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书法机器人现场挥毫泼
墨， 手指简单触碰就能遥控千里
之外的码头集装箱装卸……走进
第七届世界智能大会智能科技展
现场， 仿佛置身未来， 给人无限
遐想， 这可触、 可感的现实似乎
提醒我们： 未来已来！

当前， 人工智能大潮汹涌。
它正在深刻影响和改变全球经
济、 产业、 创新的格局。 人工智
能如今的面貌和未来前景是怎样
的， 让我们到现场一探究竟。

新科技： 应用场景不断
丰富

18日， 第七届世界智能大会
在天津拉开帷幕。 众多政界、 学
界、 企业界人士及公司、 机构齐
聚津门， 呈现一场科技盛宴。

在世界智能大会智能科技展
现场的国网天津电力展台前， 一
台形似螳螂的机器人 “卖力” 上
下攀爬， 吸引不少观众驻足。 这
是该公司即将推出的首台智能组
塔机器人。

在工作人员指令下， 组塔机
器人8只夹爪分工有序攀爬， 到
达指定位置便能 “伸手” 精准对
接铁塔孔位， 熟练上紧螺栓和螺
母。 “电网铁塔的组装是现场施
工风险较大的环节之一， 组塔机
器人集仿生攀爬、 智能感知、 人
机交互等技术于一体， 有了它能
有效降低现场人员施工风险 。”
国网天津电力高级专家马骏说。

在人工智能赋能下， 建筑施
工正从密集劳动中解放出来。 只
需输入要求， 腻子涂敷机器人半
小时就能均匀喷涂完25平方米墙
面， 而手工操作不但费时费力，

均匀度也难与机器人相比。
中建一局华北公司项目负责

人李飞说， 住建部在 《“十四五”
建筑业发展规划》 中强调， 要加
快 建 筑 机 器 人 研 发 和 应 用 ，
辅助和替代 “危、 繁、 脏、 重”
施工作业。 “我们探索将建筑机
器人的效率与产业工人的智慧有
效结合， 助推建筑行业高质量发
展。”

“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到一个
新阶段， 将推动生产力的极大发
展。”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前主
席、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
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说。

在这片蓝海， 我国正在蓄力
发力。 中科院人工智能产学研创
新联盟发布的 《人工智能前沿研
究与产业发展报告2022》 显示 ，
我国人工智能高影响力专利近年
来迎来爆发式增长 ， 2020年至
2022年申请高影响力专利达2265
件。

以近期备受瞩目的生成式人
工智能为例， 百度、 科大讯飞等
公司纷纷加快布局。 “以前人工
智能只能做一件事 ， 由于大数
据、 大算力、 大模型的出现， 机
器有了融会贯通的能力， 应用场
景一下子打开。” 百度首席执行
官李彦宏说。

新业态： 智能科技与实
体经济“双向奔赴”

智能科技展现场， 不同展区
依次排开： 5G+工业互联网、 数
字基础设施、 数字化转型、 智能
制造、 智能芯片……它们不仅是
一项项科技成果， 更是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在本届世界智能大会上， 携
认知智能大模型亮相的科大讯
飞， 是智能语音与人工智能代表
性企业。 短短几年间， 仅科大讯
飞 （天津） 人工智能产业基地，
产值就累计突破171亿元， 引育
企业283家， 促进了当地人工智
能产业生态蓬勃发展。

从全国来看 ， 截至2022年 ，
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5000亿元， 代表性企业超过4200
家， 约占全球16%。 预计到2023
年年底， 中国约有50%的制造业
供应链环节将采用人工智能。

“各行业、 各领域对人工智
能的需求日益增长， 人工智能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新模式不断
涌现，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研
发体系和应用生态， 引领经济社
会从数字化、 网络化向智能化跃
升。”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
钢说。

自2019年以来， 工信部和科
技部分别在全国开展了国家人工
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和国家新一
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
工作， 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 制
度创新、 产业发展、 生态建设等
领域已取得显著成效。

