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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 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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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生产线上的智能机
器人对车辆轮胎轮毂进行装配
作业。 新华社记者 许畅摄

图② 亮相于 2024世界智
能网联汽车大会的自动驾驶汽
车。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图③ 银河麒麟高级服务
器操作系统。视觉中国供图

图④“天工”进行行走和
跑步演示。
北京青年报 付丁/视觉中国

图⑤ 搭载原生鸿蒙操作
系统的手机。视觉中国供图

图⑥ 人形机器人TORA-ONE
展示抓握能力。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图⑦ 在 2024年世界互联
网大会“互联网之光”博览会
上，参观者体验融合 AIGC的万
向体感艺术疗愈系统。

中新社记者 王刚摄

2024 年，数智化浪潮继续席卷全球。挺立

潮头，数字中国建设迈出新步伐。

从规划新建 100个以上可信数据空间，到全

球首发 5G-A 商用部署、发布各类人工智能（AI）

大模型产品，再到推动联大协商一致通过加强

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这一年，

我国推进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布局数字化基

础设施不断取得新突破，推动新场景、新业态、

新模式加速涌现，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贡献中

国方案、中国智慧。

“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开展

促进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化发展

1 月中旬，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五部

门发布《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

化”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大力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化发展。

《通知》提出 9项试点内容，包括建设智能化

路侧基础设施、提升车载终端装配率、建立城市

级服务管理平台、开展规模化示范应用、探索高

精度地图安全应用、完善标准及测试评价体系、

建设跨域身份互认体系、提升道路交通安全保

障能力、探索新模式新业态。试点期为 2024—

2026年。

在建设智能化路侧基础设施方面，《通知》

要求，实现试点区域 5G 通信网络全覆盖，部署

C-V2X（蜂窝车联网）基础设施；开展交通信号

机和交通标志标识等联网改造，实现联网率 90%

以上；重点路口和路段同步部署路侧感知设备

和边缘计算系统，实现与城市级平台互联互通，

探索建立多杆合一、多感合一等发展模式。

在提升车载终端装配率方面，《通知》提出，

分类施策逐步提升车端联网率，试点运行车辆

100%安装 C-V2X 车载终端和车辆数字身份证

书载体；鼓励对城市公交车、公务车、出租车等

公共领域存量车进行 C-V2X 车载终端搭载改

造，新车车载终端搭载率达 50%等。

为推动开展规模化示范应用，《通知》鼓励

在限定区域内开展智慧公交、智慧乘用车、自动

泊车、城市物流、自动配送等多场景应用试点。

7 月，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

点城市名单公布，北京市、上海市、重庆市、内蒙古

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海南省海口—三亚—琼海联

合体等 20个城市（联合体）入选。试点工作有利

于加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动智能网联

汽车“车路云一体化”技术落地与规模应用。

“十四五”5G建设发展目标提前完成

有序向 5G-A升级推进

3 月底，中国移动在杭州全球首发 5G-A 商

用部署，公布首批 100 个 5G-A 网络商用城市名

单；其后，中国电信在上海、深圳推出 5G-A 套

餐；中国联通在广东佛山建成空域连续覆盖的

5G-A试点网络……

这 是 我 国 推 动 5G 网 络 向 5G-A 升 级 的

缩影。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我国 5G 基站总

数已超过 414 万个，平均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数

达到 29个，提前完成了“十四五”期间 5G 建设发

展目标。5G 网络全面覆盖政务中心、文旅景区、

交通干线等重点热点场所，并不断向农村边远地

区拓展，5G 应用已经融入 97 个国民经济大类中

的 80个。

当前，5G 正向 5G-A 升级演进，我国正进入

5G 发展的“下半场”。5G-A 是 5G 创新发展的

重要阶段，通过基于 5G网络进行软件升级、硬件

增强等方式，可根据不同业务需求分场景实现速

率、时延、连接、能效等性能提升，并拓展支持感

知、智能、计算等融合功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十二部门前不久印发的《5G 规模化应用“扬帆”

