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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锂力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微软亚

洲研究院（上海）负责人，无线及移动
网络领域国际顶级专家。生长于上海
的她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先后获得计算
机硕士及博士学位。在加入微软亚洲
研究院前，她曾担任美国得克萨斯大学
奥斯汀分校计算机系教授、国际计算机
学会无线及移动系统专委（   
         ）的主席等。与此同时，她
还是全球为数不多同时拥有国际计算
机学会会士（         ）和国际电气
与电子工程师学会会士（          ）
称号的华人。    年，她又成为美国
国家发明家科学院（   ）院士。

手机和各种无线通信终端正
在“包办”人与世界的沟通交互。
如今，无线技术还成为人类双脚
跨进人工智能（AI）时代的一把新
“钥匙”。“人工智能要想释放更大
的新潜能，不仅需要人工智能模
型本身的发展，也离不开各种与
之相关领域的创新。其中，无线
技术无疑是最为关键的领域之
一。”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邱锂
力说，无线通信技术可搭起AI发
展和应用的“数据桥梁”，无线感
知更是打开了AI的“第六感官”，
这些或许将颠覆性地改造人类生
产、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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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优化营商环境又
出实招。昨天下午，市委
宣传部和市发展改革委联
合举行上海市营商环境
“媒体观察员”共建机制
启动仪式。来自驻沪央
媒、市级媒体和  个区
级媒体的  名一线记者
成为首批“媒体观察员”。

率先打造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
境，是党中央、国务院交
给 上 海 的 重 要 任 务 。
    年底，上海召开优化
营商环境推进大会，推出
《上海市着力优化营商环
境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
新体制行动方案》，即 . 
版方案。从 . 版到今年
的 . 版，上海已推出超
过千项任务举措。

营商环境的优化改
善，离不开自上而下的顶
层设计，也离不开自下而
上的实践反馈。改革措
施千万条，企业感受第一
条。“企业感受度”是评价
城市营商环境的首要标
准，再好的政策，再优的
理念，如果只停留于纸面
的逻辑自洽，不能让企业
得益受惠，改革就没有真
正成功。尤其是随着营
商环境优化不断深入，我
们除了强调办事速度，更
需要传递城市温度，要想
方设法帮助各类经营主
体，寻求解决矛盾问题的
思路和办法。

这些天，有媒体报道
了徐汇区一家卖包子的
临街商铺递交店招方案
十余次均未获批、严重影
响正常经营的事件。主
管部门为何设置重重障
碍？原来，本市去年 月
 日起开始实施的《上海

市户外招牌设置技术规范》，对店招的大小、
设立方式均有严格规定。这本无可厚非，让
人感到不妥的其实是处理问题的方式：一个
包子铺的店招并不复杂，完全可以把要求一
次说清，而不是让经营者反复申请、不断“吃
药”，甚至要把已经做好的店招拆掉重来。

这件事经过媒体报道，相信肯定会有圆
满结局。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缩短政策与
企业感受之间的“温差”，“媒体观察员”大有
可为——既可以发现营商环境各领域各区域
存在的问题，收集反馈一线经营主体的实际
困难；也可以跟踪问题解决进展，推动各级部
门从解决“一件事”的个性化诉求到出台解决
“一类事”的改革创新制度安排。更重要的
是，通过“媒体观察员”的宣传报道和舆论监
督，全社会将进一步凝聚共识，树立起“人人
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乎营商环境”的理念。

还是以上面提到的店招事件为例，负责
审批的工作人员一次次拒绝经营者的申请
时，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只是在遵章办事，并没
有意识到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对城市的营
商环境是一种伤害。这充分说明，当这座城
市推出 个版本    多项改革举措之后，要
把营商环境优化继续推向深入，不能只满足
于政策量的叠加，而是要树立“大营商观”，推
动整座城市自治、德治、法治的融会贯通，在
营造温暖和谐的社会氛围、拓展包容活跃的
创新空间、创造便利舒适的生活条件等方面，
下大功夫、长功夫。

这也正是“媒体观察员”的重要使命所
在。要让全社会都充分认识到，好的营商环
境，是以“人”为中心的，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
感受者和评价者，人人也都是营商环境的建
设者和代言人。人人起而行之，这座城市才
会有更加强劲持久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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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感知技术
赋予  “第六感官”

邱
锂
力

无线技术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更在  时代扮演了举足轻重
的角色。智能终端生成的数据，需要更强大、稳定的无线通信将其传到云
端的计算资源，才能实现实时的处理和分析。当前的智能设备都离不开
随时随地的网络连接，未来的无人驾驶等技术也需要更强大的5G、6G网
络支撑。与此同时，无线感知技术也正打开  “第六感官”，为智能发展提
供越来越多元的数据。

尽管无线通信和无线感知创造新智能环境的技术尚处于起步阶段，
但已经为人类开启新的探索维度，展示了该技术未来无限可能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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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新 质 生 产 力 的 探 索 与 思 考

