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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晶泰科技在香港交易所

主板挂牌上市。这家以量子物理、AI

与机器人来驱动创新的研发平台企

业，在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喜获

“SAIL”大奖和“镇馆之宝”。世界人工

智能大会的“魔力”，助力他们成为学

术界和工业界创新研发的重要伙伴。

晶泰科技，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以会兴业”的代表。自2017年起，上

海在全国率先布局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2018年举办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到

今年已经是连续第七年了。这些年来，

一大批重大产业项目签约落地，一批重

大应用场景发布，一大批项目实现产融

对接……大会链接全球顶级资源，为上

海人工智能发展注入蓬勃动能。

记者获悉，这几年，上海AI规上企

业从2018年183家增长到2023年的

348家，产业规模从1340亿元增长到

超3800亿元，居全国前列。

“这几年，全球越来越多人工智能

领域的顶尖专家、学者和企业家通过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享最新的研究

成果和技术趋势，为中国的科技创新

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动力，同时将中

国的人工智能技术推介给全球更多用

户和企业。”MiniMax副总裁刘华感慨。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魔力”，不

止于“兴业”，更在于“聚才”。推动产

业发展的除了顶端的领军人物，还有

一股实力不俗的新锐力量，他们构成

了人才金字塔的坚实基座，并吸引众

多有志青年奔赴而来。

从2018年至2023年，上海人工智

能产业人才从10万增长到25万，约占

全国1/3。人工智能带来了一些创新

的岗位，比如数据标注师、提示词工程

师等。而在奖励方面，申城实施AI人

才专项奖励，每年有2万多名关键岗位

的核心人员拿到这方面的奖励。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2023级联培

博士生Liam，本科学的是测绘。去年，

他跨专业加入实验室，参与城市实景

三维生成大模型“书生 ·天

际”的项目，首批建模范围

包括陆家嘴、朱家角、

世纪公园和西岸等地。如今，Liam会

自豪地拿着“书生 ·天际”的视频向亲

友“炫耀”：“看，这就是我平时待的地

方——上海的西岸智塔，里面全是搞

AI的！”

一直以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

在积极打造各项赛事和奖项，助力形

成AI产业的高品质人才生态——“世

界人工智能大会青年优秀论文奖”鼓

励全球人才创新性研究，今年共征集

全球优秀论文159篇，国际论文占

10%；云帆奖遴选最具潜力青年技术人

才，五年累计评选出123位顶级获奖

者。今年海外申报人占比近30%，申

报人才背景聚焦大模型、具身智能、

AIforScience等最前沿方向。

“上海将继续敞开怀抱并提供肥

沃土壤，吸引、汇聚、成就各类人工智

能人才。”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组委

会表示。

上海借“魔力”
站上  “浪尖”

一年前，在“秒画”文生图大模型里输入“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未来感”
的提示词，大模型“有点疑惑”：这个“大会”是个啥，和上海又怎么联系起来？
今天，分毫不差的提示词，大模型“动脑”片刻，输出了人们想要的图片：地标

建筑东方明珠，人们热烈地交流，大屏幕上展示着未来的模样……
这是大模型一年的“成长”，亦是上海人工智能发展的缩影。明天，2024世界

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浦江之畔拉开大幕。
毫无疑问，这是属于“大模型”的一年，“模”都竞逐愈发激烈。在大模型

再次引爆AI新热潮的现在，在大模型技术及应用不断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
当下，记者试图用三声“m?”讲述关于这座城市和人工智能发展的故事。

本报记者 郜阳

>>大模型技术持续演进
>>人形机器人表现出色
>>大会链接全球顶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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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时，地铁11号线龙耀路地铁站，出站

人群有两大特点：提着电脑包、拿着咖啡杯。腾

讯、阿里、微软、无问芯穹、澜码科技等不少大模

型初创公司和科技互联网巨头都坐落于此。上

海天气越来越热，可走进位于徐汇的模速空间、

西岸智塔，你更能感受到什么是“热火朝天”。

得益于在人工智能产业上率先布局和技术

积累，上海在大模型这条AI新赛道上跑在前

列。2023年9月28日，全国首个、上海唯一的大

模型创新生态社区——模速空间在徐汇滨江成

立，不到100天，50余家AI企业入驻这片“新空

间”；2024年5月8日，模速空间迎来二期重点企

业入驻，迄今已有逾70家企业完全入驻；而三期

也在同步规划设计中。

模速空间运营方、上海大模型生态发展有限

公司总经理陈海慈说，模速空间不断把AI产业

链上、中、下游聚集在一起；同时，模速空间运营

平台所有的工作只为保障AI企业创新创业，提

高社区创新生态的浓度。

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新闻发布会透露：

全市已有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书生”、商汤“日

日新”、稀宇科技“海螺问问”、阶跃星辰“跃问”等

34款大模型通过备案。

大模型是建立在大算力、大数据和强算法之

上的创新应用。为此，上海今年还发布了被称为

大模型“11条”的政策——在被视为AI“水电煤”