行动升级方案》提出，到 2027 年底，按需推进 5G

网络向 5G-A 升级演进，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实

现 5G-A超宽带特性规模覆盖。

“天工开源计划”启动

人形机器人产业跑出“加速度”

4 月底，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发布全球

首个纯电驱拟人奔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天

工”。它能以 6公里/小时的速度稳定奔跑，即使

在“盲视”情况下，也能平稳通过斜坡和楼梯，能

在磕绊、踏空等情况下灵活保持步态稳定。

4个月后，在 2024世界机器人大会具身智能

产业趋势与未来发展论坛上，“天工”升级版——

“天工 1.2MAX”亮相。它不仅“长高”、变“强壮”

了，也更“聪明”了，实现了全链路具身智能能力

闭环，涵盖从感知指令到执行任务的全流程，能

完成语音交互、无序抓取等复杂动作。

不 仅“天 工 ”，优 必 选 工 业 版 人 形 机 器 人

Walker S、宇树科技的通用人形机器人 H1 等在

2024 年国内各大展会上吸睛无数。今年，北京、

上海、浙江、广东等多地加快建设人形机器人创

新中心，探路人形机器人的标准化和产业化。

11月，国家地方共建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

心启动“天工开源计划”，将陆续把本体、数据集、运

动控制等方面的技术成果面向行业开源开放。全

球高校、科研院所、集成商等可在此基础上再开发，

加速推动人形机器人真正进入人类生活。

赛迪研究院发布的《2024 中国人形机器人

产业生态发展研究》显示，在政府引导和投资驱

动下，2024、2025 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将持续高速

增长，一批领先产品将开始小规模量产，同时也

将有更多其他行业企业跨界入局。2026 年，我

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规模将突破 200亿元。

人工智能产业标准加快完善

计划新制定国家和行业标准 50项以上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在技术创新、产

品创造和行业应用等方面实现快速发展，形成

庞大市场规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4）》显

示，我国初步构建了较为全面的人工智能产业

体系，相关企业超过 4500 家，核心产业规模接

近 6000 亿元，产业链覆盖芯片、算法、数据、平

台等上下游关键环节。截至 2024 年 6 月，我国

已有 2.3 亿人使用过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占

整体人口的 16.4%。

人工智能产业呈现出创新技术群体突破、

行业应用融合发展、国际合作深度协同等新特

点，亟需完善人工智能产业标准体系。6 月，工

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印发《国家人工智能产

业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2024 版）》（以下

简称《指南》），旨在更好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

型工业化。

《指南》指出，人工智能标准体系结构包括基

础共性、基础支撑、关键技术、智能产品与服务、赋

能新型工业化、行业应用、安全/治理等7个部分。

《指南》提出，到 2026 年，标准与产业科技创

新的联动水平持续提升，新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

标准 50 项以上，引领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标准体系加快形成；开展标准宣贯和实施推广

