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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工智能产业初创企业、人才与经济规模近几年实现倍增

人形机器人亮相   大模型赋能
身高162厘米、体重60公斤，能灵活

抓取水杯、搬运箱子的人形机器人，将投
入智慧物流生产场景中应用验证；密集
上新的大模型，正在与各种场景结合，加
速走进老百姓的生活……新年伊始，曾
亮相上海科技创新成果展的两家科创企
业，正奋力奔跑在人工智能新赛道，紧锣
密鼓开展各自的攻关计划。

上海人工智能产业已实现“三个倍
增”：初创企业从2018年的183家增至
2022年的349家，总规模从1340亿元增
长到了3821亿元，人才规模从10万人增
长到了25万人。去年以来，上海出台多
个重量级的政策文件，释放出加快推动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的鲜明政
策信号，抢抓人工智能新一轮发展浪潮。

抓紧完善，让人形
机器人“用起来”

春节临近，中国电科第二十一

研究所人形机器人项目团队格外

忙碌。去年下半年，21所研发的第

一代人形机器人亮相，引起业内关

注。它拥有39个电动关节，单臂最

大负载5公斤，具有敏捷的避障能

力，能够在斜坡、碎石地、草地等非

平整路面稳定行走。

“我们所在整个机器人的产业

链上都有布局，从四足机器人、外

骨骼机器人到人形机器人，而人形

机器人被公认为所有机器人中最

复杂的形态。”团队负责人蒋志勇

介绍说，传统机器人大多基于特定

的规划执行特定的操作，比如运

输、分拣，不具备感知和决策能

力。人形机器人不仅能与物理世

界交互，还有感知和理解能力。比

如：送餐机器人执行“把外卖送到A

房间”这个任务时，并不理解什么

是“外卖”和“A房间”，只是根据软

件系统既定的指令和路线规划完

成任务。但人形机器人可以借由

智能化，理解物理世界各种物体、

语言和文字的含义，并自主规划和

决策。

人形机器人集成人工智能、高

端制造、新材料等先进技术，有望

成为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

汽车后的颠覆性产品，发展潜力

大、应用前景广，是未来产业的新

赛道之一。目前，21所研发的这款

机器人虽在平坦地面上的运动控

制能力已经相对成熟，但在复杂的

真实环境中，机器人在稳妥行走时

如何避障，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

问题。

为此，团队正开启全力奋战模

式。“人形机器人只有真正投入到

应用场景中，才能发现实际应用的

问题，通过技术迭代解决问题，并

在这一过程中持续发现机器人在

其他应用场景方面的潜力。”

