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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如何帮助城市“系统升级”

基于大数据，“思考能力”让城市运营效率有了大步提升的可能

当人工智能成为一种通用能力， 它对

于世界的改变正在加速。

我们生活的城市， 长久以来都是一个

物理概念，当人工智能（AI）向上折叠出一

个“虚拟世界”，它将如何帮助大城市“系统

升级”？在昨天开幕的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

会上，这不仅是企业思考的话题，更是城市

治理者、专家学者的所思所想。

在细分领域深耕细作

在每一个不同的专业领域，AI都在帮

助城市思考和改变。

在国家电网展台， 上海智慧城市能源

云平台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它的能力包括

提供园区能效分析报告、 区域能源分析报

告以及客户用能行为分析报告。 工作人员

介绍，这套系统已运用于张江科学城内719

家高压用户的统筹中， 能源热力情况可一

览无余。

基于过去与现在的数据， 异常数据很

快能自动“跳”出。工作人员举例说，他们此

前发现一家软件公司能源使用突然出现异

常：该公司申请了多次扩容，用电设备发生

改变，同时，用电特征也出现明显变化。 基

于这些数据，平台分析认为，企业有可能发

生了产业调整。实地调查证实，这家企业正

在转型。

在一些新的领域，AI的加入也为城市

赋能。 在外卖领域， 如今仅美团点评每天

“上线”的外卖小哥就有六七十万人，预计

未来五年还会有数倍增长。 美团展台围绕

无人配送打造了全场景沉浸式体验， 包括

已在雄安落地运营的小型无人配送车 “小

袋”、在上海等地落地的室内无人配送机器

人“福袋”等均亮相。在美团首席科学家、无

人配送部总经理夏华夏看来， 技术的加入

是对运力的有效补充， 这些无人产品将在

两年内实现规模化落地。

让大城市“全局优化”

传统的城市管理， 由于缺少数字化建

设的基础，很难做到全局优化。 而今天，当

我们把整个城市搬到虚拟空间中，形成“数

字孪生城市”时，这一切都变了———城市的

运营管理可由数据驱动，基于大数据、人工

智能的“思考能力”，运营管理效率有了大

步提升的可能。

在上海， 不少区域已开始进行用人工

智能赋能城市发展的探索。 刚 “出生” 不

久的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首次亮相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现场不仅设置了无人

驾驶展体验区 ， 在 “AI+园区 ” 展台前 ，

一套无人驾驶基地智能化数据平台也相当

受人关注 ， 它与下方的实体模型 “相呼

应 ”， 实现了 “数字孪生 ”。 工作人员介

绍， 它可以实时监控入场车辆的运行情况

和背后数据， 为无人驾驶快速 “上路” 提

供更多维度的数据支持。

另一边，“静安政务大脑”的画面巨大，

“玩”起来才发现，在地图上选择任意一个

小区进行预测， 都能看到这个小区10分钟

步行可达的范围， 而政务大脑就会在这个

范围内推荐是否要建设菜场等基础设施，

以及在哪里建设。

通过建设一个全联接、全场景、全智能

的“数字静安”，与物理世界的政务实现深

度融合，创新和重塑传统的管理模式、业务

模式和运作规则，这是AI对于城市的赋能。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整个建设框架由一个

核心数据中台+N领域的业务中台构成，而

“静安政务大脑” 就是核心的数据中台，它

围绕人口、 法人和土地三大城市基础要素

而建立，目前可提供智能人口预测、智能规

划、智能营商、智能监管和智能区情等五大

基础能力输出， 已为11个政府部门提供23

个应用场景的支持。

完整的“智能系统”