的企业超过 1000 家，标准服务企业创新发展的

成效更加凸显；参与制定国际标准 20项以上，促

进人工智能产业全球化发展。

盘古大模型5.0发布

助力企业全场景应用 AI技术

6 月下旬召开的华为开发者大会 2024，盘古

大模型 5.0 正式发布，在全系列、多模态、强思维

三个方面带来全新升级。

全系列方面，盘古大模型 5.0 包含不同参数

规格的模型，以适配各种业务场景。十亿级参数

的 Pangu E 系列可支撑手机、PC 等端侧的智能

应用，百亿级参数的 Pangu P 系列适用于低时

延、高效率的推理场景，千亿级参数的 Pangu U

系列为企业通用大模型提供坚实底座，万亿级参

数的 Pangu S 系列超级大模型能够助力企业全

场景应用人工智能技术。

多模态方面，盘古大模型 5.0 能够更好更精

准地理解物理世界，包括文本、图片、视频、雷达、

红外、遥感等更多模态。它在图片和视频识别方

面，可支持 10K超高分辨率；在内容生成方面，采

用业界首创的 STCG（可控时空生成）技术，聚焦

自动驾驶、工业制造、建筑等多个行业场景，可生

成更加符合物理规律的多模态内容。

复杂逻辑推理是大模型成为行业助手的关

键。盘古大模型 5.0将思维链技术与策略搜索深

度结合，极大地提升了数学能力、复杂任务规划

能力以及工具调用能力。

盘古大模型持续深耕行业，已在 30 多个行

业、400 多个场景中落地，在政务、金融、制造、医

药研发、煤矿、钢铁、铁路、自动驾驶、工业设计、

建筑设计、气象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不止盘古大模型，2024 年不少国产大模型

迈入和实体产业相融合的新赛道，纷纷拼应用、

拼落地，挺进实体经济这片“主战场”。随着对产

业的渗透率不断提高，大模型赋能效应持续显

现，不断提升经济活力。

通信技术托举低空经济“起飞”

打开万亿级市场空间

6 月底，国内首个“低空+轨道”空铁联运项

目在深圳北站枢纽东广场正式开航，为旅客提供

深圳空铁交通一站式接驳服务。2024 年，低空

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

低空产业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航空技术深

度融合的典型代表。在 5G-A 等新一代通信技

术加持下，“低空+”场景加速从想象走进现实。

5G-A 通感一体技术实现了通信与感知的融合，

极大提升低空飞行器的跟踪和管理能力，为低空

空域开放和无人机在物流、交通、应急、植保、测

绘等场景的应用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3 月底，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

的《通用航空装备创新应用实施方案（2024—2030

年）》提出，到 2030年，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为特征的通用航空产业发展新模式基本建立，支

