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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新一
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简称《规
划》）。

《规划》针对性地提出了“三
步走”的阶段性发展任务，明确了
未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战略目
标。业内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规划》的出台让人工智能产
业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对人工
智能的发展是重大利好，而与此
相关的传统行业也将迎来新的转
型潮。但也有专家指出，要警惕
泡沫，关注政策实际落地。

将有更多“玩家”入场
《规划》提出了六方面的重点

任务和一系列保障措施，要求到
2020年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
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人工智能
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500亿元，带
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到
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理论、技术
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带动
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0万亿元。

政策的出台将推进人工智能
产业进一步爆发，也会让更多的
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创业公司加入
角逐战，并且促进培养和吸引人
工智能方面的专业人才。

三角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马宇驰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政策的支
持，是对人工智能产业的重大利

好，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和
规模也必将进入大爆发时代。

《规划》体现了国家对人工智
能发展的重视，极限元智能科技联
合创始人马骥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在国家政策的
推动下，人工智能技术普及的门槛
将进一步降低，各个行业接受人工
智能的积极性将大大提高。

“此外，也能够吸引更多国
际、国内的一流人才投入AI领域
的研究，国家在人才培养方面支
持力度将更多；也会有更多的科
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对接产业应用
开发，类似于极限元和中科院自
动化所成立‘智能交互联合实验
室’一样，产学研将进一步结合，

从而加速技术成果转化及技术的
商业化应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
的发展。”马骥补充道。

据Forrester、投资中国等多家
第三方机构的不完全统计，2016
年我国公开披露的人工智能领域
投资超过200起，累计投资金额超
过200亿元。目前，百度、阿里、腾
讯、联想、华为、京东等巨头纷纷
加速布局人工智能产业。而随着
《规划》的出台，大量创投活动也
会进一步活跃。

正如马骥分析，更多传统的
国有大中型企业参与进来，推动
将更快、更强，行业用户的需求结
合点也更多。

星河集团人工智能事业部合

伙人刘玮玮表示，如果把目前的
人工智能行业看成一个系统，那
么内部的因素就包括人才、算法、
大数据、底层运算资源、商业模
式、场景需求等，外部因素则包括
社会的发展、资本、政策，甚至是
大的信息环境的改变。

SpeakIn（势必可赢科技）相关
负责人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不可否认，人工智能正在给各
个行业带来巨大的改变，在新技
术的加持下，传统行业将迎来一
波汹涌的转型潮。

紧密结合细分领域
《规划》的出台势必会让更多

的资本和企业涌入这个领域，也
会带来更为激烈的竞争。然而概
念的热炒，也会导致行业出现一
些问题。

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
副院长李笛指出，战略规划如果
没有实际落地，而是只停留在政
策层面，那么泡沫只会越来越
大。人工智能最重要的是产生
更多的数据，进而继续衍进，最
终沉淀用户。但目前人工智能
还是处在一个算法过剩、数据匮
乏的阶段。“所以一方面政策要
真正落地，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公
司要务实，谨防泡沫和贴概念。”
李笛建议。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更是
直言，人工智能拒绝被神化，技术
与应用都需要踏踏实实。国家应
该从源头的技术创新、产业生态
标准以及法律人文等方面进行统
筹规划，保持源头的核心技术创
新。把应用做好之后，才能够在
全球代表中国科技力量。

而在刘玮玮看来，人工智能
将在To B领域率先落地，为B端
降低成本、提升效率；C端落地目
测还有 5—10 年。未来，场景需
求、商业模式、数据成为AI重点关
注方向。

《人工智能学家》主编、《互联
网进化论》作者刘锋则分析，人工
智能不是孤立发展的，一定要与
互联网各细分组成部分紧密结
合，比如社交网络、云计算、物联
网等，才能提高效率和产生更大
的价值。

无人零售带来的超前购物体
验以及炫酷的科技感，让其成为
零售业的新趋势。深兰科技、缤
果盒子、阿里、居然之家旗下怡食
家等多家国内企业纷纷布局。

大润发飞牛网CEO袁彬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无人零售是
一个必须扎扎实实深耕的领域，
要深入了解顾客需求，长期地、持
续地去研发，不是靠噱头和故事
骗点投资。不然，哪怕企业现在
在这个领域有一点“声浪”，长期
来看不一定能取得竞争优势。

智能技术应用普及
7月27日，居然之家旗下首个

无人便利店——EATBOX，在世
纪金源购物中心一层居然之家家
具家饰馆正式开张营业。记者通
过现场体验发现，进入EATBOX
购物，流程大致分为三步：进门验
证身份；商品识别；支付。