“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的深度融合， 以科技创新来驱动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是推动中国
制造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
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说。

本届世界智能大会共签约亿
元以上重点项目98个， 协议签约
额约815亿元， 涉及新一代信息
技术、 汽车、 生物医药等产业，
从中可窥见科技进步与产业发展
的良性互动。

中国联通公司董事长刘烈宏
认为， 人工智能迈入通用型工程
化的新阶段， 展现了更广泛的应
用前景和巨大的赋能潜力， 带来
了更明显的效率提升和直接的经
济效益。

万钢表示， 新一代人工智能
应以应用市场拓展和产业生态培
育为主攻方向， 依托我国超大规
模市场的优势， 吸引全球的创新
资源和我国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不断打造产业发展的新态势， 成
为新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新课题： 促创新与防风
险并重

无人茶室里， 机械臂端上铁
观音等6种茶水供观众品尝； 外
骨骼机器人既能弥补人的身体功
能缺陷 ， 又能延伸人的运动能
力； 天津港智慧零碳码头模型，
展示出码头从劳动密集型向科技
密集型转变的趋势……展会上的
创新应用场景， 令人向往。

然而， 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也
有待持续完善。 中国科学院院士
管晓宏提醒， 面对人工智能的快
速发展， 个人安全、 社会安全、
国家安全等面临一系列挑战。

多位与会专家表示， 当下火
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处在起步阶
段， 很多问题和不足由于快速且
广泛的应用而被放大， 这不应被
忽视。

明者远见于未萌， 智者避危
于无形。 近年来， 我国逐步强化
对人工智能的规范引导。 国家新
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
2019年发布 《新一代人工智能治
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

能》， 2021年又发布 《新一代人
工智能伦理规范》。

科技部正推动人工智能治
理， 构建包括政策法规、 伦理规
范 、 技术标准等在内的治理体
系， 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
则和伦理规范， 将伦理道德融入
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

放眼未来， 人工智能还有很
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 基础理论
与关键技术领域仍有大片 “无人
区” 有待探索。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说， 教育
部积极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
的深度融合， 培养一大批具有创
新能力和合作精神的人工智能高
端人才， 以支撑智能科技和产业
发展。

对于外界对人工智能会减
少工作机会的担忧， 李彦宏认
为： “人工智能会带来全球经济
的下一个增长奇迹。 每一次科技
革命， 都会让一部分工作消失，
同时创造更多新岗位。”

科技进步足音铿锵动听 。
“我们愿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 、
应用赋能、 伦理治理等方面深化
交流合作， 为世界繁荣发展和人
类文明进步赋予更多新智能， 创
造更多新愿景。” 科技部部长王
志刚说， 下一步， 科技部将紧紧
把握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机
遇， 尊重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发
展的规律， 加大人工智能基础理
论和前沿技术研发布局， 打造一
批人工智能区域高地和基础平
台， 深化企业牵头的产学研用融
合，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
发展。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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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电 国家150项重大
水利工程之一———重庆市藻渡水
库主体工程近日顺利开工， 国家
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中
的滇中引水工程、 贵州省凤山水
库工程等近日也分别取得新进
展。 同时， 今年以来全国共有15
项重大水利工程开工建设。

水利部水利工程建设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 今年以来一批重大
水利工程实现了建设的重要节
点 ： 湖北省碾盘山水利水电枢
纽、 江西花桥水利枢纽、 浙江朱
溪水库下闸蓄水， 涔天河水库扩
建工程灌区通水， 珠江三角洲水
资源配置工程、 福建平潭及闽江
口水资源配置工程输水隧洞全线
贯通， 青海省黄河干流防洪工程
通过竣工验收。

