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联万物之下，每个人都会与“它”相遇

AI 将生活编织成更美好模样
截至昨天 18时 30分，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云展览，累计参观人数已突破 130 万人次，可见人
们对 AI的浓厚兴趣。

但事实上，“智联万物”之下，每个人都会在不同
场景下与 AI相遇———一辆更容易找到的共享单车，

一张可以代替钱包的真人面孔，一件被精准分发到
社区的投诉单，其中都可能藏着人工智能的密码。

作为 AI发展重要“生命线”的应用场景，从黄
浦江畔发轫，遍布全市，也走向全国。AI早已不再陌
生，因为你我的生活就是 AI的试验场，并被它们编
织成更美好的模样。

“美团超脑”秒级规划外卖订单
“美团超脑”系统，调度着全国 70万名骑手，每

日配送超过 3000万个订单。高峰期，系统每小时执
行约 29亿次路径规划算法， 默默保障着所有订单
安全、快速地送达顾客。这个系统，是全球最大的即
时配送系统之一，而上海作为外卖订单密度最高的
城市之一，无疑是技术的“终极考场”。

休息日上午的上海八佰伴商圈，美团平台上产
生了 80个新订单，商圈周围有 300 名骑手。其中，

仅仅一名接到 5个订单的骑手，他要规划这 5个订
单共计 10个点的取送路径， 就有 11.34万种可能。

那么，究竟由谁送、选择哪条路线，如何保证平均 30

分钟送达，面对这些烧脑问题，“美团超脑”系统在
数秒内就给出了答案。

据悉，“美团超脑”系统自 2015年上线以来，已
历经 5代，最新的 5.0版本，实现了从商圈级调度到
城市级调度的升级，用户下一个订单，系统会综合
考虑商圈、商户、用户等维度的 100多个变量，告知
用户大概的送达时间。

其中最大的难点在于， 如何在极短时间内，将
大量涌现的新订单和周围骑手进行实时匹配？要实
现效率和成本的最佳平衡， 意味着庞大的计算量、

极高的运算速度和复杂的算法模型。

哈啰单车接入北斗定位系统
共享单车在解决最后一公里出行痛点的同时，

也带来了无序停放的城市治理难题。最近，哈啰出
行旗下共享单车全面接入北斗高精度导航定位，这
是北斗定位服务首次大规模应用于共享出行领域，

将助力共享单车有机融入城市公共交通生态，用技
术手段优化车辆在市政道路上的停放秩序。

哈啰在今年 3 月底发布的新款共享单车 “云
行”和新款共享助力车“云起”，均接入了北斗定位
服务。此后，哈啰又对路面所有存量共享单车进行
远程固件升级，目前已全线适配北斗。

路面上的哈啰共享单车，车身智能锁里装有支
持北斗的定位芯片。芯片对外发送定位信息，企业
在后台通过采集卫星波段，了解每一辆车的实时位
置和行动轨迹，形成大数据，并对路面运维团队发送
智能化车辆调度指令。由此，后台能提前预估用户骑
行需求， 前瞻性地指挥路面团队填补特定区域车辆
需求缺口， 同时对故障车辆进行精准人为干预。此
外，还将车辆定位信息与路面上不计其数的电子围
栏进行“亚米级”匹配映射，引导用户规范停放。

通过北斗高精度定位，可以帮助用户更便捷地
找车，用户骑行行为、停放管理干预也将更加精准，

超区、禁停区停车的误判率将会降低，大幅提升用
户体验；而对于运维人员来说，也可以大大提升找
寻失联车的效率，通过对故障车辆的及时维修，提
升用户用车体验和车辆周转率。

依图科技让贵阳靠“脸”行事
本月起，借助丰富水电资源为北上广互联网科

技产业提供数据存储和处理等服务的 “云上城市”

贵阳，也“C位”出道了———人们可以在贵阳刷脸乘
坐地铁和 BRT公交车。 有人由此实话实说：“贵阳
人民一张脸最管用。”

在贵阳， 地铁 1号线全线 25个站点共 600台
闸机，以及快速公交系统的 30 个站点共 100 个通
道，已经全部配备了人脸识别设备。由于刷脸过程
相当潇洒， 但凡使用过刷脸乘车的乘客纷纷表示，

现在连打开 APP刷二维码都嫌麻烦。还有不少外地
游客好奇体验，在微博上晒图的不在少数。

“脸行贵阳”的背后推手，来自上海的 AI 独角
兽企业依图科技。

依图科技“脸行贵阳”项目负责人江川介绍，一
张能代替钱包的面孔，其实事关市民的身份、手续、

信誉等社会生活各项重要因素，要确保“脸行贵阳”

系统安全、可用、精准，背后需要大量技术和算力储
备。在一个百万乃至千万级人口的城市，要实现地铁
刷脸进出站，需要考虑大量细节，如光线变化、人脸
的时间变化，以及行走速度等。在美国国家标准与技
术研究院举行的全球人脸识别权威测试中， 依图的
算法已连续 3年获得第一名，误报率是万亿分之一，

准确率无限接近 100%。

而且，既然是“脸行贵阳”，刷脸场景自然远不
止地铁和 BRT，还将扩展到景区、社区、商圈、中央

商务区等不同公共场所。未来，人脸成为新的身份证，

人们在多个场景下“抛弃手机、见脸行事”，很快就会
成为常态。

临港“大脑”智能分派数千投诉
在上海临港，有一个“城市大脑”。这个“城市大脑”

