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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以惊人的

速度改变着世界，人类社会的每一个

领域都因其而焕发生机。”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郑南

宁认为。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高端制造业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明皓告诉记者，

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态势来看，它极

有可能成为像物理、数学一样的底层

学科技术，将会重造社会发展的物理

空间和虚拟空间。2024 年诺贝尔三

大科学奖项中，物理学、化学两大奖

项均与人工智能研究相关。

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全球科技创

新的“角斗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发布的《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24
年）》显示，大模型领域拉动全球人工

智能投融资金额上扬。2024 年上半

年，全球人工智能投融资金额达 316
亿美元，同比上升 84％。在全球融

资紧缩的背景下，受益于大模型发展

和企业融资带动，人工智能领域融资

占全行业融资比例持续上升，从 2022
年的 4.5％上升至 2024 年上半年的

12.1％。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

投资金额、科研实力仍处于“追赶”阶

段。朱明皓等业内人士建议，加强人

才培养，特别是数学、物理、计算机等

底层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从研究

到投资，人工智能领域都需要有耐

心支持；发挥我国制

造业的应用场景丰富优势，鼓励跨行

业跨领域协同，以制造业为主体构建

人工智能研究体系，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中抢

占先机。

新 华 社 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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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参考报》12月 31日刊发记者吴蔚采写的文章《中国经济深观察｜创新之变：从“互联网+”到“人工

智能+”》。文章称，人工智能在2024年迎来“应用元年”。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提“人工智能+”行动，在政策指

引下，各行业加快探索“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各种创新要素加速在人工智能领域集聚。从“互联网+”到

“人工智能+”，创新之变正在打开经济增长的更大空间。

“2024 年以来，高层数 PCB（印

刷电路板）订单占比越来越高。”嘉

立创集团负责人告诉记者，PCB 素

有电子硬件创新“风向标”之称，全

球大多数电子工程师打样和小批量

试产所需定制电路板都在中国进行

采购。与互联网时代单层板为主的

需求不同，如今高端板的需求越来

越旺盛。

在业内人士看来，自 2015 年开

启的“互联网+”行动旨在推动互联

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

度融合，侧重于解决“信息孤岛”问

题，而 2024年首提开展“人工智能+”

行动，强调的则是人工智能技术的

“生产力赋能”。正如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研究员于海斌在 2024 年中国自动化

大会上所言，互联网是“底座”，在底

座上还要加上“手段”，就是人工智

能。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

既顺应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发展趋势，也标志着我国在科技

创新领域迈出了新的步伐。

“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

重要引擎，不仅代表了科技的前沿

趋势，更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驱

动力。”中国自动化学会副理事长、

青岛科技大学副校长李少远教授表

示，各行业正在探索“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的新模式，加速新质生产力

的形成与发展。

与 2023 年“百模大战”比拼理论

性能不同，2024 年人工智能转向更

加实际的应用探索。中国信通院最

新发布的《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24
年）》认为，当前人工智能应用持续

走深向实，行业大模型已在金融、医

疗、教育、零售、能源等多个行业领

域实现了初步应用，并产生了明显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不仅如此，人工智能应用还在

向更细分的生产环节渗透。百度智

能云智慧工业总经理李超举例说，

一个日处理 5 万吨的污水厂，一年的

药剂成本大概是三四百万元，现在

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精准投药可节约

15％的成本。据他介绍，百度在全

国各地建立人工智能赋能的基地，

并把人工智能技术提供给当地的中

小企业，比如做玩具、电子元器件、

零部件的工厂，在分拣、产品质量检

测环节，效率明显提升。

在技术应用快速“下沉”的同

时，人工智能还在前沿领域不断“向

上”突破。近日，华中科技大学李岩

教授团队利用华为云盘古药物分子

大模型开发出全球首个利什曼病的

预防性抑制剂，药物研发周期缩短

至数月，研发成本降低了 60％以上，

打破了新药研发 10 年 10 亿美元的

“双十定律”。华为、科大讯飞等科

技企业在 AI for Science（科学智能）

领域的探索，正在将人工智能技术

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现已涵盖生物

医药、计算化学、地球科学、电磁学、

流体等科学领域。

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

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

2017 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规划》，提出以提升新一代人

工智能科技创新能力为主攻方向，

此后，《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 2020 年）》

《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

水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

导意见》等一系列顶层设计相继出

台。2024 年，“人工智能+”行动首次

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近日召开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 2025 年要

抓好的九项重点任务，其中之一就

是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

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开展“人

工智能+”行动。

在李少远看来，我国人工智能

技术发展具备三大显著优势：政策

环境持续优化，政府对人工智能技

术的扶持力度不断加码；应用场景

丰富多元，市场需求潜力巨大，为人

工智能技术的实践应用提供了肥沃

土壤；科研实力日益增强，我国在人

工智能技术研发上取得了诸多突破

性进展，科研团队与企业竞争力显

著提升。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

示，我国已建成 1200 余家先进级智

能工厂和 230 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

个性定制、柔性生产、虚拟制造、智慧

服务等新模式新业态加快孕育发

展。与此同时，我国累计发布 469 项
智能制造国家标准、50 项国际标准，

6500 余家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

应商服务范围涵盖全部制造业领域。

更多的创新要素仍在加速聚

集。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6 月，我

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已超 4500 家，

核心产业规模接近 6000 亿元，初步

建成较为全面的人工智能产业体

系。在技术领域，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报告显示，2014 年至 2023 年，中国

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超 3.8万
件，居世界第一。在人才方面，工业

和信息化部负责人在 2024 开放原子

开发者大会上透露，我国软件开发

者数量已经突破 940 万。我国已经

成为全球开源参与者数量排名第

二，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在资金

方面，数据显示，截至 12 月 17 日，我

国年内 AI 领域共发生 644 起投融资

事件，超过 2023 年全年（633 起）；涉

及 金 额 821.29 亿 元 ，而 2023 年 为

636.76亿元。

从“联接”到“赋能”

创新要素加速集聚

创新空间升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