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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上海  如何突破？

2023年3月12日 星期日

代表委员热议人工智能技术

今年全国两会的首场部长通道新闻
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谈及热
门话题人工智能        时用梅西做
类比。他表示踢足球都是盘球、带球、射
门，但要做到梅西那样就比较难。这寥
寥数语已经足以显示        当下的

“江湖地位”，以及它的出现给世界带来
的震撼。

在        热度的带动下，人工智
能产业已是当下全球关注度最高的科技
领域。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这一话题
也引发了热议。如何看待以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产业？它将带来何种
变革？上海又将如何在这一领域实现关
键突破？代表委员们纷纷发表见解。

本报记者 李一能 杨欢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上海市委专

职副主委邵志清告诉记者，人工智能概

念最早提出是在1956年，开始只是学

术研究角度，最近几年则加速走向应

用。从打败国际象棋世界卫冕冠军的

IBM深蓝，到称霸围棋界的AlphaGo，应

用型AI的每次“闪亮登场”，都会引起

巨大的震动，这次的ChatGPT也是如

此。它的超快反应能力与较大提升的

智能水平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ChatGPT火了之后，经常听到

一种说法，就是AI的发展很快要抢走

人类的岗位，我认为对此不必过于担

心。”邵志清表示，纵观人类历史，每一

次重大技术变革，都会带来生产力的巨

大进步，能够大幅提升工作效率，使人

类腾出时间发展更新的产业。

比如说蒸汽机的发明带来了第一

次工业革命，火车轮船这些工具增加了

运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

利。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能源领域的

重大突破使得世界进入了“电气时

代”。计算机技术的突飞猛进开启信息

化时代，造就了当下的现代繁荣社会，

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如何开启第

四次工业革命，或者是第三次工业革命

的深化，很多人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

发展是关键。”

在邵志清来看，技术革命在提高生

产力的同时，工业化集约化、规模化的生

产的能力大幅度增强了。劳动密集型的

岗位正在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未来的方

向则是智能密集型。有些工作岗位注定

是会被机器人或者被人工智能装备所代

替。“这样的变革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

无人车间、‘黑灯工厂’24小时运转不停，

人类的劳动力得到了解放。我们需要思

考的是，如何顺应这样的历史潮流。”