撑和保障“短途运输+电动垂直起降”客运网络、

“干—支—末”无人机配送网络、满足工农作业需

求的低空生产作业网络安全高效运行，通用航空

装备全面融入人民生产生活各领域，成为低空经

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形成万亿级市场规模。

2024年，各地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发展低

空经济，空域改革、场景培育、产业发展不断深

入。多方合力之下，低空经济将“飞”得更高更远。

银河麒麟发布首个AIPC版本

国产操作系统取得新突破

8 月上旬召开的 2024 中国操作系统产业大

会上，国产操作系统银河麒麟发布首个 AIPC 版

本。这是一款与人工智能融合的国产桌面操作

系统，填补了我国操作系统端侧推理能力研发的

空白。

操作系统承接上层软件生态与底层硬件资

源，为 AI 算法、模型与应用的运行提供支撑环

境，在 IT 国产化中发挥重要作用。过去很长一

段时间，全球操作系统厂商主要为欧美企业。我

国操作系统发展起步晚、系统生态存在短板，赶

超压力大。银河麒麟发布首个 AIPC 版本，标志

着我国操作系统领域自主安全与自主创新取得

双突破。

这一版本的一大亮点是能够实现端侧推理

能力。通过构建高效的国产操作系统端侧智能

引擎，这一系统支持离线状态下的大模型推理，

可降低数据传输延迟与带宽消耗，在保护用户

隐私的同时，优化用户体验。这一系统还能实

现对多种模型的统一管理和调度，帮助用户省

去全栈调校的步骤，让用户在一个硬件设备中

方便地运行多种模型。其中，银河麒麟操作系

统 AI 子系统不仅实现模型的统一管理和调度，

还衍生出日程管理、记忆地图、智能搜索等新能

力，可以把丰富多彩的云端模型和 AI 能力落地

到个人电脑中。

生态是国产操作系统产业发展的关键。麒

麟软件持续加强同国产CPU（中央处理器）、数据

库、中间件等基础软硬件的深度适配优化和

整体调优，已在金融、能源、交通、教

育、通信等重点领域布置核心业务

系统。数据显示，麒麟软件软

硬件适配总量已超过 520 万

次，麒麟软件应用商店累计

下载总次数超过 7500 万人

次、日下载量超10万人次。

原生鸿蒙操作系统发布

实现移动操作系统完全自主可控

10月，我国首个国产移动操作

系统——华为原生鸿蒙操作系

统（HarmonyOS NEXT）正 式

发布。这是继苹果 iOS 和安

卓系统后，全球第三大移动

操作系统。

原生鸿蒙操作系统从

内核到数据库、编程语言，

再到开发环境，全链条全

过程均系自主研发，是我

国首个实现全栈自研的移

动操作系统，实现移动操

作系统的完全自主可控。

鸿蒙也是行业首个打通多设备、多场景，支持多

样交互、自由流转的泛终端操作系统，可实现手

机、穿戴、汽车、全屋智能等多设备场景互联。

自主可控的操作系统，加之配套的鸿蒙内

核、编程语言、开发环境，以及基于该系统开发的

各类应用，可帮助用户获得更高的安全性和长期

可用性。过去一年，华为联合国内上万家生态伙

伴、数十万人投入鸿蒙原生应用开发，加快国产

软件、物联网、人工智能、政务和民生应用产业发

展，助力构建国产全面创新的信息技术产业链。

目前，以开源鸿蒙为底座的生态设备突破

10 亿台，持续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随着华

为 Mate 70 系列、Mate X6 系列手机陆续上市，

鸿蒙生态设备数量持续增加。11 月 26 日，华为

在 Mate 品牌盛典期间宣布，2025 年所有新发布

的华为手机和平板产品都将搭载原生鸿蒙操作

系统。

原生鸿蒙操作系统的上市和鸿蒙生态的持

续完善，是华为及其合作伙伴在操作系统技术和

软件生态创新领域交出的“中国企业答卷”。

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行动计划印发

加快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

11 月，国家数据局印发《可信数据空间发展

行动计划（2024—2028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

划》），旨在促进数据要素合规高效流通使用，加

快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

可信数据空间是基于共识规则，联接多方主

体，实现数据资源共享共用的一种数据流通利用

基础设施，是数据要素价值共创的应用生态，是

支撑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的重要载体。

《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8 年，可信数据空间

运营、技术、生态、标准、安全等体系取得突破，建

成 100个以上可信数据空间，形成一批数据空间

解决方案和最佳实践，基本建成广泛互联、资源

集聚、生态繁荣、价值共创、治理有序的可信数据

空间网络，各领域数据开发开放和流通使用水

平显著提升，初步形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相适应的数据生态体系。

围绕总体目标，《行动计划》部署了

三项重点任务：实施可信数据空间能

力建设行动，通过构建可信管控能

力、提高资源交互能力、强化价值共

创能力，打造可信数据空间的核心

能力体系；开展可信数据空间培育

推广行动，主要是布局企业、行业、

城市、个人、跨境五类可信数据空间建设和应用

推广，探索各类数据空间的场景创新、模式创新、

机制创新；推进可信数据空间筑基行动，围绕制

订关键标准、攻关核心技术、完善基础服务、强化

规范管理、拓展国际合作等方面，全面夯实可信

数据空间发展基础。

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之友小组成立

帮助发展中国家平等受益

12 月初，中国和赞比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共同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之友小

组首次会议，标志着该小组正式成立。这是推

进落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联大决议的后续行

动，充分彰显中国推动人工智能包容普惠发展

的决心。

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指引下，今年 7

月，中国推动联大协商一致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

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140多个国家参加联署。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对各国经

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但

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尚未能真正接触、

使用人工智能并从中受益，全球数字鸿沟仍有扩

大之势。广大联合国会员国普遍期待就人工智

能能力建设加强国际合作，平等发展和利用人工

智能技术，共享人工智能知识成果。

中国推动联大通过的这份决议聚焦人工智

能能力建设主题，围绕加强相关国际合作提出一

系列重要务实举措，旨在帮助各国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从人工智能发展中平等受益，弥合数字鸿

沟，完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加快落实 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该决议获得协商一致通过，表明

广大会员国普遍赞同通过对话合作加强人工智

能全球治理，充分彰显出中国对人工智能发展和

治理的负责任态度和重要引领作用。

这一年，我们持续深化数智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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