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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我国智能科学技术最
高奖 “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
奖” 颁奖典礼在苏州工业园区举
行， 70个获奖项目， 蕴含着我国
人工智能科技发展的新动向。

人工智能已成为科技竞
争制高点

创立中国的视频编解码技术
标准体系 ， 带领团队走出一条
“技术、 专利、 标准、 产品、 应
用” 全产业链条发展的路子……

此次获得吴文俊人工智能最
高成就奖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
京大学讲席教授高文 “二十年如
一日”， 在图像处理、 模式识别、
多媒体 、 虚拟现实 、 计算机视
觉、 大规模人工智能系统等研究
领域不断创新。

作为鹏城实验室主任， 高文
院士近年来带领团队研制的鹏城
云脑II智能计算机， 不仅多项性

能世界领先， 而且与学术界和产
业界合作 ， 研究开发了智慧城
市、 智能交通、 智慧医疗等大规
模人工智能应用系统。

“人工智能已成为国际科技
竞争的制高点， 我国也将人工智
能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中国
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 清华大
学教授孙富春认为， 2024年政府
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开展 “人工智
能+” 行动， 成为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重大部署。

“过去数十年， 人工智能的
研究发展既有深刻的理论创新，
也有引人注目的技术变革。” 高
文表示， 在新一轮人工智能浪潮
中， 中国已经有了与世界同步发
展的实力。

强化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
指甲盖大小的螺栓帽是否影

响线路安全， 通过智能识别算法

就能直接做出判断、 评级……此
次获得吴文俊人工智能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的南方电网数字电网与
人工智能重大科研团队针对复杂
电力巡检场景中的诸多难题， 联
合浙江大学、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
研究生院、 商汤集团、 广东电网
等单位， 在国内首次建立电力巡
检视觉智能分析技术体系， 实现
了产学研用的全链条融合。

近年来，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 生成式
人工智能、 大模型和通用人工智
能已成为催生新产业、 新业态和
新模式的重点领域。 如何推动人
工智能加快实现产业化， 是学界
和业界共同关心的焦点。

为推动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 着力解决人工智能产业
化等问题，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与
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
中心主办的 “‘场景驱动·数智强

国’ ———2024第二届全国人工智
能应用场景创新挑战赛” 也在大
奖揭晓的现场同时启动。

“以此次赛事为契机， 我们
将进一步强化人工智能技术创新
和产业应用的双向促进， 充分激
发学术界、 产业界的智慧和创造
力。”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秘书
长、 全国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创新
挑战赛组委会秘书长余有成说。

共创人类智能社会美好未来
“我们是踩在许多老师、 朋

友、 整个社会的肩膀上才上升了
一段。 应当怎么样回报老师、 朋
友和整个社会呢？ 我想， 只有让
人踩在我的肩膀上再上去一截。”
这是我国著名数学家吴文俊生前
说过的一段话。 他为拓扑学做出
重大贡献， 开创了数学机械化新
领域， 对国际数学与人工智能研
究影响深远。

“传承吴老的精神， 这项奖
励从提名、 评审、 授予等各个环
节恪守公正性 、 独立性和权威
性。” 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
奖励委员会秘书长、 浙江大学教
授庄越挺说， 本次揭晓的获奖项
目覆盖广泛， 从德高望重的领军
人物， 到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
从传世积累的科学创建， 到赋能
产业的技术创新， 得到学术界和
产业界广泛认可。

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 专职
副主席束为表示， 作为全国学会
奖励工作的代表， “吴文俊人工
智能科学技术奖 ” 立足学术本
色， 引领技术前沿， 设置丰富、
多元、 批次化的奖项体系。 期待
广大科技工作者传承科学家精
神， 接过创新的接力棒， 促进我
国人工智能技术稳健发展， 共创
人类智能社会美好未来。

据新华社

接过创新接力棒

峰会现场， 创科界翘楚和商
界领袖就新质生产力、 智能工业
化与供应链、 新能源和智慧金融
等热门议题分享真知灼见。

而讲堂外的互动体验区里，
与会者则能够近距离接触智能教
室、 室内智慧农场、 分享充电桩
等创业项目， 亲身体验科技带来
的生产生活方式革新， 一探数字
经济发展的生命力。

在由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主办
的智能工业化与供应链论坛上，
新加坡制造技术研究院高级科学

家及博士生导师谭超林介绍， 高
度智能化、 自动化和数据化的微
型工厂有望助力香港传统行业再
现生机 。 新加坡企业的经验说
明， 相比传统工厂， 微型工厂能
将生产力提升50%以上， 还有占
地面积小和节约成本的特点， 值
得香港中小企业借鉴推行。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
任王崧表示， 近年来内地数字经
济蓬勃发展， “数字产业化” 和
“产业数字化” 加速演进。 而香
港特区政府投入超2000亿港元支

持科创发展， 创新科技生态系统
日益壮大， 在数字经济领域， 两
地合作前景广阔。

面对数字化重大发展机遇，
王崧建议， 发挥香港国际顶尖人
才汇聚的优势，布局人工智能、区
块链、Web3.0、 量子信息和脑机接
口等未来产业。同时，形成一批产
业链条完善、辐射带动力强、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将
大湾区打造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
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
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 据新华社

