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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湫莎

人工智能发展需要冒险精神
■嘉宾： 毛军发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 上海市人工智能战略咨询专家委员会成员） ■采访： 姜澎 （本报记者）

盘点人工智能 （AI） 产业领域 “独
角兽” 企业， 创始人中有很大比例来自上
海交通大学。 作为上海市人工智能战略咨
询专家委员会成员之一 ， 中国科学院院
士、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毛军发在接受记
者专访时表示： “上海的人工智能发展需
要更多 ‘冒险家’， 不论是在基础研究领
域， 还是在产业发展方面。”

上海拥有人工智能产业发
展独特优势

在毛军发看来， 人工智能至今尚未形
成一个独立的产业， 更多时候是以 “人工
智能+” 的形式辅助其它产业迈向高精
度、 高效率发展。 正在建设人工智能高地
的上海， 有诸多大学、 科研院所， 以及和
人工智能对接的产业， 作为 “+” 后面的
丰富内容， 这些资源凸显着上海发展人工
智能的独特优势。

“生物医疗、 交通、 金融……这些都
是人工智能可以服务的优势产业 ， 也是
上海的人才聚集高地。” 毛军发说， 去年
以来， 上海各大高校整合了各优势学科，

形成了一批人工智能专业和研发平台 ，

这将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充沛的人才和
科研支撑。

以科技部今年发布的创新 2030—

“新一代人工智能” 重大项目为例， 上海
共获得四项 ， 其中上海交通大学独得两
项 。 同时 ， 上海交大还承担了 “智能法
庭” 等五个国家重点研发专项， 教育部人
工智能重点实验室不久前也刚刚落户上海
交大。

“为人工智能产业提供基础研发及人
才支持， 是高校的职责使命所在。” 毛军
发说， 沪上高校近来纷纷出台政策吸引优
秀科学家加盟， 比如上海交大引进了一批
包括卢策吾 （全球 35 位 35 岁以下学术
新星荣誉获得者） 在内的青年科学家。 瞄
准培养人工智能顶尖人才， “吴文俊人工
智能荣誉博士研究生班 ” 新学期开班在
即， 好几位获得海外大学全额资助的学生
放弃出国机会选择入读吴文俊班。

在量变积累基础上， 是时
候实现质的突破了

毛军发认为， 我国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非常丰富， “在应用领域， 我们与发达国
家间的差距并不大， 但基础研究领域的创
新需要更加努力。 而如果没有鼓励创新、

宽容失败的环境， 没有敢于 ‘冒险’ 的科
学家， 则很难在基础研究领域突破”。

目前人工智能的 “能力 ” 主要依靠
算法来实现 ， 但现有算法可挖掘的潜力
已经不多了 ， 且常用的深度学习算法都

是由发达国家提出的。 毛军发坦言， 这些
算法已经到了需要创新和突破的时候了，

目前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焦点大多数
集中在此。

他认为 ， 在人工智能的早期发展阶
段， 主要是应用带动基础研究的发展， 而
今已经过了应用驱动的阶段。

“我国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比较丰富，

且拥有庞大数据， 比如超大城市的数据、

医疗数据等 ； 我们的算力与发达国家也
比较接近 ， 算法亦正在迎头赶上 ； 中国
学者贡献了三分之一的全球人工智能相
关论文……现在似乎到了由追求数量向追
求质量转变， 以实现质的突破的时候了。”

毛军发告诉记者， 目前上海吸引了大量人
工智能人才， 沪上高校聚集了多个相关学
科领域学者， 这些研发力量需要进一步整
合， 鼓励更多具有冒险精神的科学家和创
业者开展协同攻关和多元探索。

敢于做一些别人不愿或不
敢做的事

在 2019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上海
交大教授俞凯即将推出的思必驰人工智能
慢病管理系统已受到众多专家关注。 五年
前， 以俞凯实验室为依托， 上海交大在苏
州设立人工智能研究院， 主攻语音识别等
技术； 去年， 该校又在宁波设立人工智能
宁波研究院。 毛军发说， 随着长三角一体

化进程的推进， 上海人工智能产业将开启
更大发展空间。

目前， 不少上海青年科学家的人工智
能相关成果已在本地及长三角地区转化落
地， 比如上海交大创业企业思必驰如今估
值已超过 10 亿美元。 “在高校和科研机
构还有大量类似成果， 这些来自科学家的
创新成果会激发更多业界创新。” 毛军发
说， 今年上海交大联手闵行区政府、 临港
集团和博康集团， 联合成立上海人工智能
研究院有限公司， 希望能够建成研发与转
化功能型平台， 让更多人工智能相关成果
在上海落地转化。

“其实， 即便是基础研究的发展， 也
必须有产业的支持， 人工智能尤其如此。”

