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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中国

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图像识别、声
音识别、语言翻译、智能自主系统

等全球最广泛的领域，未来更要
“勇探无人区”。昨天下午，4位中

外院士、23位 AI学术界和产业界

资深学者，与青年科学家“云端”

连线，共话全球人工智能的人才
传承、产研趋势和可持续发展。中

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认为中国新
一代人工智能的挑战和机遇就在

于，着眼我们国家迫切需要的实

用领域，人工智能要从应用推向

模型，由模型推向理论，这就是

“无人区”，是大有可为之地。
AI下一站的主战场在哪里？

中国工程院院士、鹏城实验室主
任高文指出，现在人工智能在图

像、视频、语音等感知层面比较得

心应手，在认知层面的水平相对
弱一点。下一个主战场可能是在

认知层面，语言层面的沟通交流、

互动应该有比较大的突破。美国
工程院和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

前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从
空间的角度予以阐释：“以前有的

东西是已知空间，而当你超越别
人后，你看到是零空间，零空间意

味着无穷大。”

    本报讯（记者
易蓉）人工智能的技
术演化和产业落地

离不开开源开放，掌
握开源生态也是全

球产业竞争的焦点。
昨日，《人工智能开

源开放发展报告》在

开发者日主论坛上
发布，报告研究了

270 余个国内外 AI

及相关领域开源开放

平台项目，梳理开源
开放标准基准、工具

系统、资源共享、生态
运营等发展现状，探

讨人工智能开源开放

体系发展模式。
报告指出，人工

智能开源开放有利
于降低 AI 使用门

槛，加快新技术推广
创新；有利于降低研

发成本和应用效率，
加速 AI 技术成熟；

有利于优化技术发
展路线，促进形成良
好生态；能够助力

AI核心技术共享，打破技术垄断；

开源开放实现 AI人才、应用、创
业、基金等创新要素集聚。
“上海拥有良好的基础条件和

发展动能，在发展 AI开源开放上
具备一定优势，但同时也面临缺乏

平台型龙头企业、开源开放效能提

升与创新人才、创新实践不匹配等
问题。”上海交大人工智能研究院

总工程师金耀辉介绍说，报告围绕
上海优势与短板，从技术、标准、平

台、社会、文化 5个方面提出建议，
包括加强核心开源框架和工具的

研发与应用，重视 AI的关键技术
和核心领域的开源标准的制定，整

合开源开放资源、搭建 AI开源开
放技术产业平台，发展 AI开源开

放运营和社区模式，通过活动、社
区、智库等内容建设，逐步培育开
源开放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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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未来更要“勇闯无人区”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昨天

下午，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圆
满落幕。面对疫情的特殊背景，本

届大会以“智联世界 共同家园”
作为主题，首次采用云端会议的

方式。3天的“云端峰会”真正实现
了“百台同播、千网同发、亿人同

观”，观看人数超过2亿人次。8个

上海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项
目、36个人工智能产业项目分别

签约，签约项目投资总额超过300

亿元。在大会项目签约和成果发

布活动中，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龚
正为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揭牌。

本届人工智能大会汇聚了人
工智能最强阵容，550多位嘉宾云

集，其中有7位图灵奖得主，1位诺奖
得主，62位中外院士，200多位中外

著名学者等顶级学术大咖来分享
前沿观点。在“1+2+10+X”场不同形

式的论坛上，更有“三马同台”“双宏
共舞”等国内外龙头企业领袖共话

行业趋势，以及
AI青年科学家联盟，

全球高校人工智能学
术联盟等人工智能新锐势力

集体亮相。

大会凝聚新共

识，聚集新动能。世
界人工智能医疗产业发

展白皮书，世界人工智能法治

蓝皮书等27份报告和倡议发布，

代表着各方共识。8个上海人工智

能产业投资基金项目、36个人工
智能产业项目分别签约，包括百

度飞桨赋能中心、华为“鲲鹏+昇
腾”创新中心、中智行车路协同应

用等重大项目，签约项目投资总
额超过300亿元。一批产业生态创

新平台同时揭牌，包括上海白玉

兰开源开放研究院、上海市人工
智能行业协会等。大会还发布了

“上海市第三批人工智能应用场
景需求”，聚焦AI+制造、AI+交通

枢纽、AI+商圈等7个领域。
本届大会面对新形势突破新

发展，打造了穿越时空的创新云
端体验。全球首次大会真人全息

投影，首支人工智能作曲由虚拟偶
像合唱演绎，首场实时3D云嘉宾体

验，首个纯3D虚拟环境展区等多项
“首创”集体亮相。在此过程中，5G

链接+4K高清视频，混合现实服务
机器人等新一代的信息技术融合

应用，完成了多场洲际连线，3×24
小时多场直播不停歇。

面向未来，上海将继续强化
大会的磁场效应，吸引集聚更多

的创新资源要素，构建开放协同的
创新创业生态圈，打造人工智能的

四大平台。在大会即将结束之时，
上海市副市长吴清面向全球发出

新邀请：“明年我们将继续举办
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让我们相

约2021年再聚上海。”

