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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ChatGPT一鸣惊人，到今年Sora火爆全网

“人工智能+”,上海如何发力？

特派记者 屠瑜 李一能 陈佳琳

人工智能
关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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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       的一鸣惊人，到今年    的火爆
全网，人工智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热浪之下，挑战
毋庸置疑，机遇也前所未有。昨天，李强总理在政府工
作报告中也提到，要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
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
业集群。

对于上海来说，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已成为产
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上海应该如何布局？又该如何发
力？今年全国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致

公党上海市委主委邵志清是计算机专业出

身，熟悉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他认为，总

体而言，人工智能的发展要牢牢把握应用驱

动。“人工智能不是一个摆设，要洞察市场的

需求在什么地方，进而从应用场景里面去找

到自身的发展机会，扩大产业规模，这个很

重要。”

“人工智能处于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

中，表现出巨大的复杂性。但实际上，主要

与三大因素相关：上层的应用系统、中层大

模型平台集成以及大底座支撑。”邵志清强

调，发展人工智能，从根本上而言，要重视市

场需求。应用场景很广泛，来源于社会自身

的需要，比如产业发展、健康养老、决策分

析、文学创作等。

同时，部署大模型平台，夯实大底座也

同样重要。“大底座”包括数据、算法与算

力。邵志清分析，目前，上海信息化较发

达，数字化走得也很快，拥有大量的数据，

有丰富的生产资料。随着云计算方式的变

化与突破，上海要在算力上有所布局，形成

超大规模的计算能力，让人工智能从实验

型走向实用型。同时，算法也至关重要。

同样的数据，用不同的算法挖掘，呈现的东

西也不一样。“算法与算力相辅相成。如果

只有算法，没有算力，就像‘老牛拉车’，缺

乏力量，拉不起来。如果只有算力，没有好

的算法，那也得不到理想结果，甚至‘南辕

北辙’。”

此外，邵志清提出，要特别重视底层和

根技术的突破。上海发展的三大先导产业，

起到战略性作用，必须要有技术的含量。“如

果没有底层技术的突破，只是一味地跟随，

尽管会有一定的应用和市场规模，但还是会

被‘卡脖子’，不可能创新引领产业。”他建

议，要按照中国的市场本身的逻辑，发展基

础性的关键技术。

“总而言之，在人工智能爆发时代，上海

要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方面要遵循‘以

市场需求为根本，以应用驱动产业，部署大

模型平台，夯实大底座’的发展路径；另一方

面要赋能其他行业的发展与转型升级，让人

工智能赋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催生新

兴产业，从而带来产业规模的高质量增长。”

邵志清说。

“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

在人工智能领域更是责无旁贷。”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讲席

教授丁洪对人工智能也非常关注。他认

为，现在国内人工智能跟风的很多，实实在

在做底层做基础的不多。另外，大家都抢

资源抢人才，分割得比较厉害，他建议，上

海一方面要鼓励行业竞争，另一方面要加

强通用底层技术，要强调协同。底层需要

有联合，资源需要有共享。希望上海在产

业布局的前瞻性方面多听听顶级科学家的

建议。

“上海积极落实人工智能上海方案，大

力推进人工智能发展高地建设，赋能新型工

业化，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国政协委员、农

工党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

主任张英介绍，目前，上海已经有24款大模

型通过了备案。比如，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

与商汤科技联合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

推出了新一代大语言模型书生 ·浦语2.0，将

有助于更多创新型企业打造垂直领域的大

模型应用，这是上海得天独厚的优势。

“下一步，首先要大力培育大模型的创

新开放生态，全力打造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

产业生态形成的试验田、孵化器。”张英提

到，我们充分发挥市区协同优势，在徐汇滨

江构建了首个人工智能大模型产业生态集

聚区——“模速空间”，目前已有60余家企

业入驻。“我们积极培育‘模速空间’产业生

态，比如在安全测试、算力支持与开源社区

构建等方面，举行了几十场开发者活动，帮

助更多创业者了解、开发、运用大模型。”

