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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煜 徐蒙

回望第一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从一开始，

这个没有冠以任何特定地理名称的大会， 就吸
引了全球人工智能及相关领域研究者、实践者
的目光。几年来，上海坚持技术无界，始终面向
世界，使得国内外专业人士不断发现、认可这片
人工智能新高地的独特魅力。

“在学界来看，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成为
人工智能领域家喻户晓的‘旗舰会议’。”澳大
利亚工程院院士、 悉尼大学教授陶大程表示，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对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政策
的制定，前沿理论的分享，应用技术的创新，以
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合作交流和生态圈建
设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据我了解，目前上海已拥有人工智能核
心企业超过 1000家， 泛人工智能的企业超过
3000家， 拥有人工智能企业从业人员约 10万
人，都位居全国前列。”陶大程认为，世界人工
智能大会已经成为上海的一张国际品牌，一场
盛会带动了一个产业。

中科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张旭认为，世界人
工智能领域正从平台技术走向应用技术。

在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 类脑智
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林伟看来，“这
两年来，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像一个舞台，

让上海成为很多人工智能应用交叉融合的
起点。”

“今年的开幕式很有特色，让展会实现了
OMO（平台型）式的 O2O（线上线下相结合），把
全世界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者、企业家，以及
政府都远距离连接起来。” 普华永道中国管理
咨询业务主管合伙人张立钧认为，疫情防控倒
逼下，上海给出了完美的答案。

正如学界观察者所言，首届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办以来，国
际巨头与本土 AI翘楚开始加快
在上海集聚。去年大会上，国家
发改委副主任林念修提炼总结
了上海发展人工智能的五大优

势：科教资源、应用场景、海量数据、产业生态、

基础设施。今年大会上，国内外专家学者进一
步观察到，上海正加快将基础优势转化为全球
人工智能新高地的现实竞争力。

“上海人工智能应用资源的丰富性是全球
大多数城市难以比拟的。”张旭表示，一方面是
因为上海的社会发展比较成熟，与商业、金融的
结合比较密切；另一方面因为上海本身的工业
基础也比较好，除了传统装备制造业，还拥有芯
片制造、生物医药制造等新兴产业的产业链。

“面向未来，除了已有的技术和资源禀赋，

上海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最大动力将来自于
长三角，特别是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将成为一
个战略性地点。” 张旭认为，“如果长三角示范
区内能设立一个适当规模的专业化数据中心，

把多行业、多部门、多模态、多区域、多文化的
数据统筹起来，则将有助于提升人工智能技术
为长三角地区各产业赋能的能力。”

“上海无论在文化、经济、金融、安全以及
工业领域都有产业结构调整、智能赋能和能级
跃升的迫切需求，并已经创建了一批面向人工
智能战略新兴行业的企事业机构。”林伟表示，

上海在很多领域都构建了相对完备的数据采
集、存储体系，正在打造大规模、多模态的数据
分析与数据赋能的智能化平台；上海市政府也
推出了建设人工智能高地的蓝图，全面规划上
海人工智能科技及其产业发展的具体路径。

“去年 10 月，上海率先出台《上海市公共
数据开放暂行办法》，这是全国首部针对公共数
据开放的地方性法规， 我觉得这个法规将促使
上海形成自己的特色与优势。”陶大程说，以往
高校、科研院所若要获得数据，需要斥巨资向企
业购买。 但现在， 上海政府部门开放了公共数
据，就有助于基础研究者从数据出发，去探求更
好的算法、更好的训练学习方法、更好的模型，

然后帮助社会去更好地理解这些公共数据。

人工智能
发展之路还很漫长
“人工智能只是个起点，抗疫一开始，我

们用的全是‘人工’。”昨天的大会上，张文
宏医生出人意料地给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
“泼了冷水”。但随后，他又表达期待：“人工
智能必然会在未来的公共卫生系统中发挥
作用……”

通过这届特殊时期的世界人工智能大
会，上海能否再次站上起点，尽早实现张文
宏和各界人士的期待？

“未来的人工智能，将是从理性到感性，

从有限到无限，从专门到综合。这样的过程
更具有挑战性，所以人工智能发展之路还很
漫长。”同济大学副校长、上海市人工智能战
略咨询专家委员会召集人蒋昌俊表示，当前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与美国、欧洲相比，更加
集中于应用落地，短板还比较明显。比如，在
基础理论和原创算法方面较为薄弱，缺乏突
破性、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在共性技术平台、

智能芯片等方面发展相对落后，导致较为依
赖国外开发的平台、基础器件，这些问题都
不利于我国人工智能生态的布局和产业的
长期发展。

“因此，上海需要肩负起落实国家战略
的使命，进一步提高认知，着眼于未来，加大
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攻关力度， 补齐技术短
板，建立产业生态，抢占产业制高点。”蒋昌
俊说。

张旭对记者表示，要做好人工智能的基
础性研究， 上海必须继续重视人才的培养。

上海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还应进一步努力，在
人才培养方面一定要避免均一化，而要突出
个性化。

“我的观点是，现在中国依然缺乏既了
解算法，又对架构具有深刻理解的复合型人
才。上海引进更多这样的复合型人才，才能
在架构创新和软硬件结合方面做出更出色
的产品。”帝国理工学院教授、英国皇家工程
院院士陆永青说。

上海社科院互联网研究中心主任、研究
员惠志斌表示，第一届大会时，上海发布了国
内首个人工智能倡议， 这是上海在人工智能
产业中软实力的一种表现。“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的发展，上海的人工智能软实力的发展脚
步也要跟上，例如加强人工智能法律、伦理方
面的制度建设，并与国际接轨，为上海成为国
际人工智能产业的中心城市打好基础。”

五大优势
助人工智能发展

“旗舰会议”

学界已家喻户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