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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外骄阳似火，场内关于人

工智能未来创新产品的展示让

观众目不暇接。2023 世界人工智

能大会（WAIC）于 7 月 6 日-8 日

在上海举行 ， 包括人工智能

（AI）、智能机器人、数字人等高

端前沿科技及应用备受关注。

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特

斯拉 CEO 马斯克预言，全面自动

驾驶将在今年末到来，未来机器

人的数量将超过人类……随着

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扩围，我们的

生活将会产生哪些颠覆性的变

化？ 会场内思维激荡，嘉宾们碰

撞出哪些思想火花？

“图灵奖”得主姚期智

从大热的物理学转身投入当时冷门的计算机

科学研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生活环境回归祖国

……图灵奖（被誉为“计算机界诺贝尔奖”）得主、中

国科学院院士姚期智做出了许多令人惊讶的选择，

曾有记者问他后悔过吗？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

选择那条路，我才会后悔”。

回国第二年，他在清华大学创立了“姚班”（清

华学堂计算机科学实验班）， 培养了一批世界一流

的拔尖创新人才。

姚期智在 2023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表示，在

ChatGPT 以后，下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让智能机器

人有视觉、听觉等多种感知能力，它能够在各种不

同环境中自主学习各种新技能。 “我们现在对人工

智能的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报记者 王丽颖 实习生 唐菁阳）

“深度学习大佬”杨立昆

图灵奖得主、“深度学习三巨头” 之一、Face鄄

book母公司 Meta 首席人工智能科学家杨立昆

（Yann LeCun）从小在航空工程师父亲的影响下，对

征服太空、计算机技术充满了探索的热情。

进入大学后，他广泛地阅读课程之外的经典科

学著作，兴趣驱动下自主学习，坚持当时不被看好

的“神经网络”研究。

杨立昆在 2023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坦言：“未

来每个人都通过人工智能助手与数字世界互动，人

类所有信息都要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助手，如果技术

被少数公司控制，这不是一件好事 。 ”

在有关人工智能安全性的问题上， 杨立昆认

为，从长远来看，使人工智能平台安全、良善、实用

的唯一方法就是开源。

（本报记者 王丽颖 实习生 徐清扬）

“AI创业教父”汤晓鸥

“AI 创业教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商汤科技

创始人汤晓鸥在 2023 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演讲

中，着重介绍了自己的三位得意门生：王晓刚、何恺

明、林达华。

王晓刚曾在 2015 年带队打败了谷歌团队，取

得了中国学者史上第一个 ImogeNet（一个基于图像

分类和物体识别的国际竞赛）世界冠军。 何恺明首

次把基于原码的自编码思想用于视觉领域的非监

督学习， 开启了计算机视觉领域自监督学习大门，

并被推广到三维、 音频甚至是 AI 领域 。 林达华

2018 年从一个小团队起步， 在没有推广投入的情

况下， 成为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视觉算法开源体

系，目前用户遍及全球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汤晓鸥评价说，这三位学生在深度学习领域中

成功追梦的故事，就足以证明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

的中国年轻学者在大模型研究中作出原创贡献 。

（本报记者 王丽颖 实习生 唐菁阳）

“曹植”大模型推手陈运文

“大模型未来的发展，关键还是要和垂直行业

相结合，去解决每一个行业里面的真正痛点。 如果

只是做一个泛泛的通用大模型，产品的同质化会非

常严重。 ” 达观数据董事长兼 CEO 陈运文在 2023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直言。

从复旦大学计算机系博士毕业后， 陈运文先

后在百度、盛大、腾讯从事研发和管理工作。 最终

放弃稳定工作， 于 2015 年带着 30 余人的团队开

始创业。 当时，他们只租了孵化器里一间 20 多平

方米的办公室， 唯一的会议室还要和其他初创公

司共享。

在 7 月 7 日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陈运

文所在的达观数据公司发布自主研发的 “曹植”大

模型，并启动公测。 这是国内首个垂直行业专用的

自主可控的 GPT 大语言模型， 未来可持续赋能金

融、政务、制造等多个垂直领域。

（本报记者 王丽颖 实习生 唐菁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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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璀璨 智创未来
———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15 大精彩看点回放

◎ 本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采访组

“悟空”用意念打游戏

电影《流浪地球 2》中，刘德华饰演的科

学家图恒宇在女儿因车祸弥留之际， 把她

的意识保存在数字生命卡里， 还能通过类

脑芯片驱动人工神经网络进行深度学习，

不断成长。 这样的数字生命概念看似离我

们很远，实际上已逐步变为现实。

在 2023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看

到，脑机接口技术已进入爆发阶段。 脑机接

口公司脑虎科技发布了 7 项科研成果，其

中，2 岁的拉布拉多犬“尼奥”和 7 岁恒河猴

“悟空”分别完成了脑机接口的电极植入手

术，“尼奥”成功实现了运动解码，“悟空”可

以通过意念打乒乓球游戏。

此外， 今年 5 月已完成人脑语言解码

试验。 脑虎科技创始人兼首席科学家陶虎

表示， 脑机接口是在做把病人变回正常人

的过程，这意味着要做更多的临床研究。 而

脑机接口的天花板， 是想把正常人变成超

人。 （本报记者 王丽颖 实习生 唐菁阳）

一个人的篮球“直播”