毛军发以与人工智能发展密切相关的芯片
技术为例， 芯片总是在应用过程中不断改
进的， 芯片应用的量越大， 暴露的问题就
越多， 改进就越快， 成本也就越低， 正是
大量的应用推动芯片产业形成一个正向的
循环。 反之， 如果产业不够发达， 与人工
智能密切相关的支柱性技术则很难加以改
进。

“过去我们错过了一些机会， 如今国
家下了很大决心发展人工智能产业， 上海
也以此为己任， 且拥有基础研究和产业的
综合优势， 但最终要实现创新发展， 还需
要政府、 科研机构和产业界， 以更大的勇
气投身创新， 敢于冒险做一些别人不愿做
或不敢做的事情。” 毛军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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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镜魔镜告诉我， 谁是当今世界的

人工智能 （AI） 专家？ 在上海科技创新

资源数据中心 ， 就有一面这样的 “魔

镜” ———全球高层次科技人才平台， 通

过大数据搜索， 平台能精准 “画” 出科

研人员的 “学术肖像 ”， 想要什么样的

专家， 一搜便知。

今年， 该数据库再次升级， 不再仅

限于人工智能专家， 还囊括了人工智能

企业、 仪器、 项目等一系列与人工智能

相关的数据， 即使是一位初入该领域的

“新人”， 凭借这一工具， 很快就能知道

领域内正在发生什么， 以及企业间是怎

样 “交互” 的。

在 2019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 上

海科技创新资源数据中心将对外发布

这款名为 “上海人工智能资源图谱” 的

数据查询工具。

用数据说话，“按图索骥”

荐人才

一场成功的国际会议离不开顶尖的

专家， 在快速迭代、 纵横交叉的人工智

能领域中， 谁才是最适合会议主题的全

球顶尖专家呢？ 想回答这个问题， 不能

“拍脑袋 ”， 也不能仅看专家的知名度 ，

而要用数据说话。

登录上海科技创新资源数据中心的

全球高层次科技人才平台， 通过比对专

家发文数量、 影响因子、 专利数量、 产

业集群分布等维度可以看到， 人工智能

芯片是当前产业的重点方向， 也是中国

正在发力的领域 。 在人才平台的建议

下， 今年被邀请参加大会主题报告并上

台演讲的 30 多位嘉宾中 ， 有四位来自

芯片领域。

事实上 ， 从去年在沪召开的 2018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始， 人才平台就成

为大会发放邀请函的 “导航仪 ”。 该平

台为去年大会开出了一份包含 200 多位

专家的备选专家名单， 除了知名的计算

机视觉专家李飞飞、 机器学习专家吴恩

达， 还有当时并不那么知名的依图科技

创始人朱珑 （师从国际计算机视觉会议主席艾伦·尤尔 ）。

最终， 受邀来沪的大会嘉宾与平台开具的名单吻合率高达

80%。

专家究竟是如何被推选出来的 ？ 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

平台管理中心资源数据部副部长王茜向记者演示了推选

过程 ： 在人才平台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 ， 就能看到各位

专家发表的论文、 注册的专利， 以及其所在科研机构或企

业等相关信息数据， 整个过程几乎就在眨眼之间完成。 据

悉， 该平台共包含 9 个层级、 60 万个词语的科技词库， 基

本实现了科学名词全覆盖。 除了人工智能， 它还能通过关

键词来寻找各领域专家。

为人工智能从业者打造一款 “掌中宝”

如果你是一位刚毕业的人工智能专业大学生， 想在长

三角地区找一家单位入职， 该去哪家企业呢？ 以前， 你也

许要在工商数据平台上查询企业资质、 在专利库中查询公

司专利申请情况……一圈查下来， 可能要花上几天时间。

如今 ， 借助一份全新出炉的 “上海人工智能资源图

谱”， 这些费时费力的查询工作将被一键搞定。

与人才平台类似， 这个资源图谱整合了包括爱思唯尔

文献数据库、 企查查工商信息查询和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

台等在内的多维数据， 通过大数据算法可快速查询到上海

3000 多家泛人工智能企业的信息以及交互情况。

“以前 ， 信息分散在各个平台上 ， 且是非标准化的 ，

利用起来很不方面， 我们对这些数据做了结构化处理， 比

如当你锁定无人驾驶， 就可看到有哪些企业已经进入了该

领域、 分别做了哪些工作、 拥有哪些专利等， 利用这一平

台， 平均能为项目研发节省 30%的资料查询时间。” 上海科

技创新资源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孙虎说。

目 前 ， 该 资 源 图 谱 的 数 据 量 已 达 1PB （相 当 于

1024TB）， 而且还在迅速扩容， 主要成长的数据是资讯类信

息和长三角人工智能企业、 资源、 仪器等数据。 孙虎介绍，

未来这一图谱将先于专利观测到企业的发展动向， 并把对

外提供公共服务的信息资源与用户的使用习惯结合起来 ，

打造一款针对人工智能从业者的 “掌中宝”。

2019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海西岸会场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智能建造：创造全新建筑美学
奉贤区南桥镇 ， 在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 、 百年园林沈家花园二号院改造项目

