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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联世界，众智成城。世
界人工智能大会与上海的
“恋 AI”，在这个夏天走到了
第四个年头。 黄浦江畔再次
吸引“最强大脑”的聚集，人
工智能的“弄潮儿”们在这个
舞台上展示科技创新， 寻求
产业突破。

这是上海为世界人工
智能发展搭建的顶级交
流平台。 建设人工智能
上海高地， 是这座城市
面向全球、面向未来，提
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
力的重要布局， 也是上
海城市发展 “开放、创
新、包容”的基因和使命
必然。

首届人工智能大会
成为了上海迈向人工智
能国家高地的新起点。

那会儿，对不少人来说，

人工智能或许还只是一
个高深莫测的科学名
词，似乎感觉与自己关系不
大。 可时光流转，当 202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拉开帷幕，

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智能发展版
图上，一座更加开放、创新的智
慧之城已跃然眼前。

这几年， 人工智能带来了
什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
案———它提供了全新的生产要
素，创造智能自动化的生产力；

它为各方面的创新赋能， 全面
提升社会的创造力； 它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享受更优质、更有
趣的生活……不断增强的算
力、聚沙为塔的数据、更高能级
的算法， 让语音、 图像识别等
AI技术飞入寻常百姓家，打开
了 65 年前达特茅斯会议上
AI先驱们想象中的未来世界。

当 AI 大潮汹涌而至，上
海敏锐把握住了稍纵即逝的机
会。 如果说 2018年的首届人
工智能大会是上海 AI产业吹
响“集结号”，前两年的大会则
吹响了“进军号”，而今天，“冲
锋号”响彻云霄。

聚焦人工智能四大 “高
地”， 一场争分夺秒的智能革
命，在浦江两岸开启。瞄准智能
算法、芯片、类脑智能等基础领
域， 上海正形成人工智能前沿

理论的“黄埔军校”，创新策源高地的平台效应
不断显现；在浦东张江人工智能岛，数十种应用
联手“作战”，成为园区智脑；临港新片区里，智
能网联汽车综合测试稳步开展……无数个场景
的开放， 使人工智能创新成果在这片应用示范
高地创造一个个“第一”；大会上人工智能高质
量发展 “22条”、AI安全发展上海倡议……应
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成长的烦恼”，AI治理
的“上海经验”凸显制度供给高地；在 AI发展
硬实力和软实力兼备的上海， 既能让顶尖人才
近悦远来，也从娃娃抓起培养 AI素养，人才聚
集高地当之无愧。

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昨天的人工智能大会
开幕式上指出，这应当是人机协同、跨界融合的
时代，群智赋能、共创分享的时代，也应当更好
成为普惠包容、协同治理的时代。要热情拥抱潮
流、拥抱未来，理性应对风险、应对挑战，更好统
筹发展和安全，让人工智能真正为人所用、为人
类造福。

百花齐放，百舸争流。 2021世界人工智能
大会，是上海创新发展的又一个重要节点。这不
仅是世界 AI精英汇聚交流的行业盛会， 也是

上海乃至中国，开放发展人工智能的有
力宣言。 在这条全球竞跑的智能赛道
上，黄浦江畔正不断发力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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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眼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
迎来第四个年头，首届大会上
提到的“未来”已成为当下。 前
沿创新成果加速涌现，AI “后

浪”势头强劲，国际合作共创
共赢……智能时代正加速到
来，中国人工智能生态圈生机
蓬勃，大有作为。

    14 岁上清华、22 岁博士毕业的天才少年

杨幻睿，华人首位数据库领域最高学术会议吉
姆 · 格雷博士论文奖得主、清华“姚班”助理

教授张焕晨，受国务院致函感谢、深度参与疫
情大数据防控分析任务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学生周号益……昨天又有 17位人工智能新锐
人才入选诞生于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A班计