如何让 AI 赋能城市发展， 专家也有

很多思考 。 阿里巴巴研究员吴翰清提出

“世界需要什么样的智能系统 ” 的话题 。

过去一段时间， 这位阿里最年轻的高级技

术专家带领团队在上海、 浙江、 重庆等地

建设了很多关键的基础设施系统。 在他看

来 ， 正在经历的第三次人工智能科技浪

潮， 有点类似于 140 年前发生的第二次科

技革命， 电力深入到各行各业， 改变了城

市样貌。

“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 从信息化

到智能化的这一转型升级正在到来， 到了

爆发的前夜， 这得益于云计算、 大数据、

物联网和网络连接技术这四大技术的日益

成熟。” 吴翰清认为， 一个完整的 “智能

系统”， 应包含 “感知” 与 “行动”， 其中

支撑行动的是决策和调度的技术。 而衡量

这个智能系统是否有价值的标准， 是看其

解放了多少生产力。 他指出， 真正的智能

时代， 最重要的工作是给机器智能系统提

供服务， 而并非给人提供服务， 机器智能

系统的自动协同是通往未来的关键路径。

在平安集团首席科学家肖京看来，城

市运行的每一个板块都有很多可优化的空

间，每一个优化背后都有思考，我们要做的

就是把这些具体问题、 具体场景转换成一

道计算题。比如，在“让市政服务效率提升”

的命题下，把这个场景细分到每个流程，然

后在细分环节里利用 AI 技术， 突破瓶颈，

提升效率，实现“三提两降”，即提效率、提

效果、提客户体验，降风险、降成本。

肖京指出， 人工智能到目前为止还是

被动式的， 因此， 大到城市治理者， 小到

一个企业， 需要思考如何发现问题， 然后

将其纳入到人工智能系统中， 提出解决方

案， 并进行自主提升， 让整体的系统变得

越来越完善， 越来越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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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本次骑行未规范停车，多次违规

将收取调度费。文明停车，从我做起。”在

上海莘庄地铁站北广场附近， 市民何小

姐将一辆骑行完毕的共享单车落锁，不

料车锁立刻弹开， 她的手机也同步收到

一条提醒短信。再看车辆停放的位置，原

来是车轮没有停入规定的停车框内。

人工智能（AI）正在对我们的出行习

惯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给共享单车装上“大脑”