张英认为，要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和全

球人工智能开发者先锋大会，鼓励更多开发

者在大模型时代创新创业，激发产业活力。

“今年我们也会进一步提升国际合作、招商引

资的力度，让更多创业者集聚上海，并推动人

工智能的治理、安全风险管理等议题纳入到

大会讨论的范畴。”同时，张英提到，要进一步

降低中小企业创新的成本，通过智能算力规

模化建设与算力券补贴奖励，更好帮助中小

企业降低使用算力的便利度和价格，从而进

一步提高全市人工智能产业生态的友好性。

此外，张英认为，要进一步加大应用场

景开放力度。“围绕人工智能，下阶段我们将

聚焦垂类应用，比如媒体、金融、医疗、制造

业等重点环节，在不同方面组织、策划、设计

重要的应用场景，促使技术创新和应用场景

更好地形成闭环，良好地落地。”

“科技发展更多的作用是赋能，让人类

更有效率、更有创意地工作，更有品质地生

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校长

汪小帆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不仅推动了

科研方式、人才培养的变革，也将赋能中小

微企业，创造新型就业空间。中小微企业也

会有广阔发展前景。譬如AI视频生成应用

Pika只有4个全职成员，Sora核心团队共有

13人，团队成员平均年龄28岁。今后很有

可能出现一个公司只有几个人，却成为独角

兽企业。“对上海来说，要营造创新环境，支

持创新，拥抱创新，宽容失败，让中小企业更

好地发展。”汪小帆强调。

发展人工智能离不开人才培养，是代表

委员们的共识。全国人大代表、上汽集团零

束科技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刘懿艳介绍，人

工智能将成为智能车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

成部分，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尤为迫

切。在“AI+”软件定义汽车的大趋势下，可

以预见AI大模型将会重构智能汽车的人机

交互体验及研发运营效率，智能汽车的产

品、研发、运营、组织范式都将可能产生颠覆

式的影响。

她建议，国家制定专门的人工智能人才

策略，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

基石。针对顶尖人才，出台系统的组合拳政

策，从待遇、落户、子女教育、医疗、住房、资

金支持等多个方面，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吸

引海外人工智能领域高精尖专业人才回国，

从事学术研究和技术落地；针对校园人才，

加快完善中国高校人工智能学科体系，加快

推动人工智能一级学科建设。邀请产业界

和学界人工智能专家参与人工智能相关专

业的教学框架梳理、教材编写、实践培训；鼓

励和支持国家级人工智能实验室和领先企

业之间的人才双向流动。通过产教融合、科

教融汇，进一步提升高校人工智能科技创新

能力和人才培养能力。

“教育领域的从业者这两年特别能感受

到AI发展带来的冲击。”全国人大代表、华

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梅兵告诉记者，目前，

华东师范大学智能教育研究院推出了会批

改作文的AI人工智能机器人，经过一段时

间训练，机器人语文老师批改作文的水平已

经非常高了，可以超过一般的语文老师。

梅兵分析，当下各种大模型正源源不断

出现，在强人工智能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快速推进下，知识生产的模式发生了变

化，传播发生了变化，知识的应用也发生了

变化。而教育实际上是知识生产传播应用

中的一个环节，因此教育、人的发展也会发

生很大的变化。

据介绍，华师大目前已经推出了“数智

跃升计划”，重点研究如何运用AI来影响教

学、科研、治理。其中，学生的数智素养的提

升，被提到议事日程上的重要位置。梅兵认

为，在AI时代，许多工作岗位都有可能被替

代，大学生面临着还没毕业，专业岗位工作

内容就要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因此，学生

数智素养的培训就成为了关键，要实现对人

工智能的运用、驾驭，甚至有能力对其进行

研发。

梅兵强调，作为一种跨学科的集成专

业，人工智能涉及到软硬件、语言、艺术等能

力，学生的跨学科能力将被提到很急迫的一

个地位。此外，在AI时代知识产生的速度、

迭代的速度将飞速提升，大学毕业甚至博士

毕业知识就能用一辈子的情况将发生变

化。因此数智时代，学生一定要保持终身学

习的能力。

“该开的课就要开，该有的举措就要有，

该有的平台也要有，究竟人工智能浪潮会产

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

研究的系统前瞻性大课题。”梅兵说。

（本报北京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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