的算力方面，建立市级算力调度平台，对符合条

件的智能算力中心，在能耗指标、资金支持方面

开通绿色通道；算力决定模型的速度，而语料决

定模型的质量，目前已开源“书生 ·万卷”等7批

数据集，共4200亿Token高质量文本、1TB视频

图文混合数据，赋能国内大模型创新……

“随着多模态大模型技术的持续演进，文本、

语音、视觉这三种模态的融合模型正逐步迈向成

熟。一旦此类大模型技术进入成熟阶段，其应用

场景将会进一步拓展，实现更多的实际应用。”

MiniMax副总裁刘华告诉记者，“大模型的落地

应用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比如技术成熟

度、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跨学科合作等。”

不少业内人士指出，上海在建设“模”都上已

经具备一定的优势——首先，上海拥有丰富的科

技创新资源和优秀的科研机构，为大模型的研发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其次，上海积极推动产业升

级和转型，为AI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

环境和市场机遇。

“摩”登：机器人走进日常生活

“魔”力：以会兴业更以会聚才

“身高1.85米、体重82公斤，头

部、手臂、手指就有多达28个主动自

由度……”走进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

器人创新中心，研发体系总监邢伯阳

正滔滔不绝地向来访者介绍自主研发

的全尺寸通用人形机器人。

这是国内首款开源人形机器人公

版机产品“青龙”，这几天正在抓紧接受

训练，“他”的“首秀”舞台正是本届世界

人工智能大会，“会在现场安排抗冲击、

抗扰动、上下斜坡等动态性能展示”。

“青龙”的“训练场”上，摆着鸡翅、

薯条等各类仿制食品——这可不是用

来“过家家”的，而是专门用来训练机

器人的道具。邢伯阳表示，通过食品

包装等多种实际应用场景的训练，能

让机器人学习抓取、识别等各种技

能。这些结合场景的训练都是为了让

人形机器人走出实验室、赋能千行百

业作准备。

“智能制造将是全尺寸人形机器

人的一个重要应用场景，比如车辆装

配的软装上料、下料等工作。”邢伯阳

认为。

业内人士判断，2024年人形机器

人行业或将进入小批量量产元年，产

业化落地进度有望超预期。记者获

悉，在机器人领域，浦东战略布局完

整、产业基础扎实，2023年国内发布了

12款人形机器人，其中4款出自浦东，

产业规模已超过200亿元。

其中，傅利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的GR-1，高1.65米、重55公斤，拥

有模拟人类体形的头部、躯干和四肢；

上海非夕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专攻人

形机器人的手臂部分，其研发的“拂

晓”机器人系全球首台自适应机器人。

或在酒店门口迎接宾客，或端着

菜品穿梭在餐厅……同样诞生在浦东

的擎朗智能，让越来越多的机器人“服

务员”走进酒店、餐厅，也让消费者感受

到“摩”登生活。擎朗智能创始人兼

CEO李通透露，本届大会将展示具备狭

窄通道通行、大载重、全景感知和动作

反馈交互等特性的擎朗机器人T10，能

满足多元化配送需求，提升服务体验。

“人工智能正在走向物理世界。

人工智能领域的显著进步推动了智能

机器人大规模走进人类生活。未来的

人工智能将更深入地融入人类生活，

从辅助决策、能力增强，到创造全新的

生活方式。”李通说，“具身智能将成为

实现这一系列目标的技术路线，机器

人不仅能够理解物理世界，还能在其

中灵活操作，最终实现与人类的无缝

协作。”

他告诉记者，越发达的地方，劳动

力越昂贵，对机器人的需求就越大。

尤其在餐厅，送餐机器人的需求仍处

于“喂不饱”状态。

▲ 星环科技大厅展示的数据   基础设施产品魔方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在世博

展览馆举行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