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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全链条创新

这是一派“未来城市”的图景——

一辆辆无人驾驶接驳车往来穿梭，

转弯避障，运行顺畅；机器人潜入湖底巡

航，监测鱼虾、水草等生物生长情况；“低

空数字警察”仰望天空，一旦发现“黑飞”

目标，立即发出警报……

漫步四川成都天府新区的兴隆湖畔，

可以直观感受到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活

力。从一片名不见经传的发展洼地，到如

今成长为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天府新区

以成都超算中心、成都科创生态岛等为主

阵地，开展“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

化—产业培育”全链条创新。

在科创生态岛的一栋办公楼里，一家

科技企业的研发工程师正加紧调试大模

型，以迎接即将到来的电商夏季促销。这

家 2014年成立、从 3人团队起步的智能客

服机器人企业，已成长为行业标杆。

另一边的科技融合转化基地，一家机

器人企业的工程师正调试新一代脑机接口

外骨骼机器人。这家从大学实验室走出的

企业，用接近10年时间完成从“0到1”的技

术突破，以及从“1到 N”的产业跃升，其外

骨骼产品已在数百家医院试点应用，辅助

上万名截瘫患者开展行走能力恢复训练。

包括成都在内，我国积极推进 11 个

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建设，推

动产业集聚；着力培育经营主体，已累计

培育 400 余家人工智能领域国家级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

将小方块积木一个个堆叠，拿起两个

水瓶来回倾倒液体……走进位于北京首钢

园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只见工程

师们身着穿戴设备，正控制机器人进行抓、

取、放等通用技能练习。

该中心负责人张钦锋介绍，高质量

的数据集是机器人理解世界的入口。当

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快速积累数据，

推动人形机器人演进升级。

数据作为人工智能的要素之一，是

人工智能的“粮食”，已成为现代社会第

五大生产要素。构建高质量数据集不仅

关系到模型算法的迭代效率，更是人工

智能领域抢占技术制高点、实现创新突

破的基础性工程。

今年以来，多地宣布加强具身智能

训练中心建设，瞄准数据缺乏难题，一个

个“机器人技校”“数据工厂”加快落地。

在上海“模速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

社区，有的企业通过自研技术，实现多种

大模型算法在多种芯片上的协同运行；

有的企业突破多模态大模型技术，加速

AI 智能体的开发……这里“上下楼就是

上下游”的模式，推动入驻企业通力合

作，一批前沿技术加快涌现。

在北京亦庄，由北京人形机器人创

新中心研发的、支持多本体多场景应用

的通用具身智能平台“慧思开物”发布，

填补具身智能领域通用软件系统的空

白，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速。

从深度求索等大模型风靡全球，到

具身智能等新科技付诸实现，实践证明，

集中力量科研攻关，全力在芯片、算法、

操作系统等核心领域实现突破，才能从

源头上掌握主动权。

赋能多行业升级

今年“五一”前夕，北京平谷金海湖

碧波岛度假区，智能机器人上岗亮相。

巡航、导览、预报天气，在机器人与游客

互动间，文旅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这一场景背后，是人工智能技术与

经济社会发展的同频共振、深度融合。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持续推

进“人工智能+”行动，将数字技术与制

造优势、市场优势更好结合起来，支持大

模型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正润物细无声

地融入人们的生活。

看交通，北京市海淀区四道口区域，

AI信控系统实时感知交通流量和排队时

长，早高峰平均拥堵指数下降近 30%；看

医疗，智能影像设备、智能手术机器人等

辅助医生开展诊疗；看教育，人工智能教

室打造充满互动与想象力的智慧学习空

间；看家居家电，智能穿戴、智慧床垫、AI

冰箱勾勒“未来生活”模样……

随着科技创新不断进步、基础设施

逐步完善，人工智能突破传统互联网边

界，不仅嵌入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场

景，更赋能千行百业，成为制造业等实体

经济领域的重要变量。

在广西钢铁炼钢厂转炉车间集控室

内，“AI+炼钢”碰撞出奇妙的火花。

过去，工人们需凭经验“望火断钢”，

判断结果受个人因素影响较大，还存在一

定危险性。如今，通过各类探头和 AI 算

法，可以实时捕捉并解析火焰颜色、形状、

亮度等信息，精准指导投料与生产。

“我们把人工经验‘翻译’成数字语

言，在 AI的帮助下，不仅减少了人工误判

造成的损失，还能用更小的投料量产出更

好的钢。”该炼钢厂技术专家陆志坚说。

