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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在医疗、养老、

教育、文化、体育等多领域推进‘互联网+’。发展智

能产业，拓展智能生活。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

式，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在 2018年政府工作报

告中，第二次被写进报告的人工智能“戏份更足了”。

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去年

7 月，国务院下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

明确阐述，到 2030 年，中国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

应用总体超越平均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

创新中心。

如今，人工智能正在中国大地上全面开花，书写

着一个崭新的智能时代。无论是人工智能芯片、智

慧医疗还是智能化的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迎来了

在中国发展的黄金时期，也向世界宣告，人工智能领

域的中国力量正在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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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7月，国务院下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

展规划》确立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三步走战略目标，

将人工智能的发展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那么，就目前来看，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还

有哪些方面等待发力？首先是芯片。中科院计

算 所 教 授 陈 云 霁 告 诉 科 技 日 报 记 者 ，如 果 说 劣

势 ，还 是 在 基 础 芯 片 生 产 制 造 工 艺 上 。 目 前 我

国 的 芯 片 设 计 水 平 提 升 较 快 ，但 是 生 产 制 造 工

艺 还 相 对 落 后 。 即 便 是 华 为 、展 讯 这 样 的 大 企

业，能设计很好的芯片，最终流片生产往往也要

去国外。

其次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理论和基础算法与研

究。全国政协委员、百度 CEO 李彦宏近日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美国还处于领

先位置。两者相比，李彦宏认为，美国人工智能在人

才、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具有优势，目前，人工智能

算法领域的创新绝大多数都发生在美国。另外，美

国公司，尤其是互联网公司对人工智能的重视程度

也普遍比中国互联网公司更高，所以他们的投入也

更坚决、更大。

再者，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人才依旧有着不

小的缺口。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

究所主任工程师秦业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中美人

才培养模式尚存在差距。我国很多高校对人工

智能领域的人才培养模式仍然相对模糊，而在人

工智能的诞生地美国，基本上大的院校都有人工

智能专业和研究方向。“人工智能在行业中的应

用落地既涉及到人工智能算法也涉及到行业知

识经验，而对二者都能熟悉贯通的人才非常少，

这需要产学研加强合作来共同培养相关人才。”

秦业说。

中国AI，这些领域亟待发力

在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人工智能机器人像一

根画笔，描绘了一道华丽的“未来秀”，流光溢彩的北

京 8 分钟惊艳了世人。24 台人工智能机器人、24 名

舞蹈演员的庞大阵容，协调一致的人机交互表演，在

世界范围内尚属首次。

这 24 台人工智能机器人由沈阳新松机器人自

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的技术团队设计制造并调试，“在

人机互动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方面，我们团队本身就

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做了充足的准备，因此才圆满

完成了任务。”算法工程师赵劲超说。

“人机交互是人工智能在制造业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之一。”该公司技术总监徐方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在未来的工厂中，装配车间里将会出现工人与

具有一定思维能力的工业机器人合作的场景。比

如，之前需要两名工人配合完成的工序，随着机器视

觉、手势识别等技术的发展，将会逐步变成人与机器

人来协作完成。”

事实上，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应用在制造业的各

个环节当中。以产品质量检测为例，过去很多产品

只能依赖经验丰富的工程师进行判断，判断规则也

比较复杂。在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后，效率可以得到

大幅提升。在去年召开的一次人工智能会议上，百

度就与北京首钢合作，现场展示了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对钢板质量进行检测，准确率达到了 99.98%，与

