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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5 日，百度 CEO 李彦宏
搭乘百度 Apollo 平台开发的无
人驾驶汽车的消息不断被刷屏，
这让人们再次真切感受到人工
智能产品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
了。

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
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赵刚在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指
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浪潮经历
了5年的发展，目前人工智能早期
研发的瓶颈（算法、计算能力、数
据量）已经突破，其基础软硬件和
产品应用都已经进入高速发展
期。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下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要领域，
2017 年将是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
的加速点。”

重大项目规划将发
布，人工智能进入爆发期

6月29日，科技部部长万钢在
天津世界智能大会上透露，国务
院及科技部、发改委等多个部委
推动制定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规划和重大项目规划即将发布。
这将是中国面向2030年的人工智
能发展规划，意味着人工智能已
经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长期深耕于机器人研发的中
海清华（河南）智能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建强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16
年中国人工智能市场就已经开始
爆发，市场规模已经超过 230 亿
元。”据王建强介绍，国内人工智
能产业快速发展，离不开国家的
高度重视，政策落地持续超预
期。继今年3月将人工智能首次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后，6月21日还
成立了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联
盟，计划未来3年孵化50项人工
智能产品等。随着国家持续加大
AI领域的资金、人才、技术等投
入，人工智能政策红利有望持续
释放，数千亿市场空间静待开
启。在未来，随着语音识别和图
像识别技术的进一步推广，软件
集成平台的市场份额也将进一步
增大。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副
司长李北光介绍，2017年，各地政
府也在密集出台人工智能产业配
套扶持资金政策，努力解决企业
发展的实际问题。从各地产业政
策上看，北京提出的人工智能产
业扶持领域最为全面，覆盖了从
脑科学到智能硬件制造的全产业
链环节；上海作为国家机器人检
测与评定中心总部，提出到2020
年平均每年新增3000台以上机器

人；沈阳作为国家机器人检测与
评定分中心之一，拥有新松机器
人等企业基础，政策上提出设立
200 亿元机器人产业发展基金。
在未来5年，北京和上海等地将在
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实现领先发
展。

“中国脑计划”启动，
人工智能实现局部领先

赵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
出，近年来，美国、英国、欧盟、日
本、韩国都在纷纷布局人工智能
产业。美国侧重研发新型脑神经
科学，欧盟主攻超级计算机技术，
模拟脑功能技术，而日、韩、英等
国也都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
网、网络安全等列入了未来综合
发展计划。

中国在2015年发布《中国制
造 2025》后，也相继发布了重点
布局人工智能产业的有关文件
及规划。如国家发改委发布的
《“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
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18年，
要打造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创
新平台，人工智能产业体系、创
新服务体系、标准化体系基本建
立，基础核心技术有所突破，总
体技术和产业发展与国际同步，
应用及系统技术局部领先。另

据记者了解，作为“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已启动的4个试
点之一，“中国脑计划”正在编制
实施方案，该计划由中国科学院
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领
衔实施，通过研究人脑的基本认
知原理，研发脑疾病的诊治手段
及类脑人工智能。

赵刚认为，人工智能全球竞
赛已经开启。在人工智能领域，
虽然美国有先发优势，但中国在
数据资源、标注成本、市场规模、
应用场景四方面具有优势，在未
来仍有机会超过美国。

长城证券分析师甄峰预计，后
续国家将持续加大中国人工智能
领域资金、人才、技术等投入，人工
智能政策红利有望持续释放。

“我国互联网的网民渗透率
已经超过50%，网民红利已经基
本释放完毕，在‘新常态’下，技术
进步是推动科技产业发展的关键
动力。人工智能是未来10 年最确
定的科技发展趋势。”中信建投分
析师程杲表示。

亟须构建协同创新
机制

“目前，虽然中国人工智能产
业已进入爆发期，但在产业链的
数据支撑环节，依然存在数据流

通法律法规缺失，高价值数据难
以得到有效利用的问题。”中国社
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黄群慧在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黄群慧分析，目前，人工智
能在感知环节，仿人体五感的各
类传感器都有成熟产品，但缺乏
高集成度，统一感知协调的中控
系统，对于各个传感器获得多源
数据无法进行一体化的采集，加
工和分析。“因此，未来在发展新
一代人工智能方面，需要着力解
决的是协同创新机制。”黄群慧
说。