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哈啰

出行搭建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主题展

区， 向公众展示人工智能在助力城市交

通出行管理方面的落地应用。

面对共享单车在城市无序停放的难

题， 哈啰出行推出行业内首个应用级别

的自适应蓝牙电子围栏， 用以引导用户

在规定区域内有序停车， 实现单车停放

智能化管理。 当识别到单车没有停在指

定区域时，智能锁会自动弹开。该技术亚

米级别的测试成功率达到95%以上 ，在

行业内居于领先地位。目前已在上海、南

昌等十余座城市落地应用。

人工智能对于共享单车的改变不仅

于此。 哈啰出行CEO杨磊给记者举了一

个例子，在成都天府新区丽景路段，由于

离上班集中区域较近， 公共交通不太方

便， 附近居住的很多白领都使用共享单

车往返公司。每天上班高峰期，单车骑行

需求数量超过1000辆， 容易出现短时间

内供不应求的状况。

哈啰大脑基于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

云计算等技术， 实时向运维人员输出调

度指令， 包括去附近哪些站点调度闲置

车辆、 调度多少车辆以及最优的调度路

线等，及时满足用户的骑行需求。 同时，

无需人工干预， 哈啰大脑会将不同的运

维任务实时指派给最适合的运维人员执

行。 基于哈啰大脑实现的全链路智能化

决策，大幅提高了运营效率，同时，也为

用户提供更高效、优质的出行体验，提升

整体出行效率。

让汽车赶上AI的脚步

“给妻子发一条微信，说我今晚有饭

局，晚点回家。”上海博泰创始人、董事长

应宜伦向记者演示了 “新宝骏 ” 的擎

AI2.0系统。 博泰的“野心”，是运用人工智能提升车联网系统。

擎AI2.0系统准确识别了语音， 随即打开屏幕上的微信，

找到相应的联系人，输入了这段话。 车主说“确认”后，这条微

信就发出了。

目前，市场上在售的70%的车搭载车联网。 腾讯、阿里巴

巴、百度开始抢占自己的汽车市场，但其开发的车联网系统其

实大同小异，实用性并不强，差异也不大。

对此，应宜伦介绍，擎AI2.0系统还有许多其他功能，比如

不用解锁手机，不用点击APP，不用输入密码，只要“摇一摇”，

就能关闭车辆或者打开车辆，实现了车内、车外、手机、车机四

种场景的叠加。

据介绍，这是国内第一个“随身车联网”系统，也就是将智

能手机与车联网系统打通，用手机取代车机操控车联网，把车

机“瘦身”为一块屏幕。

手机的计算能力是车机的20倍左右，更适合操控车联网，

而且手机的更新速度比车机快得多。“汽车研发周期依旧还是

要3-4年，但手机只要9个月，迭代的新手机让我们看见了全

新的世界，这就是我们要发明随身车联网的初衷。让汽车赶上

人工智能的脚步，从手机下手。 ”应宜伦说。

AI技术提供个性化安全解决方案

昨天， 滴滴出行 CEO 程维在圆桌论坛讨论时表示， 将

加速推动滴滴自动驾驶在上海载人测试， 并邀请普通用户参

与体验。

程维表示， 滴滴从去年开始转向关注责任， 更多思考规

模背后的安全和服务， 实践过程中， 人工智能技术是重要的

驱动力。

目前， 滴滴已将一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出行安全领

域， 比如， 实时识别驾驶过程中的分心驾驶、 疲劳驾驶等行

为， 每天给每一个司机提供个性化的安全报告和安全解决方

案， 今年上半年， 交通事故降低了 15%。

程维表示，下一步将推动自动驾驶技术进入日常生活。相

信自动驾驶，可以指数级降低交通事故。 他还说，未来将更多

投入到自动驾驶中，让普通用户在滴滴打到无人驾驶汽车。

AI延展艺术边界 开启奇幻之旅
国内首次尝试打造人工智能与艺术视听盛宴，科技重塑新的审美

光影交错的镜像世界， 虚实幻化的视

觉奇观……作为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

色活动之一， 一场融合技术创新与舞台创

意的“AI+艺术欣赏体验会”昨晚在黄浦江

畔精彩上演。

这场人工智能（AI）与艺术的视听盛宴

为国内首次尝试打造， 也是上海艺术界积

极拥抱人工智能， 探索将人工智能融入艺

术创作的一次大胆尝试。

艺术与科技碰撞， 带来独
特观影体验

人工智能正将我们带入一个全新的艺

术世界。在昨天的这场艺术“奇幻之旅”中，

无论是虚拟歌手洛天依与真人主持的默契

搭档， 还是人工智能机械臂与现代舞者的

联袂蹁跹，抑或是民歌、昆曲与钢琴、萨克

斯的琴瑟和鸣，都是人机交互、动作捕捉、

虚拟现实、全息影像、三维影像等技术手段

与音乐、舞蹈、戏曲等艺术形式融合后的创

新呈现。