强大无线通信是基础
为无线信道构建可调整的智能环境，

便能助力无线技术突破通信范围和感知

能力的瓶颈！这几年，邱锂力和同事们一

直在这个全新的研究领域里探索，并已找

到了些许“星光”。这些尚不璀璨的“星

光”指向未来，代表着推动社会发展的新

质生产力与智能化引擎。

毕业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的邱锂力，

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上海对我来说非

常亲切。这里有我的童年回忆、亲朋好

友，也有我非常喜欢的文化氛围。这座城

市充满了包容、创新和活力。”正因为如

此，2年前，邱锂力从美国归来，接受了彼

时才成立不过2年的微软亚洲研究院上

海分院抛出的“绣球”，带领年轻的研究员

们，着手探寻无线通信和感知与人工智能

大模型之间的“双向奔赴”，用新质生产力

为信息产业赋能。

无线技术，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

搭起了数据的桥梁，将数据从资源受限的

边缘设备传输至计算能力更强的云端，将

实时的人工智能处理能力带到边缘侧。

“然而，智能终端生成的数据，需要强大、

稳定的无线通信，将其传输到云端的计算

资源，才能实现实时的处理和分析。”邱锂

力说，通信范围不足，是目前亟待解决的

首要挑战。

邱锂力说，摩尔定律和香农定理提出

后，近几十年迎来了通信技术的爆炸，对生

产力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不过，步入

5G时代后，提升频率来获取带宽与通信范

围缩小之间的矛盾，愈发逼近“临界点”，甚

至已经对普及5G的进度造成影响。“如果不

能以创新的方法突破这一瓶颈，无线通信

就将长期受制于通信范围和部署成本之间

的零和博弈。这不仅会给人工智能的广泛

应用带来技术上的阻碍，而且还会使我们

那些弥合数字鸿沟的行动止步不前。”

创新尝试“超表面”结构
邱锂力的办公桌上摆着一款名为

“智能超表面”的新硬件设备。它不过

A4纸大小，拿在手里轻飘飘的。但是，

这款看似平平无奇的硬件设备或将成为

AI应用落地的新“创新点”。“传统观念

里，无线信噪被视为由当前环境给定，是

无法改变的。有一天，我和同事突然意

识到，‘环境’或许就是突破无线通信瓶

颈的关键。”

邱锂力一边向记者展示“超表面”具

有人工设计结构的二维材料，一边兴奋地

介绍：“超表面材料源于光学，近年来才

运用到无线技术。我们尝试在发射机和

接收机间放置一些低成本、无需电源的

‘超表面’结构，再根据应用需求改变无线

信道，为无线信号创造可调整的智能环

境。智能超表面有很多细小的单元，每个

单元就像一个小天线。通过设计每个超

表面的单元，能精准修改出射波的相位

和振幅。”

“没想到，它成为了一个令人兴奋的

突破，给无线通信带来新的潜力！”邱锂

力说，智能超表面低成本、无需供电、容

易部署，可应用于不同的场景，包括低轨

道卫星通信、毫米波、全网覆盖及无线感

知等。

捕捉“超感知”多元信息
无论身处何地，只要有无线信号，你

就能即刻掌握全世界的新闻趣事，享受线

上音乐带来的“情绪按摩”，维系与亲朋好

友间的交流沟通……这一切，都有赖于无

线技术为人与人、人与物之间架起的沟通

桥梁。现在，无线电信号不仅可以用于传

输“现成”数据，还可以感知并生成全新的

数据。

邱锂力说，无线感知正在延伸人类

感官。“AI的进步依赖于大数据。传统

的AI主要分析语音、图像、视频等数据，

无线感知赋予了AI‘第六感官’，可捕捉

超越人类感知范围的视、听以及物理、化

学信息，为AI应用提供丰富且隐私安全

的数据。”

邱锂力和同事们做了一个无线感知

的尝试——利用普通手机内置的扬声器

和麦克风，实现毫米级定位及声波成像。

实验的工作原理有点类似于“蝙蝠听声”，

用手机扬声器发射一个人耳听不见的声

音并将其“打”到人的胸口，呼吸导致的胸

口微小起伏会将反射信号“弹回”。随后

就可以分析这些信号的变化，通过声波实

现呼吸监测，实时观察病人的健康状况。

为了解决声波感知距离有限的问题，又设

计了一个新的声音超表面，放置在智能音

箱前，即可感知物体距离，提升感知效果。

“相较于现在智能设备通过摄像头实现类

似功能，声波能穿透障碍物，也更节能、更

保护隐私。”

对于未来，邱锂力已有了更多期待：

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场景的拓展相融

合，有助于实现智能化、高效和可靠的无

线通信和感知系统，推动自动驾驶、智能

医疗、工业自动化等领域的大幅创新，引

领人类社会步入全新的智能未来。“上海

有顶尖的高校、研究机构和人才资源，也

有包容的环境和科创的热忱，这些都正持

续推动新质生产力的进步。”邱锂力对此

深信不疑。 本报记者 马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