对此，赵刚表示，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规划将主要推动人工智
能能力建设。包括持续夯实我国
人工智能的基础，实施新一代人
工智能核心项目，突破人工智能
基础前沿领域的技术。这其中最
主要的是要加快人工智能人才聚
集及人才储备，布局建设高水平
的人工智能创新基地，构建协同
创新机制及开源开放。

另外，还要强化政策储备，注
重风险防范。对人工智能进行长
期监测，重视其带来的社会伦理、
就业结构、个人隐私、国家安全等
方面的挑战，通过完善政策法规
以确保人工智能走上安全可控的
发展轨道。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国内企业正竞相布局人
工智能，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
势。业内专家指出，人工智能是
未来10 年最确定的科技发展趋
势。不过，国内企业对于人工智
能的探索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
段，人工智能的商业化也势必会
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企业深度布局
AlphaGo所代表的人工智能

已然成为时下最热门的话题，一
些企业在应用方面已经有了深度
的探索。海尔、百度、京东、科大
讯飞等都在深度布局人工智能领
域。在刚刚结束的百度AI开发者
大会上，搭乘无人驾驶汽车的李
彦宏更是出尽风头。

以百度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

纷纷布局人工智能领域。目前，百
度涉足的人工智能领域有语音识
别、自动驾驶、医疗大脑等；与此同
时，阿里巴巴致力于底层搭建，汇
集了一批来自全球的科学家团队、
从事人工智能领域的开发和储
备。2016年6月，阿里推出ET机
器人，将人工智能延伸到阿里自身
以外的业务；腾讯也不甘落后，加
紧布局人工智能产业，2016 年 4
月，腾讯投资碳云智能，基于信息
全程健康医疗大数据，通过数据挖
掘和机器分析技术，提供私人专享
的健康指数分析和预测。

三角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COO马宇
驰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目前
国内外企业在人工智能这方面的
发展可谓百花齐放，其中，做的比
较突出的是百度、阿里、腾讯等。
目前三角兽已成为百度DuerOS金
牌合作方，微软加速器第九期创新
企业，腾讯AI加速器合作企业，新

浪 AI Lab 合作企业，与小米、锤
子、恒生电子等知名企业也有合
作。

星瀚资本创始合伙人杨歌对
记者表示，目前国内人工智能领
域百花齐放，其中，腾讯和阿里是
巨无霸，搜狗主要是做搜索与输
入法。国内企业人工智能涉及的
主要方向包括图像识别、语音识
别、语义识别、数据分析预测等，
这些领域百度和阿里都在做。但
是，想要在中国一线城市全面推
行智能驾驶比较困难，因为很多
因素都是要基于人性的分析而不
是在电脑里不断模拟交通法规。

商业化
将经历漫长过程
北大人工智能专业化孵化器

副总经理周子依接受《中国企业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
的确是国内的技术热点，而且，

人工智能垂直孵化是发展趋
势。所以，人工智能专业化孵化
器是在结合当下技术热点的情
况下，顺应孵化器发展趋势的必
然产物。

“在中国，人工智能的商业化
前景是非常大的。作为一家专注
价值投资、创新理念、产业结合的
专业风险投资机构，我们也一直
关注和观察了国内很多企业的人
工智能项目，包括与量化金融、网
络数据分析相关的项目等。不
过，公司在这方面的投资还是比
较谨慎，因为很多企业的人工智
能创业还不是很成熟，很多还处
于基础算法层面的阶段。公司所
做的工作主要是帮助企业运用人
工智能来解决其自身问题。”杨歌
表示。

业内专家指出，人工智能的
发展阶段分为早期、中期、晚期，
早期是技术研发的竞争，中期则
是商业场景的竞争。谁能更早从

人工智能技术中获得商业利益，
形成经营和研发的良性循环，谁
就能获得中期竞争的“加速度”。

对此，杨歌表示，人工智能发
展最早期是算法的探索、数据的
收集，然后才是底层硬件的逐步
升级、数据的调试、模型算法的调
试，最后的问题才是商业化运用
和商业竞争。而目前还远远没有
到商业竞争的阶段。

马宇驰对记者表示，人工智
能很快就会在各行各业中体现价
值，真正服务于每个人。目前国
内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之一是技术还没达到人们期
待的状态，但是任何一个技术在
发展中都是有应用价值的。人工
智能行业是高门槛行业，技术壁
垒就是人的壁垒，这方面人才国
内十分有限，而且目前国内很多
公司都是打着人工智能的标签，
而在应用层面实现落地的企业却
凤毛麟角。

人工智能产业进入加速发展期
数千亿市场有望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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