首个作品选自张艺谋执导的全新观念

演出《对话·寓言2047》第二季作品《神鼓·

影》。 在富有节奏感的鼓声中，机械臂模仿

人类的肢体动作， 通过投影与舞者李宇实

时互动。远处传来人声呼麦，古老的声乐形

式与机械工业感的舞台交相呼应， 展现人

工智能时代科技如何为人类奏出美好的和

音。 与此同时，机械臂由简入繁，模仿舞者

动作，舞者逐渐依赖机械臂，当机械臂逐渐

失去控制， 舞者彷徨陷入困局。 作品围绕

“人与科技的关系将何去何从” 这一命题，

在人性本质与科技裂变之间展开对话。

广为传唱的中国经典民歌《茉莉花》由

虚拟歌手洛天依与钢琴演奏家樊大卫、二

胡演奏家赵磊合作演绎。 利用虚拟影像技

术和实时动作捕捉技术， 虚拟歌手与真人

乐器同台演出，无缝连接，营造虚实相融的

观演体验。

《镜·界》从镜中影像获得灵感，以舞蹈

艺术家黄豆豆的独舞及其舞蹈影像作为视

觉元素，透过虚实、有无之间的对峙纠结，

构筑光影交错的镜像世界。 艺术家与他的

全息影像舞蹈投影共同起舞，互为镜喻，最

终跨越疆界，多重影像汇于一处；一束灯光

打在舞台中央， 来自意大利的机器人特奥

坐在钢琴边自弹自唱， 以主角的姿态独自

演绎《完美》。 人工智能让艺术的边界不断

延展，古典钢琴与人工智能的协奏，展示未

来科技将重塑新的审美， 赋予人类不断向

前的力量。

人工智能， 为艺术创作提
供更多灵感

“AI+艺术欣赏体验会 ”艺术总监 、上

海音乐学院数字媒体艺术学院代晓蓉教授

介绍， 本次体验会由七个融合艺术与科技

的作品有机构成， 其中包括为本次体验会

专门创作、原创首发的节目，都体现了科技

与艺术、传统与现代、经典与突破，以及东

西方艺术的交融与碰撞。

从三个月前演出创意提出， 到十余天

前定稿后突击攻关， 代晓蓉团队为此次体

验会倾尽全力， 反复打磨， 力求高品质呈

现。甚至连每个作品之间都以立体影像、航

拍画面、 真人舞蹈等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串

联衔接，并以专门创作的配乐作为间奏，河

流、湖面、湿地等自然元素融入其中，以俯

视大地和宇宙的广阔视角探讨人与自然的

和谐共生， 透露出艺术家在人工智能时代

对自然的深层关注。

长期从事与数字媒体相关的虚拟交互

技术、数字媒体规划等研究工作的代晓蓉，

打造这样一场AI艺术盛宴， 应该是她的擅

长项目，但对于AI与艺术的结合，她也曾有

过困惑和疑虑：“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我

曾担心AI技术的运用会对人类的艺术创作

造成冲击。但深度研究和投入创作之后，我

发现AI技术为艺术创作带来的是更大的空

间、更多的灵感。 ”

黄豆豆在跳完《镜·界》后也首次披露

了这支舞的“前世今生”。 这个节目最早要

追溯到两年多前代晓蓉的一次“四重奏”舞

蹈邀约，但黄豆豆却无暇排练。“当时，代晓

蓉教授让我去摄影棚， 把脑海中四个人的

舞蹈跳一遍，换来了如今的‘点睛之笔’。 ”

黄豆豆回忆说，几个月后，他再次受邀去棚

里， 发现所跳之舞通过全息影像被重新塑

造出来 ，“现在当我站在舞台上跳这支舞

时，就像今天的我在与过去的我展开对话，

技术语言变成了艺术语言。 ”

在代晓蓉看来， 人工智能与艺术的结

合，未来很可能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形式，每

次科技的发展，都会带来新的艺术形式，也

将潜移默化地改变人的审美。此次演出，带

给观众的是艺术与科技碰撞的独特观演体

验， 全新演绎了人类文明、 科技发展的进

程，还生动诠释了“智联世界、无限可能”的

大会主题。代晓蓉教授还透露自己有个“小

愿望”，她期待在不久的将来，上海会有专

门的 “AI+艺术 ”演出场馆 、持续的 “AI+艺

术”演出，让AI更绚丽地绽放。

■本报记者 徐晶卉

国家电网展台展出了5G通信在“高清视频”“视频直播”“云游戏”等领域的作用。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本报记者 张晓鸣

大会无人驾驶技术展览展示区。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左图： 在现场的 AI 全息影像中， 昆曲演员张军及萨克斯

演奏者一同跨界演出。

上图： 艺术欣赏体验会现场机械臂装置投影与现代舞在

民乐伴奏下同台共舞。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本报记者 徐晶卉

ｗww．whb．ｃｎ

２０19 年 8 月 30 日 星期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