人工智能的“用武之地”，还从钢花

飞溅的车间延伸到浩瀚广阔的太空。

“吉林一号”卫星星座在太空遨游，

将“洞察”的信息传递给“大脑”——位于

吉林长春一家企业的地面接收站。利用

“人工智能+遥感”新技术，企业成功研发

出适配“吉林一号”卫星星座的人工智能

遥感大模型。

以农作物定损为例，遥感卫星拍摄农

作物后，以前需工作人员自行完成地物分

割等大量操作，如今机器替代人工，短时间

内完成耕地识别，工作效率大幅提升。

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战略

性新兴产业高效成长，赋能未来产业加

速涌现……“人工智能+”在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和创新发展中，正不断塑造新优

势、激发新活力。

孵化创新型人才

新职业、新工种又“上新”了。

5月8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公

示，拟新增 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其

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测试员、生成式人

工智能动画制作员等新工种备受关注。

去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持

续迭代升级并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人工

智能相关岗位成为众多年轻人的从业选

择。人工智能训练师、人机交互设计师

等新兴职业的涌现，吸引了许多年轻人

一展才华。

青年的模样，是时代的镜像。

企业两岁，团队平均年龄 32 岁——

走进位于上海“模速空间”大模型创新生

态社区的一家科技企业，青春的气息扑

面而来。短短两年，该企业便实现了国

产大模型算法在多种国产芯片上的高效

协同部署运行，增强了国内算力产业链

供应链的韧性和竞争力。

2023 年 8 月，上海“模速空间”启动

建设，定位是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孵化

器。仅仅 38 天，“模速空间”实现从毛坯

状态到“拎包入住”。

揭牌当天，90 后企业创始人夏立雪

带着 6 名团队成员，挤进“模速空间”A

区面积不足 50 平方米的格子间。“我们

看到上海在人工智能产业上的投入，这

里有我们的梦想和未来。”夏立雪说。

在“模速空间”，首创企业备案奖励

与算力叠加补贴，入驻企业最高可享受

100%的租金减免，仅算力成本一项就降

低 40%。更重要的是，园区主动搭建场

景对接平台，联合上海市国资委举办了

上百场供需对接会，将初创企业直接“送

入”产业链核心环节。

人工智能是上海确立的三大先导产

业之一。近年来，上海在这一领域交出了

令人瞩目的答卷：产业规模超 3800亿元、

人才规模超 25万人；3批 58个应用场景开

放、10所高校设置人工智能相关专业……

不仅在上海，许多地方都大力加强人

才培养和引进，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

业化的人才队伍。近日，教育部还发布

《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指南（2025 年

版）》和《中小学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

（2025 年版）》，旨在通过螺旋式课程设计

实现从认知启蒙到创新实践的素养发展，

源源不断培养具有人工智能素养的创新

人才。

在人形机器人还是“冷门赛道”时，

90后冷晓琨和团队就“入局”了。他们克

服研发成本高昂、关键零部件靠进口等

难题，咬定青山不放松，矢志攻克“卡脖

子”关键核心技术。团队发布的高动态

人形机器人“夸父”，零部件国产化率达

90%以上，把一体化关节、运控算法等关

键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年一季

度，“夸父”的交付订单已达 250台左右。

一朵朵浪花，汇聚成奔涌的浪潮。“人

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

业”，勇担国家科技进步使命的年轻人，积

极拥抱智能化浪潮，不断向新求索。

不久的将来，我们或许能够听到更

有力的回响。

上图：近日，2025 北京亦庄半程马

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举行。图

为机器人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方 欣摄

拥抱创新：逐浪智能化大潮
—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新闻观察

■本报记者 单慧粉

“机器能思考吗？”
1950年初，“人工智能之父”、英国计算机科学家图灵提出这一问题。从此，

人类开启了探索人工智能的征程。
70多年来，人工智能研究历经多次起落，但人类探索通用人工智能的热情

从未减退。
今年以来，从实验室里助力前沿探索，到进工厂“打工”，再到参赛“人机共

跑”半程马拉松，机器人火热“出圈”，人工智能产业频现新气象。
近日，习主席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人

