人的AI伙伴，希望小天成

为每个人的‘树洞’。”

科技助力鸟类保护
与此同时，社会组织也在将AI

运用到越来越多公益场景中，“科技

助力鸟类保护”就是个极好的案例。

SEE基金会任鸟飞项目经理关

磊表示，传统的野外鸟类生态调查面

临受天气限制多、人力投入大、跟踪

监测难等不足，而通过无人机、GPS

追踪器等技术，可以更清晰地了解鸟

类的飞行范围、飞行走向和距离以及

中途停歇的地点，对后续保护极有价

值。“比如，通过小巧的光敏定位器，

我们了解到普通雨燕迁徙时每次往

返3.8万公里。”

“飞鸣监测”则能很好地辅助夜

间调查，弥补迁徙调查中夜间数据缺

失的不足。“比如，在北京一幢楼的楼

顶上，通过放置精度很高的录音设备

进行‘飞鸣监测’，收集到超过8万条

鸟鸣数据，后续分析发现，有110种

鸟类从北京上空飞过。”他举例道。

此外，各种识鸟小程序能提高公众的

识鸟能力，而AI技术能提高对画面

中鸟类计数的精度。

中国计算机学会常务理事、公益

工作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卜佳俊表示，AI只

有和社会需求强绑定，才能蓬勃健康

发展。如今，社会对AI提出了层出

不穷的新需求，AI也正经历从“造人”

到“赋能”的转变。“‘科技向善’是个

热词，科技要与公益行业不断交融，

让AI真正变得有用。”

本报记者 金旻矣

打“飞的”回复旦上课
打“飞的”从北京赶回上海，只为了一堂

课，对赵东元来说并不新鲜。他笑着告诉记

者，比如开院士大会一开就要十天，学生的课

可不能因会议落下。于是他就一大早飞到北

京开会，下午赶回复旦上课，第二天又飞北

京。他有个重要的理念：“课比天大”。

赵东元是享誉全球的科学家，他自称“造

孔之人”，在纳米世界摸索，从“0到1”做起，取

得了多项原创性突破性成果，开创了介孔有

机高分子和碳材料研究新领域，开拓了中国

材料科学快速发展之路。可他最喜欢听到的

称谓是“老师”，最开心的是每年教师节收到

的祝福。

20年来，一周两次课，赵东元几乎从未间

断。他给自己定了规矩，上课不能迟到，“学

生们都等着呢，迟到5分钟就是教学事故

了”。作为一位有数十年教学经验的老教授，

赵东元教学经验丰富，但是为了使课堂活色

生香，他仍每天认真备课，去外地出差就在飞

机上备课。

不要总问“有什么用”
立德树人是赵东元教书育人的根本遵

循。他以身立教、为人师表，作为导师尽最大

限度支持课题组中每一个学生，给予科研条

件的支持和学业的引导。

“24小时在线”是学生们对赵东元教学的

生动描摹，“论文不厌百遍改”是赵东元传授

学生的治学准则。学生的文章他都一字一字

改、一章一章过，大到思路逻辑，小到拼写标

点，全部仔细标记批注，反反复复直至达到要

求才准许投稿。他告诉课题组的每一个学

生：“你们有问题，随时来找我，我办公室的大

门是永远向你们敞开的。”

赵东元讲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

“谁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呢？很多人会

说爱因斯坦。可是，几乎没有人能说出他的

学生吧。相比之下，波尔就不一样了。”他有

一个梦：未来的一天，在自己身边的学生是一

群诺贝尔奖获得者。

培养年轻人的创新精神，激发他们的科

研兴趣，在赵东元看来，是高等教育的重中之

重。年初复旦大学成立专注于基础研究的相

辉学院，作为首任学院院长的赵东元说道：

“不要总是问‘有什么用’。”他认为：“基础研

究突破难，难在人们总在问‘有什么用’。基

础研究要破题，首先要突破的，就是‘功利

心’”。他指出，只有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容纳

深邃的思维、纯粹的精神，才能做出原创的、

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为复旦和上海的基础研

究筑起基石，为全人类的科学体系添砖加

瓦。这也显现了赵东元的育人观念。

如今，赵东元培养的学生，已有近百人成

为全球材料行业的一流学者，进入哈佛大学、

芝加哥大学等世界一流名校。

鼓励学生“异想天开”
在赵东元办公室隔壁的陈列室，留存着

他的学生的一本本实验笔记和博士论文。他

所带的团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次他自

己获奖所得的奖金，有20%到30%用来资助

年轻学者发展。自担任研究生导师以来，他

已指导18名学生获得硕士学位、65名学生获

得博士学位，出站博士后25名。

赵东元还在课堂上鼓励学生的各种“异

想天开”。何为介孔？“相当于拿个凿子，在你

们看不到的微观世界里造孔，变成一种新物

质、新材料。”他和学生们正在做一种利用有

机高分子介孔材料做成的液体，“将来抹在身

上，薄薄一层就能完全隔热，根本看不出来，

零下三十摄氏度都不怕”。平时但凡看到什

么材料，他都想把它打成孔。他养成了这种

职业病，鼓励学生也有同样的兴趣和追求。

本报记者 张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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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院士”几十年“课比天大”
——记2024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复旦大学教授赵东元

是“AI”也是“爱”“AI向善”引发热议

让  造福“最有需要的人群”
在中文中，“爱”的拼音是“  ”；在英文中，  是人工智能的缩

写。这一巧合，或许注定了  与“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何用   来帮助弱势群体？  开发的核心目标是否应为造

福最有需要的人群？  如何帮助公益慈善行业实现“人人参与，
人人受益”？在外滩大会《爱与   共益：数字时代的向善力量》分
论坛上，相关专家、头部科技企业和国内外社会组织代表就“  向
善”展开热议，一致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只有和人类社会需求强绑定
才能蓬勃健康发展。

他是“科技功臣”、中国科学院院士，却得到一个雅号“布袋院士”：2021
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奖后，他手提布袋装着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证书
赶去给学生上课，当时拍下的照片在社会各界传为佳话。2022年度上海市
科学技术奖媒体发布会现场，他作为获奖者介绍完自己的研究就一路小跑
提前离开，因为要赶着去给本科生上课。

这门“不能迟到”的课名为《普通化学》，他一上就是20年。这位时时赶
着要去上课的，就是2024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复旦大学教授赵东元。

■ 赵东元在教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