人工检测的结果非常相近。

在《中国制造 2025》的计划当中，明确指出制造

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

之基。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显然可以助力

我国制造业向智能制造转型，从制造大国进一步升

级为制造强国。

未来工厂：人机搭配干活不累

如果说北京 8分钟展示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

的实力，那么在智能芯片上的突破则更令国人兴奋

不已。

早在 2016 年，脱胎于中科院计算所的寒武纪

科技有限公司就发布了全球首款商用深度学习专

用处理器寒武纪 1A，该产品已经在华为各系列旗

舰产品上得到了应用，寒武纪也得到了 1 亿美元的

A 轮融资，成为国内首个人工智能芯片领域的独角

兽企业。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该公司创始人之

一陈云霁博士表示，2018 年寒武纪会在云端人工智

能芯片上发力，重点解决云计算平台和大数据中心

的高速人工智能处理问题，如果说 2017 年，寒武纪

深度学习处理器已经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那么未

来，寒武纪将努力向每个人生活中离不开的智能帮

手努力。

“我国在这次人工智能芯片的竞争中有着很好

的机会，与国际同行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陈云

霁介绍说，在深度学习专用处理器领域，中科院计

算所的寒武纪科研团队在国际上起步最早：第一

个深度学习处理器架构、第一个多核深度学习处

理器架构、第一个深度学习处理器芯片都来自寒

武纪团队。

除了寒武纪科技外，近一段时期 AI芯片领域融

资动作不断。深鉴科技、杭州中天微、商汤科技、

Think Force 等 AI 公司或团队都获得了资本的青

睐，其中有的企业创立还不足一年。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陈云霁也提醒业界，

AI领域技术的竞争非常激烈，哪怕一个决定的错误

都可能导致掉队。“要想在国际长期的深度学习处理

器竞赛中持续领先，产学研的结合非常关键。论文

变成技术，技术变成产品，产品磨合中再形成论文，

这个循环转得越快，就越有机会。”

智能芯片：持续发力占据不败之地

人工智能尤其是深度学习对数据的需求非常庞

大，而中国有着 7亿多使用中文的网民，所产生的数

据对于训练机器学习、训练人工智能模型等领域具

有深刻的意义。

“相比美国、英国等其他国家，我国人工智能产

业的发展和实践具备更好的土壤，无论是推广还是

普及都具有一定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

经济研究所主任工程师秦业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2018 年将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开始实质性

融合的一年，更多具备人工智能特征的产品和服务，

将在这一年里深刻影响传统生产和生活领域。

“人工智能芯片方面，我国在体系结构以及神经网

络芯片的设计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这使得自主可信的

人工智能终端成本大幅降低。”秦业说，“如家电、手机、无

人机、工业终端等都将广泛地出现人工智能的身影。”

“近期，我国人工智能在医疗方面的应用也有了

实质性进展，可以应用的病种包括食道癌、肺癌、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秦业说，“从效果上看，人工智

能技术的应用显著地提高了人工阅片的速度，降低

了对专家医生的依赖程度，这对中小城市医疗能力

的提升具有很大的意义。”

在智能制造方面，质量检测、工艺优化、故障诊

断等环节将成为 2018 年人工智能向制造业渗透的

重要突破口，在冶金、石化、机械等行业将出现一系

列相对成熟的解决方案。

此外，以人脸识别、语音交互为核心技术手段的

安防、家居产品等也将进一步普及推广。

“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虽然量大面广，但是应

用的程度总体来说还比较初级，企业应用人工智能

的技术门槛相对较高，这需要政府加强引导产业界

在人工智能芯片、基础工具、开源平台、技术标准等

方面加强攻关，逐步形成协作共享的人工智能技术

与产品生态。”秦业说。

发展前景：与实体经济开始紧密融合

科研人员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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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评说

美国白宫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在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的一个分

支）领域发表的论文数已经超过美国。咨询公司普华永道也预计，与人工

智能相关的增长到 2030 年将把全球 GDP 提升 16 万亿美元，其中半数归

于中国。

尽管美国在绝对数量上领先，但中国研究人员提交与人工智能相关

的专利数量最近几年保持近 200%的增长。

想要理解中国何以表现如此突出，需要考虑到 AI 领域所需的投入。

从计算能力和资本两个最基本的要素来看，中国都拥有充裕资源。从阿

里巴巴和腾讯等科技巨头，到兴业数字金融和 Ucloud 等创业公司，中国

企业都在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建设各类数据中心。

美国市场研究公司Gartner预计，云计算市场最近几年保持着超过30%

的增速，今后仍将延续这一趋势。据乌镇智库测算，2012年至2016年，中国

人工智能公司获得26亿美元资金。虽然这一数字不及美国同行同期179亿

美元的融资总额，但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融资总额却在快速增长。

目前来看，中国并未对取得的成绩自满，在争夺人工智能皇冠上钻石

的比赛中，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将越来越小。 （本报记者 杨仑整理）

《经济学人》：
这一赛场，中美差距日渐缩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