此外， 滇中引水工程大理Ⅱ
段狮子山隧洞第一个主洞区间、
凤山水库工程首端输水隧洞 “3
号洞下游—出口” 段均在近日顺
利贯通。

记者近日在滇中引水工程建
设沿线采访时看到， 这项西南地
区规模最大、 投资最多的水资源
配置工程的建设者们正在全力推
进工程建设。 在位于云南省红河
州个旧市新坡背的滇中引水工程
末端小燕塘隧洞施工现场， 建设
者正在隧洞内进行模板加固及二
衬混凝土养护， 准备浇筑二衬混
凝土。

在滇中引水工程红河段的二
期配套工程哨田隧洞施工现场，
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红
河工程部经理耿家贤告诉记者，
哨田隧洞总长1.67公里， 施工人
员在进行隧洞掘进， 由于地质条
件较差， 现场正在进行超前管棚
施工。

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建设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滇中引水
工程总体进展顺利。 截至5月上
旬， 滇中引水一期工程累计完成
投资593.3亿元 ， 占动态总投资
825.76亿元的71.85%。 水源工程
隧洞掘进、土石方工程接近完工，
下一步转入混凝土浇筑、衬砌、机
电安装； 输水工程累计开挖 （掘
进 ）585.91公里 ， 占施工总里程
755公里的77.6%。 二期配套工程
自去年开工以来， 管道安装和隧
洞掘进稳步推进， 累计完成投资
89.82亿元，占总投资的27.29%。

另据了解， 今年以来， 我国
共有湖北省姚家平水利枢纽、 云
南省桃源水库 、 四川省三坝水
库、 江西省鄱阳湖康山蓄滞洪区
安全建设工程等15项重大水利工
程开工建设， 工程类型涵盖引调
水、 枢纽、 蓄滞洪区和灌区。 建
成后， 这些工程将在优化区域水
资源配置、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 保障粮食安全和推进区域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水利工程新开工15项

硬核新技术 经济新赛道 治理新课题
———第七届世界智能大会观察

5月21日， 国家文物局 、 海
南省人民政府等单位在海南三亚
发布我国深海考古工作近期取得
的重大进展。 2022年10月， 在我
国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度海
域发现两处古代沉船。 沉船水下
永久测绘基点已于2023年5月20
日布放， 并进行初步搜索调查和
影像记录， 开启了中国深海考古
新篇章。 新华社发

� 新华社电 在近日举行的大
湾区科学论坛知识产权分论坛
上，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发
布了 《大湾区创新发展专利指数
报告 （2023年）》。 报告基于专利
数据， 构建专利指数， 揭示出粤
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特征和发
展变化趋势。

报告显示， 粤港澳大湾区专
利申请活跃， 海外发明授权专利
在全国优势突出。 2017年至2022
年， 大湾区的海外发明专利占全
国海外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四分之
一以上。

企业是大湾区技术创新的主
体。 《大湾区创新发展专利指数

报告 （2023年 ）》 显示 ， 2017年
至2022年， 大湾区企业发明专利
申请量占大湾区专利申请量的
73.44%， 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
占 大 湾 区 发 明 专 利 授 权 量 的
78.33%， 企业 《专利合作条约》
（PCT） 申请量占大湾区PCT申
请量的94.43%。

专利数据表明， 大湾区在新
一代信息技术、 新能源汽车和新
材料等多个产业具备技术优势，
产业有效专利数量、 产业有效发
明专利占比等指标表现优秀。 其
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在全国对
应产业专利授权总量中占比约四
分之一。 此外， 大湾区在数字创

意产业、 生物产业和相关服务业
的海外专利优势明显。

结合企业专利指数的产业分
布， 粤港澳大湾区的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创新高度集中在深圳，
数字创意产业创新集中在广州和
香港 。 大湾区企业专利指数前
100名中， 有50家位于深圳 ， 19
家位于广州。 大湾区高校院所专
利指数前30名中， 有15家位于广
州， 8家位于深圳。

大湾区科学论坛由 “一带一
路” 国际科学组织联盟发起， 广
东省人民政府主办， 于5月20日
至23日在广东广州、 深圳、 佛山
等地举办。

《大湾区创新发展专利指数报告》发布

我国南海发现
两处古代沉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