划”。至此，三届“A班生”已积累 50位平均年

龄 26岁的中国 AI“战斗力天花板”青年人才。
“‘A班’将在今后成为一种认证。”AI青年科

学家联盟执行理事卢策吾认为，只有步入 AI行
业的群体越来越优秀，才能让中国的 AI发展真

正地起飞。作为国内首批针对青年科技人才建立
的交流平台，联盟在产学研融合、人才孵化模式创

新上走在了前列：基于产业发展需求和人才年轻
化趋势，引进技术垂直领域顶尖创投机构，为“A

班”成员提供集学术、产业、投资、宣传等支撑，帮
助青年科技人才实现创新项目落地。

走过了两年的征程，“A班计划”不断将创
新潜能变成科技实力，首届“A班生”也开始在

创业领域崭露头角———杨植麟博士创立了循环
智能，与华为云联合推
出全球最大中文语言预

训练模型“盘古”；田天博士创立了瑞莱智慧，入

选福布斯中国 2019年度 30岁以下精英榜，公
司创立两年内已成功完成两轮融资，总额约 1

亿元人民币；龚超慧创立的宾通智能于去年 12

月获得 6000万元融资，其本人凭借在人工智

能、智能算法及机器人领域深厚的学术成果及
卓越的产业赋能价值，成为“上海科技青年 35

人引领计划的 35位青年”获奖者；太极（Taichi）

编程语言发明者、用 99行代码实现“冰雪奇缘”
模拟特效的麻省理工技术大牛胡渊鸣在完成博

士学业后选择回国创业，成立了太极图形公司，
完成从学界到产业界的无缝衔接……

AI青年科学家联盟执行理事朱明杰在“数
字经济时代全球 AI青年人才创新发展”特色主

题论坛上对“后浪”们说，中国的技术人正处于
最好的时代，AI青年们正在做的事情与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发展、与国家的伟大复兴相呼应，当
用最专注的投入，最赤诚的热情，共同去践行这

一个最伟大的理想。新一届“A班”代表周号益
博士也在分享中呼吁，建议在海外学习的同学，

或者有志于出国的同学一定要回来，“祖国有最
好的平台，同时也有最好的场景，中国 AI大有

可为。”

中国人工智能 生态圈生机蓬勃

不断突破 势头强劲

    人工智能不仅为经济社会发展全方位赋

能，而且也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工
具。前沿突破不断涌现，例如在 2021世界人

工智能大会上获得 SAIL大奖的、由中国科
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自主开发

的“免开颅微创植入式高通量柔性脑机接
口”，就是“人机物”三元共融万物感知的核心

技术。未来进一步结合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人

脑与 AI的融合来增强大脑功能。

记者在现场看到，小白鼠颅内植入了
一片超薄、超柔、高通量神经信号采集芯

片。当小鼠运动、进食时，与神经信号处理
接口电路直接相连的电脑能实时反映其脑

电信号的变化情况。脑电极如何植入到大
脑当中？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副所长陶虎

研究员说，首先需要应用和电脑 CPU芯片

类似的工艺，制作出头发丝般粗细的柔性
脑电极。再在麻醉后的小鼠大脑上，轻轻开

一个小孔，直径甚至比毛孔还小，尽可能减
少创伤。将脑电极植入后，小鼠仍可灵活自

由地活动，留在大脑内部的神经电极可以
把小鼠的脑电波传入电脑，后期可进行解

码与人工智能预测。
“我们目前已实现单电极器件集成 2640

通道，电极可免开颅微创植入且创口小于 0.7

毫米。”陶虎说，“此外，相较国外植入式的脑
接口，我们团队主要聚焦于微创免开颅的脑

机接口技术，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电极非常
小，在头颅骨上打一个小孔就能放进去，有点

像平时我们做针灸一样，带来的创伤是非常
小的。”