不过和其他的“盒子”不一样
的是，进店处有两道门，怡食家技
术方面负责人王磊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这是EATBOX的独
创设计，当第一道门关闭，第二道

门才能打开，目的是为了防止他
人尾随，保证用户安全。”出口处
依然是双门设计，通过进行人脸
识别，即可出门。

记者在EATBOX内看到，所
有商品都贴有RFID 标签。而阿
里的“淘咖啡”以及“缤果盒子”，
同样也采用了RFID技术。对于
RFID技术的运用，有声音认为，粘
贴RFID 标签会导致工序繁琐，另
外也会增加运营成本。对此，王
磊认为，每张RFID标签的成本约
为4毛钱，随着技术的升级和店铺
的扩张，EATBOX 会逐步采用
RFID+视觉识别的混合方案。

东吴证券首席证券分析师郝
彪分析称，无人零售店现在主要
有三种路线的技术方案：一是人
工智能流派，主要采用机器视觉、
深度学习算法、传感器融合技术、
卷积神经网络、生物识别等技术；
二是物联网流派，主要采用 RFID
标签技术；三是互联网流派，主要
利用二维码来完成对货物的识
别。同时，他也认为，不同技术方
案也各具特色。

无人零售的前景令人鼓舞，
而黑科技的加持更是让其光芒四
射，不过有零售领域的分析师则
认为，无人零售技术方案仍存在

着许多问题待解决，如识别率仍
需提高、防盗技术仍需改进等。

无人便利店的前置技术——
商品识别等备受关注。缤果盒子
创始人、CEO陈子林认为，和技术
相比，后端运营维护才是无人便
利店更为重要的部分。

而袁彬也对记者表示：现在
不管是RFID技术或是图像识别
等技术,都已经到了即将落地普及
的程度，技术上应该不是一个大
的障碍，而且技术的差距早晚也
追得上。

对此，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
心主任曹磊也认为，无人便利店
从货架展示、进门时的身份识别
认证、支付，到商品和货架管理、
品类管理，都需要靠技术支撑，当
然，运营能力也很重要。

考验后台支撑体系
紧随共享单车之后，无人便

利店成为资本最大的期待。当技
术不再是阻碍无人便利店发展的
核心问题时，后端的运营能力或
决定着无人便利店的生死。谁能
最早实现单店盈利，谁就能将这
一模式复制并快速铺开，谁就能
获得资本的青睐，成为这个行业

的“独角兽”。
那么，目前进军无人便利店

的都有哪些企业？他们又带着什
么样的基因和标签？

作为电商巨头进军无人零售
的代表，淘咖啡携阿里的大数据、
云计算、生物识别、人工智能等高
科技长驱直入。

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曾表
示，阿里并不是希望开咖啡馆、开
超市等，更多的是想把创新做出
来，最终和合作伙伴进行合作，帮
助别人去升级。据淘宝网公关人
士孙翰捷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淘咖啡目前还没有商用计
划。可见，淘咖啡也将延续阿里
的平台思维，做技术或基础设施
的输出。

缤果盒子是资本驱动型代
表，背后的资本大佬纪源资本、启
明创投、源码资本等拿着白花花
的银子猛砸，要一年砸出5000家
的规模。

而EATBOX则有着传统零售
的显性基因，背后的怡食家是居
然之家旗下子公司，主打高端超
市。EATBOX与怡食家超市共用
物流、人力、供应链等资源。

虽然无人便利店的终端降低
了人力，但后台却需要非常强的

支撑体系，尤其是供应链。
有 20 年零售经验的怡食家

CEO安利英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无人便利店的成本可控，主要
提升营收的方法是靠商品的竞争
力及盈利能力，形成完善的供应
链条。在开店规模扩大到一定程
度后，日均1500元的营业额可实
现盈利。

这意味着，无人便利店只有
实现大规模连锁，才能够产生规
模化利润。然而，规模化带来的
多店运营也将考验着无人便利
店。袁彬认为，随着无人便利店
扩张，后台的供应链、商品的快速
补给以及整个现场的标准维护、
异常情况的迅速反馈等都考验着
无人便利店的运营能力。

他同时也表示，拥有快消品
供应链优势，能利用大数据深入
研究顾客需求，以及能及时改进
系统和流程缺陷的这种具备综合
能力的公司，有机会获得更好的
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些布
局无人零售的企业来说，“无人”
也并非其核心，通过大数据掌握
顾客购物习惯，用大数据做精准
营销和智慧运营也是一个很重要
的目的。

无人零售铺张快速 运营能力决定前景
本报记者 王雅静

人工智能拒绝被神话
专家指出要警惕泡沫变大

本报记者 崔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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