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商汤科技把

“智慧篮球场”搬进了展台。 拍球声中，打球

者的速度、 进球等多项运动数据被精准记

录下来，同步显示在大屏幕上。

依托于球场架设的摄像头，“智慧篮球

场” 通过视频动作捕捉等技术进行 3D 建

模，系统还会自动捕捉人脸和人体的 29 个

关键点，以及篮球的运动轨迹，从而进行逻

辑计算和分析。

此外，“智慧篮球场” 还能进行无人化

赛事直播，推、拉、摇、移专业运镜技巧样样

精通。 运动结束后，还能在小程序上看到精

彩镜头集锦。

目前“智慧篮球场”已在上海的部分公

园安装投运。 （本报记者 潘洁）

文稿通“替代”记者？

在 2023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蜜度展区

“为你作诗”体验区，一位观众随口说出关

键词“故乡”，AI 很快写出一首现代诗，并打

印为“藏品”。 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款 AI 叫

“文稿通”，其实是为“替代”记者工作而设

计训练的。

“文稿通 AI 真会让记者失业？ ”记者上

前询问。 工作人员解释说，“目前还不能，只

能算得上是记者的好帮手！ 比如，当你写作

没有灵感时，通过专门训练的文稿通 AI 可

以帮你生成很多素材。 ”

这款产品如何订购？ “文稿通 AI 研发

时间仅需半年，合作前都会进行预训练。 比

如，报社采购要做财经新闻，在帮你们安装

之前， 我们会针对性地训练其在财经、股

市、投资方面的数据内容。 此外，还要取决

于样本量的大小， 再决定将这个台式电脑

主机大小的‘盒子’进行安装。 ”工作人员

说。 （本报记者 王丽颖）

“大模型”位居 C位

恰逢 ChatGPT 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

（AIGC）热潮，作为举办 6 年来最火爆的一

届盛会，2023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围绕大模

型特设以“聚焦·大模型时代 AIGC 新浪潮”

和“生成式人工智能与 MaaS（模型即服务）”

为主题的两场主题论坛及多场分论坛，并

首次设置“迈向通用人工智能”主题展区。

大模型“当仁不让”成为热门话题。 观

众漫步在展览区，百度“文心一言”、阿里云

“通义千问”、 华为云盘古大模型、 讯飞星

火、商汤日日新等 AI 大模型产品令人目不

暇接。 在加速大模型方面，底层 AI 芯片亦

是本届大会的亮点之一，瀚博半导体、燧原

科技、算丰、海飞科等算力芯片企业在现场

争相“秀肌肉”。 （本报记者 马云飞）

“虚拟分身”成新潮

2023 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多家企

业带着自己的“虚拟分身”技术亮相，备受关

注。

在现场，观众可以与魔珐科技的“超写

实”消费级交互虚拟人聊天互动；腾讯云智

能推出最新小样本数智人， 可以快速生成

与真人类似的定制“数智人”；还有出门问问

推出的“奇妙元”3D 数字人等。

只需上传真人语音与图像，或从数字人

库中选择模版，输入文稿，这些虚拟数字分

身即可化身新闻播报员、电商主播、博物馆

导览员等。 形象外观上，既有超仿真人类，

也有“赛博感”漫画角色，新意十足。 数字人

既可以是普通大众在元宇宙时代的趣味分

身，又赋能电商带货、视频制作、品牌营销

等多领域，引领数字经济新变革。

（本报记者 王丽颖 实习生 徐清扬）

“数字员工”上线

7 月 6 日， 在 2023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上，中国太保旗下太保科技联合数智研究院