目前，该系统已应用于鼠、兔、猴等多种

动物模型，并能够实现术后 30分钟内急性信
号采集和长达 8个月的稳定神经信号跟踪。

据悉，陶虎团队使用有线、无线记录两种脑电
信号采集模式，完成了包括癫痫在内一系列

动物疾病模型的搭建与采集。团队可以按需
定制电极种类与动物疾病模型，目前已为华

山医院、瑞金医院等在内的 20多家科研院所
和医院提供脑机接口关键器件与装备、植入

手术培训。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研究高带宽、可长

期稳定在体的柔性神经电极阵列技术，探索
柔性神经电极微创植入自动手术机器人技

术，并开发大规模神经信号编码与解码技
术。”陶虎介绍。这项成果可应用于临床重大

脑疾病诊治和脑功能探索，是解决渐冻症、高
位截瘫、癫痫等重大脑疾病的重要手段。

    人脑中共有 864亿个神经元，目前科学

家可以实现的则是对线虫的模拟———它仅拥
有神经元 302个，用来控制全身 4条肌肉。昨

天下午，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青少年人工
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举行，在世博中心红厅，复

旦大学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
长、上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副主任冯建

峰通过深入浅出的讲解，为青少年揭秘脑科

学研究最新成果，并鼓励更多年轻人投入脑
科学研究———“人工脑和人脑还差得很远。如

何搭建一个数字孪生大脑，是我们一直在做
的一件事情。脑和类脑是我们面临的最具有

挑战的科学领域之一，这条路还很长，我们需
要一起努力！”

大脑如何让你快乐、悲伤、憎恨、坠入爱
河？如何使你拥有了学习、记忆的能力？梦境

如何产生？如何从步态判断出图中的两个人

究竟谁患有抑郁症？喝完咖啡，人体内会发生

哪些变化？冯建峰介绍，在位于张江国际脑影
像中心，科学家们正在开展一系列“amazing

（令人惊叹的）”的研究，为了“看见脑子在干
什么”，不仅可以解决问题，还能让机器具有

智能。他也提醒同学们，要让机器聪明起来，
首先得拥有智慧的人脑。他出示的一张实验

图表显示，充足的睡眠才是促进青少年大脑

发育的“王道”———每天睡眠时长在 9-11小
时的人，认知等多方面能力明显优于睡眠时

间较短者。
在圆桌论坛环节，图灵奖得主、中科院外

籍院士约翰 ·霍普克罗夫特则用另一个关键词
告诉青少年，若要在人工智能领域做出成绩，

最重要的是要“兴趣”。“我和很多科学家交流
过，他们无一例外告诉我，成功的秘籍就是去

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然后，等待机会的

来临。”霍普克罗夫特说。

在上海市大同中学、上海市特级教师郭金
华看来，人工智能时代正在重塑人的思维方式

和工作方式。对于学生而言，数字化学习和创
新能力、计算思维、信息社会的责任感必不可

少。“教科书并不是学生唯一的世界，学校要为
学生的生涯发展创造机会。比如，我们开设了

专门的人工智能课程，建设了专门的人工智能

实验室，建立了机器人、无人机等社团，提供设
施设备、提供场地、提供和高校导师间的交流
机会，助力他们成长。”而

在今年 9月，人工智能相

关知识学习也

将在上海高一

年级全面普及。
首席记者

陆梓华

年轻人,来搭建数字孪生大脑吧！

    “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

来自真实世界的复杂场景和业务需求，决定了

数字化转型已不再是一个企业甚至一个行业
可以独自完成的任务，‘跨界共创’是应对这一

挑战的最好形式。”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
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兼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