    过去几年中，谈到人工智能，

人们往往会想到智能可穿戴设
备，首先就是智能手环。但不知你

有没有同感，绝大多数智能手环
没戴多久就被束之高阁，说好的

慢性病控制，似乎也没有达到预
期效果。原因何在？昨天举行的

AI+医疗服务专题论坛中，有专家

谈到，国内医用可穿戴设备前景
大好，但前提是数据的互通互联。

没有数据分析就没
有实际意义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慢性
疾病的高负担期，随着人们健康

意识的增强，慢病管理的需求也
在快速增长。智能监测设备的出

现，一度被认为是填补这方面空

缺的最合适媒介。几年前，主打
“健身”系列的可穿戴设备骤然兴

起，智能手环、智能手表成为送礼
热门产品，而这几年再看，戴手环

的人已经没那么多了。
“没有大数据分析系统的智

能监测设备，对于慢性病挖掘来

说毫无用武之地。此外，设备也可
能存在监测失准、不够智能等问

题，医生不认可这些数据。”对此，
在智慧医疗领域探索实践十余年

的徐汇区中心医院执行院长朱福

如此分析。“对很多人来说，与其
说智能手环是健康监测设备，还

不如说是手机的配件。但其实，人
口老龄化加剧，对智能、便携、精

准的医疗设备需求越来越强烈，

从健身过渡到医疗，从赶时髦过
渡到刚需，从伪智能过渡到硬核

科技，医用可穿戴设备的崛起是

必然的。”朱福介绍，在徐汇区中心
医院，已有医院认可的可穿戴设备

投入到健康管理，对患者的血压、
血糖、心率等进行实时、持续的监

测，这些体征数据可通过无线通信
的方式传输给医护人员。

可穿戴设备应融入
健康大数据

“健康行为的改变仅靠监测
显然是不够的，加强监测能更好

地了解健康和疾病，但还需要有
其他举措来防治疾病。”上海儿童

医学中心副院长赵列宾认为，可

穿戴设备的发展应该融入人群的
大健康管理，成为健康大数据的

组成部分，成为基层医生和健康
档案的内容，同时应加大防病治

病领域对穿戴数据的运用，甚至
成为国家布局产业的依据。

如果说过去兴起的可穿戴设

备体现对健康生活的向往，那么
近几年大有作为的“医疗系”可穿

戴则提供实实在在的健康保障。
除此之外，在医院里，能够监测生

命体征的穿戴设备也应融入医疗
和护理流程，通过智能算法的支

撑，提前预警临床高风险状态，为

患儿的救治保驾护航。

首席记者 左妍

专家共话医用可穿戴设备前景

没有大数据分析，智能手环只是手机配件

    本报讯（首席记者 宋宁华）

张江人工智能“朋友圈”再度扩
大，生态圈日益完善，将崛起张江

机器人谷。昨天，张江集团与索道
投资在张江科学城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形成服务机器人生态联盟，
助力打造“AI+机器人”公共服务

平台，共同促进人工智能赋能产

业升级，携手共建科创生态。
“张江机器人谷依托张江人

工智能岛，聚力打造康桥核心智

造园，功能上实现‘北创新，南智
造’的格局，最终形成‘工业+服

务、产业+应用’的机器人产业生
态体系。”张江集团有关负责人介

绍，康桥核心智造园以智造承载
为主体功能，构建特色工业机器

人、智能服务机器人和高端医

疗机器人的研发-生产-应用全
产业链集群，建设关键零部件

产业园。
张江集团和索道投资达成战

略合作后，将依托张江集团丰富
的科创土壤和索道投资雄厚的

产业资源，共建服务机器人生态

联盟。
现场，“张江智能机器人最具

创新潜力企业（盟友）/最佳合作伙
伴”成员集体亮相，首批盟友企业

成员包括：迈宝智能、艾利特机器
人、阅面科技和优地科技等。

AI下一站主战场在哪里？

张江AI“朋友圈”扩大将建机器人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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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落下帷幕

■ 2020人工智能大会闭幕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签约总额超300亿
新应用场景需求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