暮春时节， 各地农民抢抓农时开展农事活动， 田间地头呈现出一
幅幅美丽的春日农忙图。 图为农技人员操作植保无人机在山东省枣庄
市齐村镇建国村田间为小麦喷施叶面肥。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中国海油近日宣
布， 我国首口自主设计实施的超
深大位移井———恩平21-4油田
A1H井在珠江口盆地海域顺利投
产， 测试日产原油超700吨。 该
井钻井深度9508米 ， 水平位移
8689米 ， 成为我国海上第一深
井， 同时创下我国钻井水平长度
纪录， 标志着我国成功攻克万米
级大位移井的技术瓶颈， 海上超
远超深钻井技术跨入世界前列。

该超深井开发的恩平21-4
油田位于深圳西南方约200公里
的海域， 平均水深约86米， 属于
小型砂岩边际油田。 如果采用传
统模式开采， 需新建海上生产平
台或水下井口等设施， 投入大且
工期长。 中国海油利用8公里外
的恩平20-5无人平台 ， 实施超
深大位移井， 可以高效开发边际
油田的油气资源。

中国海油深圳分公司总工程
师郭永宾说 ， 依托现有平台设
施， 利用大位移井技术， 在地下

实现数公里外油藏的精确制导，
突破了海洋边际油田难以开发的
壁垒， 成功推动恩平21-4油田的
开发。

中国海油深圳分公司深水工
程技术中心总经理张伟国介绍，
中国海油自主研发出环保油基钻
井液、 连续循环系统等， 在施工
过程中通过智能随钻导向、 井下
参数实时采集、 旋转漂浮下套管
等先进技术， 让钻头精准穿越3
个地下断层， 带动669根、 总重
564吨的高强度钢制套管顺利下
入， 建立起稳固的采油通道， 作
业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郭永宾表示， 大位移井是高
效勘探开发海洋、山地等复杂地带
油气资源的重要手段， 此次恩平
21-4油田超深大位移井刷新4项
全国纪录， 形成5类13项技术成
果，使用的材料、装备国产化率达
95%。 依托该模式未来可实现在生
产平台1万米范围内的油气资源
动用，显著提高油气田开发效益。

香港加速开拓数字经济发展潜力

暮春风来暖 田间勤耕耘

我国海上第一深油气井投产

———从 “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 说开去

2024数字经济峰会近日在港举行。 100余位来自海内外的科技、 政商、 学
术领袖与政策制定者通过50多场主题演讲和专题论坛， 共商尖端科技和创新应
用如何重塑现代数字经济， 助力香港在数字经济领域走在前列。

多位参会嘉宾表示，香港对数字经济发展高度重视，与内地合作大有可为。

“在复杂且瞬息万变的数字
经济领域， 各个城市和经济体之
间竞争激烈， 香港必须加快前进
的步伐才能守住领先地位。”香港
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峰
会致辞表示。

特区政府于2022年成立数字
化经济发展委员会， 由陈茂波担
任主席。12日，委员会就香港如何
在数字经济时代进一步发展提出
12条核心建议， 主要围绕五大领

域，即完善香港整体数字政策，加
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本地
和跨境数据流通，加快数字转型，
以及制定可持续的人才战略。

陈茂波表示， 在完善整体数
字政策方面， 特区政府今年的核
心工作是成立数字政策办公室，
负责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数字政
策， 推动数字经济和智慧城市建
设。 而在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方面，香港正在建设首座“超算中

心”，最快能在今年内提供第一阶
段服务， 以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
展 。同时 ，5G网络 、数据中心 、电
子支付和地理位置编码系统等也
被列入特区政府下一步推广和拓
展的重点设施。

“香港特区政府非常重视数
字经济的发展，出台各类举措，展
现了其务实担当和推进数字香港
建设的决心。”中国互联网发展基
金会理事长王秀军在峰会致辞说。

峰会期间， 多位政府官员、
专家和企业高管 “点赞” 香港在
数字经济领域的独特优势， 期待
香港充分发挥其高度国际化和专
业化带来的强项， 在数字经济的
赛道上取得更大突破。

华为全球网络安全与用户隐
私保护办公室主任杨晓宁表示，
香港作为国际化的金融、 贸易和
科创中心， 在法律体系、 金融体
系和贸易制度上可以充分和国际
接轨， 从而在数字技术相关的立

法与监管、 标准认证和安全能力
建设方面能够作出强有力的贡
献。

杨晓宁认为 ， 香港的5G网
络建设应用开发进程走在全球前
列， 数据中心综合运营成本在亚
太地区具备竞争力， 高校和人才
资源丰富， 这些都是香港打造数
智枢纽的有利条件。

陈茂波表示 ， 在 “一国两
制” 下， 中国内地和全球各地的
数据都在香港交汇， 国际数据交

易有潜力成为香港蓬勃发展的新
兴产业。 日前， 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出台了 《促进和规范数据
跨境流动规定》、 特区政府创新
科技及工业局发布了 《香港促进
数据流通及保障数据安全的政策
宣言》， 这为内地与香港数据合
作打下重要的制度基础 。 据了
解， 在未来3到5年内， 特区政府
还将大力支持便利与内地以及世
界各地其他贸易伙伴的数据流动
与合作。

深化合作 积极拥抱数字经济创新

发挥优势 打造数字经济 “多面手”

政策 “大礼包” 加速香港数字经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