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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破风者

在全球制造业的交流
舞台上，谁会成为“最靓的
仔”？答案毫无疑问：人工
智能！

如今，人类社会正在
进入“人机物”万物智能互
联的时代。这既是 IT 产业
发展的第六次浪潮，也会
带来社会生产、生活方式
的巨大革命。本月中下旬，
以“创新驱动，数字赋能，
携手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的 2021 世界制
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举
行。其中，长三角一体化展
区全面展示了三省一市协
同创新、一体化高质量发
展的新成果。

而 在 今 年 10 月 ，
“1024 开发者节”如约而
至。这本是人工智能企业
科大讯飞于 2017 年自创
的一大节日，五年来早已
“出圈”。在这儿，全球的
“开发者”们用最新最全的
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促进
跨行业链接、多领域碰撞、
新技术升级。

两场“智”造盛会，都
以科技之光、生态之念，立
足当下、放眼未来，也传递
出长三角打造全域 AI 新
世界的决心。

本报记者 郜阳

多元场景
触手可及

“从人口红利到人工智能红
利，是制造强国的必由之路。”科

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说，“事实
证明，在有充分行业数据支撑和

有逻辑规律可循的情况下，AI学
习顶尖专家知识，可达一流专家

水平，超过 90%普通专业人士。”

时间倒回 1999年，当时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二年级博士生

刘庆峰带领十几名同学创立了
这家公司。22年来，讯飞围绕

“让机器能听会说，能理解会思
考”的目标，对源头技术发起不

懈攻坚。如今，在智能语音、自然

语言理解、计算机视觉等核心技
术领域，保持着国际前沿水平。

在今年 10 月发布的 2021 合肥
全国行业领军企业排行榜中，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名列榜
首，在智能语音产业全国同行

业综合评价中，该公司也位列
全国第一。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战略研究院今年 5月发布《中国

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区域
竞争力评价指数（2021）》，报告

显示，长三角人工智能科技产
业区域竞争力总评分 101.90，

首次超越京津冀，位列四大经
济圈首位。

汽车、教育、医疗、司法、城
市管理……秉持用人工智能建

设美好世界的愿景，如今，人工
智能产业让 AI 像水和电一般，

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为各领
域赋能，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

展和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
如今，人工智能不再是一个

看得见摸不着的概念，而是能让

你亲自感受。人工智能从来没有
像今天这样触手可及。据了解，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在安徽
省基层医生看病的过程中，人

工智能修订了 97 万例诊疗初
步结果。这 97万人如果没有人

工智能，他们的首诊会是错误或

者有争议的。而在教育领域，人

工智能技术对落实“双减”政策
发挥了很大作用———能精准分

析孩子们的兴趣特长和薄弱
点，从而降低了孩子们无效作

业的时间，也提升了老师们备
课的效率。

开放平台
助燃创新

“如果《三体》中的科幻场景
能够实现，我们的生活就会被彻

底改变。”这是一名七年级少年
开发者未来想要实现的愿

望———物联网。他觉得，物联网
若能完全实现，那么任何地方都

可以显示图像、播放音频，甚至

能操控，成为一台电脑。来自合
肥市第四十八中学方俊懿便亲

身实践，用 Arduino单片机为货
架制作了一个“数码管显示系

统”，帮助爸爸公司的仓库分拣
货物。这位少年开发者仅依靠一

个小小的单片机系统，一百行左
右的代码，就让分拣货物变得更

加轻松、方便。

风，起于青蘋之末。“方俊懿
们”因开放平台而让梦想开花。

“让每一个人都站在人工智能的
肩膀上，应对更伟大的全新时代

的到来。”这是讯飞开放平台建
立之初的想法。截至今年10月31

日，平台已开放442项AI产品及

能力，聚集超过271万开发者团
队；而在过去的一年中，开放平
台增加了108万的开发

者团队，增速达

66%，其中60%瞄

向了企业和工业应用。

随着“开放平台 2.0战略”
的诞生，这样一副蓝图徐徐展

开：各个领域的开发者，各个行
业的应用，几乎不用了解核心技

术，而是采用直接拖拽、直接可
视化的逻辑处理，就可以解决一

个又一个行业的关键问题。这样

一来，创业者可以不了解人工智
能技术，只要懂得场景应用，有

创意、有灵感和想象力，就可以
加入到人工智能的洪流中来。

95后的沈广荣是一位妥妥
的“Z世代后浪”。唯一不同的标

签，或许是他先天性全盲的身份
属性。从小到大，身边人都告诉

沈广荣，“你要好好学习按摩知
识，不然长大后就没工作”。可乐

观的小伙子并不认命，他自学
C++、HTML、PHP 等编程语言，

开发了一系列以“广荣”命名的
小软件。他还立志于开发一款针

对视障用户的枪战游戏，自称
“盲人版吃鸡”，通过音效与脚步

声判断玩家的距离和位置。幸运
的是，去年 5月，他遇上了开放

平台，免费接入离线语音合成服
务，将游戏中的大量文字信息转

化为声音信息。

组团结阵
整体提速

科技创新之路一向被称为
“一场沉默的长跑”。在长跑中，

有一种典型的战术是组团结阵，
由一位或几位领跑者“破

风”，让潜力选手跟
跑，这样可以大幅降

低风阻，节省体力，提高整体的

成绩。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活跃、开

放程度高、创新能力强的区域之
一，长三角的人工智能企业、研

究院所勇当“破风者”的角色。
上海是全国首个人工智能

创新应用先导区和首批人工智

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在被誉为
“中国硅谷”的张江，有逾 2000

家人工智能企业，占上海人工智
能企业总数的 70%，并且每 10

家企业中就有 1 家就是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

就在今年 7月，长三角最大
规模的智能计算中心———南京

智能计算中心建成投运，已运营
系统的 AI 计算能力达每秒 80

亿亿次，堪称“算力巨人”，将有
效推动长三角地区的智能产业

创新集聚与经济能级提升。
杭州作为浙江“数字经济第

一城”，数字经济主营业务收入
持续高速增长，产业基础领跑全

国，并已初步形成了以龙头企业
为引领、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

梯队化发展格局。据介绍，当前
浙江正谋划布局浙江（长三角）

新一代全功能智能超算中心和
长三角国家级区域型数据中心

集群，以打造更好的人工智能新
型基础设施。

安徽则以中国（合肥）智能

语音及人工智能产业基地（中国
声谷）为核心，依托芜湖和马鞍

山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基
地，打造智能工业机器人和特种

机器人产业集聚区。
在 2021世界制造业大会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论坛上，中国国
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
鸣指出，长三角要为增强我国

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提供战
略支撑，立足产业规模优势、

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
势，“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

物联网等改造传统产业，推进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

度融合等”。

■ 安徽合肥中国声谷体验中心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