邵志清告诉记者，历史进程无法逆

转，只有主动适应方能占得先机。换一

个角度看，在这个技术迭代创新的时

代，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运用，将会把

大量劳动力从传统岗位中解放出来，同

时创造新的岗位。面对这些创新型、更

高技能型的岗位，人类迫切需要不断学

习，进一步去创造创新，适应全新的产

业门类，以开放的心态拥抱未来。

关于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现状与

前景，邵志清表示，多年前我国对于新

一代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已经开始进行

布局。在各地建设了规模庞大的数据

中心，“东数西算”工程也已启动，运用

东、西部优势资源互补，更好地利用数

据来支撑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在此

基础上，决定我国AI产业国际竞争力

的关键就是人才，只有拥有业界标志性

的人物，才能培育出有影响力的企业和

产品。

“就像ChatGPT的横空出世，给我

们带来了一个启示，作为一个企业，光

有技术创新，没有业务创新和模式创新

是不够的，而超前洞察未来发展趋势和

商业机会的能力则更为重要。”邵志清

认为，应用端的商业奇才、技术端的创

新能人的不断涌现，将助力我国现代化

产业体系规划不断将“施工图”变为“实

景图”。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经济和信息

化委员会副主任张英表示，全球人工智

能技术正加速演进，从感知走向认知、从

识别走向生成、从专用走向通用，特别是

以ChatGPT为代表的超大规模模型，掀

起产业变革的新热潮，大家都感受到AI

来到了一个爆发的临界点。

在张英看来，面对人工智能澎湃发

展的新浪潮，上海将充分发挥产业和人

才集聚、数据和应用场景丰富等综合优

势，发展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核心技术，

在智能模型算法、智能机器人、科学智

能、智能芯片等人工智能关键领域加大

布局，同时积极培育活跃的开发者生态，

鼓励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建设更具影响

力的人工智能“上海高地”。

其现实的路径图，首先要夯实基础，

尤其要加强原始创新攻关。加大对算

力、算法、数据等人工智能发展核心要素

的支撑和培育。推动国产芯片研发制

造，支持算力共享与普惠；抓紧研发具有

国际水平的智能大模型，加快大模型实

战应用；进一步提高数据质量，加强数据

融通共享。

其次，要围绕智能模型算法、智能

机器人、科学智能、智能芯片等人工智能

未来“核爆点”，以人工智能核心关键

领域研发攻关以及落地应用为契机，汇

聚政府、企业、高校等各界智慧力量，组

建创新联合体，培养人才，激发原始创新

活力。

培育活跃的开发者生态同样重要。

张英说，开发者是人工智能产业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应用落地等各环节的中坚

力量，是产业发展的内在能量，要想把握

住人工智能发展的浪潮，就要重视开发

者。“2023全球人工智能开发者先锋大

会近日在上海临港成功落幕，我们就是

希望以大会为手段，强化人工智能开发

者创新生态，打造开源开放土壤，加速产

业落地，激发开发者创新活力，吸引更多

的人工智能开发者关注上海、落户上海、

贡献上海。”

临港，这座东海畔的“未来之城”，

也因为“AI+”，让人充满想象和期待。

目前，临港新片区正全力打造滴水湖AI

创新港，充分发挥制度创新、产业生态、

场景开放、基础算力和城市配套等优

势，努力将其建成上海人工智能发展新

高地，国家智能产业集聚地。

发力人工智能产业赛道，依托临港

新片区的集成电路以及新能源汽车的

产业优势，临港新片区聚焦“数字城、未

来车、智能造”三个方向，力争到2025

年聚集重点人工智能企业200家，培育

5家至10家的独角兽企业，相关产业规

模攀升900亿元，形成资源要素集聚，

应用场景开放，产业链条完备的产业高

地。

在自动驾驶领域，围绕特斯拉和上

汽两大整车厂，临港新片区已集聚上下

游企业130多家，基本上实现全产业链

的布局，2022年临港新片区汽车产业的

产值已经达到2634亿元。临港新片区

将进一步建设智慧路网系统，为智能网

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应用提供基础支

撑，并重点布局智能终端、元宇宙、AI

Forscience、AI+行业应用以及人工智

能底层技术等领域。

“围绕顶尖科学家社区和国际数据

港，建设AI创新港基地；围绕临港产业

区双创带，建设AI+智能制造基地；围

绕滴水湖金融湾，打造金融科技基地。”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党

工委副书记袁国华介绍。

临港集团组建了人工智能产业工

作专班，积极推动设立新片区数字经济

公司，加快推进落实各项任务。目前集

团人工智能产业重点在谈项目近20

个，拟租赁/购置物业空间合计近10万

平方米，导入员工可超2000人以上，涵

盖AI+Science、传感器芯片、数据处理

（AI分析）、自动驾驶、AI医疗、智能终

端和金融科技等细分领域。

临港新片区已落地了包括上海市

智能制造研发与功能转化平台、上海人

工智能研究院等在内的11家人工智能

相关功能创新平台，并在布局建设多个

如AI+生命健康、AI+绿色金融产业等

高质量功能平台。基金方面，通过“孵

化+服务+基金”的模式，一批高能级产

业基金的投招联动赋能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同时，临港新片区还在积极推进

设立上海智能制造产业私募基金，重点

投资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

软件领域。

“我们探索了‘科学家控股、平台入

股、团队持股、社会参股’产学研融合发

展新模式，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创新主

体合理均衡承担创新风险，完善风险共

担、利益共享机制，推动形成科学家敢

干、资本敢投、企业敢闯、政府敢支持的

创新资源优化配置方式。全力做好科

技研发‘最先一公里’与应用和产业化

‘最后一公里’对接。”袁国华说。

以开放的心态看待新技术

打造人工智能的“上海高地”

滴水湖  创新港令人期待
■ 通过交互技

术，真人可与虚拟人物

合影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     人工智能开

发者先锋大会上，参观者现场

通过穿戴式  设备体验一款国产射

击类  游戏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 世界人

工智能大会上展出的

  下棋机器人可与玩家对弈

象棋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