小文说。人工智能是上海着力发展的三大先导
产业之一，而微软历来有与上海长期创新合作

的渊源，这一渊源更是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

办的四年间进一步深化，共同推动了全方位的
AI国际创新合作生态，从 AI基础研究到行业

应用创新、AI人才培养，到整个人工智能生态
的搭建。

2019年 4月，由浦东新区政府支持，张江

集团与微软公司共同打造的微软人工智能和
物联网实验室在张江人工智能岛落户，这是微

软在亚太地区开设的首家、全球第四家人工智
能和物联网实验室。实验室是微软为助推“人

工智能硬件”创新研发和产业化专门设立的全
球性研发机构，为上海企业提供智能制造产品

研发的闭环创新服务。同年 5月，由徐汇区政

府、上海仪电集团、微软公司共同打造的微
软—仪电人工智能创新院在上海揭牌，致力于

人工智能在各行业“最后一公里”落地，并推动
上海 AI人才的培养。

如今，微软与上海各行各业的“跨界共创”

的开放生态初见成效，不仅推动了人工智能的

普及，也挖掘出了 AI赋能行业的潜力。2020

年，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交易量达 1637万亿元

人民币，约占上海各类金融要素市场交易总量
的 3/4。本币交易系统与外汇交易系统正是中

国外汇交易中心核心系统，系统处理能力需超
过每秒 10万笔，延迟要控制在毫秒以内。作为

承担系统建设和研发的中汇信息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为了突破系统性能瓶颈，与微软亚
洲研究院合作创新开发了一套“流水线并行”

的系统优化方案。
近日，实验室传来好消息，“流水线并行”

方案可将系统整体吞吐量提升 20%，系统吞吐
率 TPS在实验室环境达到了 14万/秒。

本报记者 易蓉 郜阳 马丹
实习生 吴昊

    健康是人类的共同追求。围绕人的全流

程就诊需求和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卫生
健康服务的线上线下一体化、规范化建设，已

是大势所趋。今天开幕的“数字健康 智享未
来”健康高峰论坛上，钟南山院士、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中山医院院长樊嘉
院士等知名专家学者出席，探讨后疫情背景

下人工智能医疗技术发展、生物医药产业赋

能以及医疗新基建等相关命题，从多个维度
共同挖掘 AI+医疗产业的新机遇。

上午，中国信通院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
（上海）与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

院举行合作签约仪式。上海市重大传染病和

生物安全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副院长吴凡用“早、快、准、全、暖”五个字概括
了应对新冠疫情的“上海模式”。在应对疫情

的过程中，上海首次运用了大数据流调的方
式，非常快速地回溯病原，锁定密接、次密接

以及界定高危人群和需要管控的范畴。高效
的处置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吴凡表示，信息化

技术、AI和大数据的应用，为病原学基础研

究、药物和治疗方法、监测预警技术等提供了
更多手段，大大加快了疫苗的研发、转化、应

用和评估。她也希望，通过这次合作签约，能
培养更多跨学科的专业创新人才。

钟南山院士通过视频作了线上演讲。他

表示，新冠疫情防控效率逐步提升，一大批高

新科技企业，用人工智能实现了疑似病例的
快速筛查、防疫物资的调配、数字技术与医疗

健康融合等方面的强大动力。他本人的研究
团队也与科研机构、AI企业等合作，打造了人

工智能呼吸健康大数据的云平台，围绕流行
病筛查、AI医学影像、流行病疫情预测预警展

开深入的科研合作。人工智能助力医疗健康

行业发展拥有广阔的前景，钟南山期待，数字
技术在互联网医院建设、远程医疗、公共卫生

应急体系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中能够起到更

大的作用，更好地造福人类。

首席记者 左妍

人工智能 助力打赢抗疫战

防疫物资调配、

大数据流调、疑似病例筛查……

▲ 医疗人工智能走进人们的视野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

沉浸式交互 AR眼镜，融合人

工智能技术与 5G技术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 观众在中国建设银行数字人民币消费

体验区购买咖啡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 上海数据交易中心区

块链应用展示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 AI-LiNK全联全控智能物联系统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 上海世博中心红厅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论坛

现场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要让机器聪明起来
首先得拥有智慧的人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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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界共创”赋能行业发展3

     AI“后浪”享受最好平台1
  “微创脑机接口”获大奖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