由上海浦东临港智慧城市发展中心与阿里云合作，自
2018年 10月起在临港主城区开始运作，帮助 40平方
公里辖区内的 100多位公务员一同管理和服务近 10

万人口、8万多大中小企业的日常生活与生产作业。

在临港城运中心，每月由 12345市民服务热线转
交给临港地区的 4000多件案件，超过 9成由机器智能
派单。 阿里云数字政府事业部业务专家李靓告诉记
者，今年，城运中心被转交的大量案件，涉及“外地回
沪已自行隔离 14天， 为啥小区还不让我出门”“我是
湖北人，但明明没去过湖北，为何也被当成隔离对象”

“小区物业不让装修队、钟点工进来，该怎么解决”等
疑难问题，十分考验它们对于语义的分析和理解。“不
过事实证明，新任务前，人工智能完成得很棒，派单的
准确率依旧保持在 80%以上。”李靓说。

而临港自动巡航的无人机， 过去主要用于自动识
别道路上的垃圾倾倒、海岸线巡逻预警等，疫情期间，

它们不仅被改变了航线， 也新增了任务———巡查是否
有人员集聚和没戴口罩的情况，一旦发现，无人机便会
滞留头顶绕飞、实时喊话，紧急情况下还可直接报警。

目前， 临港主城区管理的主动发现率提高到了
70%、智能派单率超过 90%，案件发现时间从 1 天缩
短到了 1分钟。通过布置传感器、摄像头等，临港构建
起区域的“神经元”网络，运用好这些“神经元”所产生
的数据，城市管理效率会有更大的想象空间，人工智
能赋能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效应也将更为明显。

“双马”云端再相会

“与其担忧，不如担当”

去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马云和马斯克坐在上海世博中
心舞台上，面对面对话。昨天的 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双
马”无法现场见面，但在云端，二人仍是最热焦点。

去年 8月底两人在上海对话时，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还
没有发生，世界经济尚处在缓慢复苏的正常周期中。包括“双
马”在内，人们可以在一个相对平静的环境下，看着人工智能
技术点滴进步。时隔近一年，情况有了巨大变化。

两人先后连线上海现场。马斯克没有像去年一样诙谐开
场，他诚挚地向中国工程师发出邀请，强调特斯拉在中国做
的原创性工程开发， 不是简单地把美国的东西搬到中国，而
是会做很多原创设计和工程工作。

这是埃隆·马斯克第二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疫情
中断了世界经济的节奏，先是中国，再到欧美，人的生产研究
活动停滞，产业链遭遇破坏，全球化交流面临重重困难。原来
就压力巨大的马斯克一路狂奔，2月份， 他的特斯拉临港工
厂，是上海最早一批复工复产的企业；6月份，美国深陷疫情
时，他的“猎鹰 9号”运载火箭把两名宇航员送上太空。

无疑，马斯克的急迫和焦虑更甚去年此时。所以这次连
线，他无心“玩梗”，一心分享技术和计划的最新细节，信息量
巨大的演讲中，充满“技术狂人”的激进感和紧迫感。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成为马斯克展现“技术激进度”的绝
佳平台。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自动驾驶技术，是当前特斯拉
汽车最受瞩目的一张王牌。 自动驾驶分为 L1至 L5五个级
别，业内人士指出，目前商业应用中的特斯拉汽车，实现了
“L2+”级别的自动驾驶；而 L5，意味着在所有条件下，自动驾
驶系统能够完成所有的驾驶任务———等于真正无人驾驶。马
斯克表示，有信心将在今年完成 L5级别的基本功能。

当马斯克放下玩笑，展露激进风格时，今年马云的演讲
中则更多了情怀的味道。

紧跟马斯克之后，马云带来全息演讲。去年“双马”相会
时，两人谈笑风生的友好氛围中，观点就充满了对立。马云认
为人比人工智能聪明，马斯克却说人还不知道人工智能能有
多强大；马云说自己不是火星的粉丝；马斯克则坚定地讲述
他的移民火星梦想； 马云不担心人工智能抢走人的工作，马
斯克却说人工智能很可能会使工作失去意义……

本质上，马云的观点没变，经历疫情之后，他进一步强化
了自己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观念。此时他不但不担心人工智能
抢走就业岗位，反而提出“现在最着急的是怎样才能让机器
尽快取代人类的很多工作，而不是让人冲在最前面”。

所以，马云依然不喜欢火星移民计划。尽管他照旧称马
斯克的探索是“伟大的探索”，但自己仍更关心人类和地球的
问题。他认为疫情灾难倒逼人工智能技术大大提速，但人类
需要有驾驭技术的智慧进步。

第二次“双马”相会，马斯克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具体技术
和现实工作，但处处流露的是“改变世界”“目标火星”的技术
浪漫主义；马云字里行间满是忧心忡忡的人文关怀。

不管思路上有多
少分歧，马云的一句话
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

“今天的我们与其担
忧，不如担当”，相信这
句话，也能触动身处硅
谷的“钢铁侠”。

■本报记者 徐蒙

■本报首席记者 李晔 记者 栾吟之

AI技术通过应用场景，早已改变你我的生活。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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