发布基于大模型建设应用探索的科技产

品———数字员工。

通过对业务人员的系统性建模，数字员

工能够在思想、行动以及职业能力方面与真

实员工对齐，通过结对工作，充分激活员工

潜能，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

同时，业务人员可以通过“聊天的方式”，向

数字员工进行工作描述和任务下发，在完成

指令解析后，数字员工能够快速识别任务意

图，对任务完成规划和拆分，并根据拆分后

的任务，生成对应执行代码，完成任务处理。

目前，数字员工已在中国太保集团审计

中心进行能力试点，构建了审计检查、公文

质检、咨讯问答等多名审计数字员工，通过

数字员工与真实员工人机编队的工作方

式，将助力提升审计监督效能、提高质量管

理效果、完善审计项目管控。

（本报记者 罗葛妹）

最酷炫的机器人

可以完成行走、上下楼梯、下蹲、拿取物

品等动作，还具备保护自身和周边人安全的

能力；未来还可以做饭、修剪草坪、帮助照看

老人，或是在工厂里替代人类从事枯燥和有

危险的工作……这样的人形机器人，你见过

吗？

7 月 6 日， 记者在 2023 世界人工智能

大会特斯拉展台看到， 一款极具机械感的

“酷炫”机器人成为焦点。 这款擎天柱（Op鄄

timus）人形机器人身高 172cm，体重 56.6kg，

全身拥有 28 个自由度，就如同人体的关节。

手部有 11 个自由度，可以更加灵活地抓握，

且力大无比，可以单手举起一台钢琴。

本届大会上，机器人板块热闹非凡，二

十余款机器人共同亮相，除特斯拉首款人形

机器人“擎天柱”外，还包括达闼搭载大模型

对话能力的双足机器人、上理工小贝机器人

4.0、 网易伏羲具身智能工程机器人、 微创

“图迈”胸腔手术机器人、科大讯飞机器狗

等。

畅想未来，这些高度智能、形态各异、功

能不同的机器人为未来世界提供无限遐想，

但放眼当下，在与机器人相关的展台前与论

坛场内，业内人士亦理智地分析表示，当前

行业仍有诸多关键技术待攻克， 产品的商

业化应用以及企业的盈利模式仍需要不断

探索。 （本报记者 潘洁 蔡淑敏）

问正确的问题比回答问题更重要

在 7 月 7 日召开的 2023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健

康高峰论坛上，上海联影智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联

合创始人周翔向大家提出一个问题：人工智能大模

型将给病人带来怎样的变化？随后，他给出了回答，

即 AI 将对远程医疗、预防性医疗、个性化治疗以及

自我管理四个方面产生影响，并分别从这四个方面

进行了阐释。

就在现场观众纷纷表示赞同时， 周翔却指出，

这样近乎完美的答案其实并不是他想表达的，而是

AI 自动生成的。

他认为， 在 AI 大模型时代，“问正确的问题也

许比正确地回答问题更为重要”。而在医疗领域，要

用好 AI，除了问正确的问题，还要学会用 AI 收集

信息、处理信息，通过信息融合来提供更为有效的

建议和决策。

（本报记者 王丽颖 实习生 唐菁阳）

以智能技术应对绿色新政

2023 年 10 月 1 日 ，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

（CBAM）将启动过渡期，并将于 2026 年正式实施。

欧盟将对进口的水泥、钢铁、铝、化肥和电力这五大

行业的商品征收“碳关税”。

中国企业如何应对绿色新政？西门子（中国）有

限公司副总裁兼首席网络与信息安全官胡建钧在

2023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建议， 推动科学闭环碳

管理。

首先，发挥物联网、边缘计算、区块链等数字化

创新技术，科学高效掌握碳足迹信息，并提升数据可

信度、准确度、透明性。 其次，设定科学碳中和目标，

确定基准年，建模测算能耗及碳排数据基线；基于业

务规则和生产计划，建模预测未来碳排增长曲线。

此外，明确产品碳排放源头，布局绿色产品设

计策略；基于减碳模拟，投入减碳措施，低成本高效

率实现碳汇抵消及减排。 最后，以优先级确定短中

长期减碳技术方案，形成完整的减碳路线图，并适

时调整。 （本报记者 王莹）

人工智能不是泡沫

7 月 7 日， 在 2023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投融资

主题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讲席教授

张亚勤与中金公司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清华大学

管理实践访问教授朱云来就 AI 投资的机会成本进

行了讨论。

“现在的人工智能有点像 1998 年的互联网，机

会很大，刚刚开始，但也有泡沫。 2000 年互联网泡

沫破裂，人工智能也会经历这个阶段。 但互联网本

身不是泡沫，互联网进入生活改变了生活方式。 ”张

亚勤表示，“人工智能也不是泡沫，是机会，但不排

除有些公司在某些阶段会是泡沫。 ”

朱云来认为，人工智能非常有潜力，从投资的

角度来看， 还需要有足够大的系统层面的关注，不

投人工智能肯定没有办法获得相关的回报，但千万

不要觉得投了这一笔就高枕无忧，实际上需要不断

试错和调整。 （本报记者 夏悦超）

大语言模型推动教育变革

7 月 8 日， 在 2023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教育论

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防科技大学教授王怀民

发表主旨演讲时认为，人类教育能力的提升来自于

人类激发和汇聚群体智能的手段与水平的提升。

伴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提升，人类激发

和汇聚群体智能的手段与技术也进一步提高，人类

感受到教育的能力得到了巨大的提高，这也不断地

触发着人类对教育的形态和手段应该如何变革的

思考。

王怀民认为，大语言模型是当前支撑智能教育

的最新技术手段，而智能教育能够为大语言模型提

供高质量人类反馈和学习数据。

他进一步表示，大语言模型是汇聚人类群体智

能的最新技术成果，而不是唯一的技术成果。 我们

仍需关注人机协作持续学习、 成长演化的规律，以

及大模型与人类共同进步的技术体系构建。

（本报记者 夏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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