中， 当地居民被这一幕惊呆了： 机器人挥

舞着手臂， 先抹灰、 后砌砖， 不间断地工

作着……

这是一个城市更新项目。 根据设计方

案， 二号院外立面将是一个用灰色再生砖

砌筑的复杂流线型立面： 每块砖摆放的角

度都不一样， 产生微差与渐变， 带来全新

美学形态。 不过， 人工无法完成如此复杂

的工艺， 借助最新的建筑机器人智能建造

技术， 砖块才能实现精准三维感知、 定位

与反馈。

“伴随着建筑产业升级，集建筑算法设

计与机器人智能建造技术为一体的全新产

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把智能机器人砌

筑技术带到奉贤区南桥镇“现场实战”的，

正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教授袁烽。

近几年， 由袁烽主导完成的多个智能

建造示范项目和作品引领我国建筑业走向

智能化、绿色化、信息化。

机器手臂的 “魔法编织”，

源于算法突破

今年暑假， 同济大学校园突然冒出一

座未来感十足的“网红”桥：桥的立面看上

去像是用“绒线”织出来的，每一根“绒线”

的织法似乎都不一样。

这座桥使用的 “绒线”， 正是袁烽团

队全新研发的碳纤维与玻璃纤维 。 他向

记者展示了一段碳纤维桥的制作现场视

频 ： 细细的碳纤维如绒线一般 ， 随着几

台巨大的机器手臂来回穿梭， 实现“魔法

编织”。

而在内行眼中，这座桥也很不一般：它

运用智能化结构算法自动生形， 先后凭借

“机器人金属 3D 打印技术 ”和 “建筑机器

人编织技术” 进行局部与整体的全面结构

轻量化设计与建造， 是一座具有全新建造

“范式”的步行桥。

这座跨度 12 米的新式桥梁虽只有

450 公斤重， 荷载测试和传统桥梁完全一

样，实验中最多可承载 20 名成年人同时步

行安全通过。 “人工智能技术在建筑领域的

运用，很大程度体现在算法突破上。 ”袁烽认

为，智能建造将成为建筑可持续发展的必由

之路。

机器的建筑杰作， 带来全
新建筑美学

在袁烽团队的工作室， 近年完成的各

种实验建筑模型吸引不少国内外学者前来

参观。

“看似简洁的拱壳，用传统人工方法无

法建造，这些都是人机协同的杰作，人工智

能不仅实现了许多不可能， 也带来了全新

的建筑美学。 ”袁烽说，集智能设计与建造

技术于一体的自由拱，涉及数学、力学、工

程结构及建筑学等多个学科。

值得一提的是，魔幻的自由拱壳，完全

由算法模拟重力进行找形， 以确保其结构

的稳定性。和传统的对称拱形结构相比，它

不但在外形上超出想象， 还表现出极强的

负载能力。袁烽告诉记者，传统建筑最怕承

受超重的均布负荷，只要过了临界点，建筑

就会整体倒塌。 而基于算法设计建造的自

由拱， 从实验来看， 其抗均布荷载能力超

强，体现了全压力拱形结构的超强性能。

人与机器协作， 建筑业将
呈现不一样的未来

智能建造开启的是一个全新领域，跨

学科是其基本特征。最近两年，袁烽一直在

积极推动智能建造领域的国际合作研究。

今年， 在同济大学举办的智能建造工

作营中，来自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英

国伦敦大学学院、 澳大利亚墨尔本理工大

学等知名高校的学者和青年学生， 尝试运

用人工智能算法、智能感知、结构算法找形

等跨学科技术， 共同设计并建造了多个大

尺度人机协作作品。

在袁烽看来， 这是建筑学研究范式转

型的一个信号：人与机器协作，将让建筑业

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事实上，很多人忍不住发问：当机器人

替代工人砌砖，未来是否不再需要建筑工人

了？袁烽的回答是：智能建造时代，建筑工人

不必在工地从事砌筑工作； 更可能的是：工

人盯着屏幕查看各种参数，指挥机器人现场

工作。 “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筑产业升级必

然会产生新的职业，或带动现有职业岗位的

技术升级。 职业培训在当下意义重大，必须

未雨绸缪、加快布局。 ”袁烽说。

■本报记者 樊丽萍

集智能设计与建造技术于一体的自由拱，带来全新的建筑美学。 （同济大学供图）

用人工智能技术搭建的全球高层次人才专家信息平台。

（上海科技创新资源数据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