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深刻改变人类生产
生活方式。

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市场空间巨大。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最大拥有国，占比达
60%。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正迎来爆发式发展。

人工智能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随着人工智能赋能实体
经济、赋能新型工业化步伐加快，各地加紧筑牢科技创新根基和底座，协同推进
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写 在 前 面

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需要充

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统筹规划、

资源整合、数据共享等方面形成强大合

力，集中力量攻克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等

核心技术，构建自主可控、协同运行的人

工智能基础软硬件系统。

——南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

赵 新

“人工智能+”的场景升级，本质上

是一场以人为核心的产业变革。未来，

随着人工智能与量子计算、脑机接口等

技术的深度融合，场景升级将突破物理

与虚拟的界限，创造更具包容性和创造

力的未来社会图景。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智库

研究员 刘 典

人工智能是一项“人为的”和“为人的”

事业，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朝着有

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从这一点

出发，我们既不能持抗拒智能革命的否定

态度，也需警惕智能技术放任自流带来的

伦理失范。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

学院）哲学与文化教研部讲师 王 田

纵 横 谈

数字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

方式融入教育。未来教育什么样？

5 月 14 日至 16 日，以“教育发展

与变革：智能时代”为主题的 2025 世

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湖北武汉举办。通

过这场大会，可以看到数字教育的新

发展、新亮点。

技术助力，AI 赋能，教学形式更

多样——

“报告老师，‘火星救援车’智驾测

试一切正常，等候登陆指令。”走进武

汉经开区神龙小学（湖畔校区），一场

以“AI 火星救援车挑战”为主题的实

践课程正在进行。

学校为学生搭建了专属 AI 伴学

智能体。在老师指导下，学生们借助

AI 软件和 3D 打印技术等，为火星车

设计外观，打印专属车标，完成了一辆

“火星救援车”制作。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

教育生态。”学校有关负责人说，“火星

救援车”的制作过程，打破学科界限，

实现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

这是智能时代教育发展与变革的

生动缩影。AI赋能下，数字化正融入

教育各领域，前沿技术不断构建起教

育新场景。

一家科技企业通过 AI黑板呈现的

“未来课堂”上，虚拟人“司马迁”与学生

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哈尔滨工程大学

研制的水下机器人作业虚仿实践平台，

构建逼真的虚拟作业空间，让学生能够

深入学习水下机器人的运动控制与建

模方法；武汉音乐学院以曾侯乙编钟为

原型，打造沉浸式虚拟演奏教学平台，

全方位复原编钟演奏场景……

在专家看来，人工智能等技术正

在颠覆传统教育模式，学生得以在可

知可感的沉浸式体验中更好获取知

识。课堂的趣味性提高了，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也得到提升。

“一张网”“一块屏”，科技架桥，学

习平台更宽广——

大会期间举办的教育数字化成果

展上，北京一家科技企业开发的人工

智能通识课程吸引不少观众驻足。

“致力于让不同地区的孩子‘同上

一堂课’，我们探索打造了‘智能双师’

教学模式。”企业相关负责人说，“线上

老师通过大屏为学生讲授知识，线下

老师则带领学生跟随大屏开展教学。

通过这种方式，边远地区学生可以和

城市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跨越数字鸿沟，促进教育公平，是

推进数字教育发展的应有之义。

如今，伴随数字教育的不断发展，

越来越多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上线国家

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越来越多农

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

众多师生同在“一张网”上共享资源、

“一块屏”上互动教学，优质课程跨越

山海、时时可及。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给教育

领域带来诸多挑战。如何提高学生对

AI产出信息的辨识度？

“我们需要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

设。这个能力不单指操作和使用 AI
工具，同时应该让学生更好了解人工

智能伦理。”参会的有关专家说，老师

应做好引导，让学生认识在什么情况

下可以使用 AI作为辅助，什么时候应

该独立思考。

（新华社记者 王鹏、侯文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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