自特斯拉人形机器人“擎天柱

2代”（OptimusGen2）诞生以来，来

自上海的傅利叶智能、智元机器人

等多家企业都发布了人形机器人

产品。如何在人形机器人这个百

万亿级赛道上胜出？从这些创新

企业的实践来看，答案是：它必须

具备真正的商业价值，能真正解决

实际问题，在未来的工业、商业、家

庭场景中，实现多场景应用。

大模型加持，创新
应用频获突破

打开上海银行手机银行App，

或者走进上海银行的部分网点，就

能看见两位AI“员工”——“海小

智”和“海小慧”。两人在外形、表

情、动作、服装等细节上非常接近

真人。

作为上海地区最大的养老金

代发机构，上海银行的用户中接近

30%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用户

在AI数字员工一步步引导下操作，

一问一答间轻松完成指定账户的

养老金查询业务。不仅如此，在余

额查询等十余个类似的多轮交互

场景中，AI数字员工都可以通过渐

进式、问答式的引导操作，辅助老

年客户办理移动端业务。据上海

银行反馈，自“海小智”“海小慧”去

年12月上线后，客户问题的准确回

复比例大幅持续提升，避免了客户

二次操作、呼叫真人客服等问题。

基于商汤科技的“商量”语言

大模型和“如影”数字人视频生成

技术，“海小智”和“海小慧”具备了

专业丰富的金融知识问答能力，可

准确分辨专业问题和闲聊话题，还

能进行实时语音交互且自动适配

大字版场景。

智能车舱、智能驾驶、车路协

同等行业应用，也已在大模型的加

持下不断突破。比如商汤绝影智

能车舱系统推出了驾驶员感知、乘

员感知、手势感知、健康助手、美颜

相机、隔空绘画等众多功能选项。

在等红灯的时间内，系统可自动测

量驾驶员的心率、血氧饱和度、呼

吸频率等数值，长期下来就可形成

驾驶员的健康档案，并能在测得异

常数据后及时发出预警。此外，商

汤最新发布了自动驾驶大模型

DriveMLM，用户只需将图像、激光

雷达信息、交通规则以及乘客需求

“一股脑”给到它，它就能给出驾驶

方案。

去年以来，上海密集出台政

策，推动人工智能大模型创新发

展。比如，聚焦大模型创新能力、

创新要素供给、大模型创新应用、

创新环境四方面，提出11条举措；

推动区块链、大模型技术赋能生产

性互联网服务平台发展，支持本市

创新主体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通用大模型，推进大模型技术应用

场景建设等。

上海重点布局的大模型行业

应用创新生态空间——模数空间

已在徐汇西岸投用，一期1万平方

米空间首批迎来19家大模型企业

入驻，后续将打造总面积10万平方

米的大模型产业生态集聚区核心

载体，培育万亿元级的创新产业。

本报记者 叶薇
实习生 李欣阳

本报讯（记者 杨硕）“央行

上海总部要准确把握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科学

判断，准确把握中央金融工作会

议对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定位，

准确把握加快建设‘五个中心’对

上海金融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打

好金融支持‘组合拳’，筑牢金融

风险‘防火墙’，深耕金融改革‘试

验田’，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

融发展之路。”在日前举行的2024

年工作会议上，央行上海总部如

此表示。

央行上海总部指出，2024年

将积极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

境。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

模稳定增长。鼓励金融机构持续

加大对三大先导产业、六大重点

产业的金融支持。加强对新科

技、新赛道、新市场的金融支持。

支持金融机构开展贸易新业态结

算。推动上海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加大债券、票据业务对

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

另外，高质量做好“五篇大文

章”。加快推进上海科创金融改

革试验区建设，落实好加大力度

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行动方案，

联合开展上海科技金融服务能力

提升专项行动，用好“沪科专贷”

“沪科专贴”两项产品。完善激励

约束机制，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

服务体系，抓好《上海市转型金融

目录（试行）》落地实施。开展中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

程。加大对健康产业、银发经济

的金融支持力度。探索数字人民

币的创新应用。

在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

能力方面，加强重点领域风险监

测，稳妥推进机构风险化解。做

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附加监管

相关工作。推进涉赌涉诈“资金

链”治理。开展洗钱风险监管评

估，持续推进打击治理洗钱违法

犯罪三年行动。加强征信信息安

全管理。

2024年，央行上海总部还将

着力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稳慎

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跨

境金融服务便利度。持续扩大油

气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探索构

建与高端航运业发展相适配的优

质金融服务体系。进一步丰富自

由贸易账户应用场景。深化金融

市场对外开放。提升代理境外央

行投资服务水平。

另外，积极推进银行外汇展

业改革试点。优化企业汇率避险

服务，持续普及汇率风险中性理

念。服务总部经济发展。稳步推

进股权资金跨境投资试点。继续

高压打击非法跨境金融服务。

央行上海总部：加快推进上海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

加大力度支持科技型企业融资

▲ 上海银行联手商汤“如影”开发的  数字员工

“海小智”和“海小慧” 商汤 供图
   所工作人员正在调试人形机器人 叶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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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居家养老，能否享受到专

业的医疗护理服务？昨天召开的

    年全国民政工作会议透露，通

过开展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

升行动项目，我国目前已累计建成

家庭养老床位   . 万张，为   .8 万

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破解老年人居家养老难题，是

一项牵动无数家庭“神经”的民生实

事。我国   岁及以上老年人已达

 .8 亿人，其中超     万人失能、半

失能。据调查，我国九成以上老人

倾向于居家养老，若长期照顾失能

老人，子女如何“吃得消”？失能老

人往往需要专业医疗护理服务，家

人如何“搞得定”？

家庭养老床位的建设，让老有

所养有“医靠”。“十四五”期间，民政

部、财政部联手，拿出“真金白银”建

设家庭养老床位。既让老人享受到

专业机构的服务，又通过生活场所

的适老化改造，让居家养老更“友

好”。同时，也缓解了失能老人家庭

“一人在床，全家奔忙”的局面。

让更多老人得到专业服务的关

键，还在于扩增医疗护理服务资源。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在全国  个省市

开始试点，目前共计有     多个医

疗机构可以上门为居家老人提供 7

大类  多项服务项目，试点尚待铺

开；我国对养老护理员的需求超   

万人，但现在仅有  多万名专业人

员，培养护理员工作迫在眉睫。多地

探索创新服务模式，比如“长护险”已

惠及无数老人，许多模式还需探索。

探索老人居家养老专业医疗护

理服务模式，具有深远意义。如何

完善标准，确保服务质量？如何创

新模式，点燃养老服务机构参与热

情？如何做好风险防控，更好维护

老年人权益？一系列问题等待政府

部门、养老服务机构协同社会力量

共同破解，让专业医疗护理走进亿

万家庭，让老有所养真正有“医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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