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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 我国数字经济正迈向以新基建
为战略基石、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产业互
联网为高级阶段的新时代。 作为2021世界
人工智能大会（WAIC）分论坛之一，第八届
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坛昨天在宝山区开
幕。各界专家围绕“AI+制造”、工业数字化
转型等产业互联网发展核心问题展开探讨
分析。

与会专家提出，从数据规模、算力技术
等核心指标来看， 中国已迈入产业互联网
的“黄金发展期”。实践中，以工业机器人为
代表的硬件终端迅速发展。与此同时，操作
系统等软件平台仍有发展空间。 要加速实
现数据、人才等生产要素的充分流通，真正
形成适合产业互联网发展的全生态。

过去十年， 是产业互联网迅速发展攀
升的十年。这方面，上海无疑是“先行者”。

早在2011年， 中国互联网协会原常务
副理事长高新民带领团队经过8个月调研，

提出 “产业互联网、 消费互联网要并重发
展”。这一论断为宝山区挂牌成立全国首个
“中国产业互联网创新实践区”奠定了重要
基础。

如今， 宝山区在产业互联网领域的探
索愈加成熟丰富。 昨天举行的产业互联网
高峰论坛上，“宝山区经济数字化转型十大
示范场景”公布，其中包括宝钢股份、上药
康希诺等多家企业，应用场景涵盖钢铁、医
药等多个领域。

在高新民看来， 产业互联网要持续发
展，关键就在于生态。“要为创新思想提供充
足的土壤、 阳光， 使其从种子长成参天大
树。”他说，该生态体系不仅要适合草根型创
新企业，也要与研究机构、高校、政府等不同
主体相适配。特别要注重发挥中介组织的作
用，包括行业联盟等。“政府部门可担当‘总
设计师’，激发更多市场主体潜力、活力。”

当下， 上海正全面推进城市整体数字
化转型，其基础就在数据。有专家提出“领
域数据空间”这一概念。这像是数据领域的
“社区”。基于共同需求、共同场景，各主体
在政策制度支持、约束下，共同建起共享、

共用的“数据社区”。

“当下的算力大多是分布式的，高校、

研究机构、企业各自掌握，却并未整合，集
中使用。”在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兼京东探
索研究院院长陶大程看来， 数据的价值就
在于流通。他判断，“超级深度学习时代”即
将到来。届时，只有构建起超级模型生态系
统，才能处理多模态数据。当算料、算法、算
力都迈入全新阶段，将催生新的生产需求、应用场景、商业模式。

在产业互联网发展中，机器人始终是热点。它相当于产业互
联网时代的“终端”。

“机器人由机器人制造。”在发那科企业厂区，超3000台智能
机器人进行24小时连续生产，每月生产近1.5万台机器人。据总
经理钱晖介绍，其开发的机器人产品系列多达数百种，可覆盖几
乎所有的制造业应用场景。

虽然体型、功能不一的机器人看来十分“酷炫”。但仅拥有这
些硬设备还远远不够。“这些机器人最终要实现互联互通，就需打
造数字化信息网络，这才是产业互联网的‘终极目标’。”钱晖说。

同样是围绕产业互联网发力， 不少创新企业将目光瞄准了
“小众赛道”。譬如，专注于工业机器人“操作系统”的库柏特。公
司创始人李淼介绍，其主要通过工业软件平台，让更多机械臂变
得更智能、易操作。“降低机器人使用门槛，正是为了让产业更好
发展。”

数字治理“加持”，老城厢烟火气更加温暖人心
12个城市智能体创新场景！上海数字治理“最小管理单元”二期创新成果发布

吃过早餐， 黄浦区五里桥街道春江小
区的物业经理周盛坐在办公室， 准备开始
一天工作。突然，手机收到一则消息：高空
坠物事件告警，请查看处理！周盛连忙打开
“智慧春江”App，看到现场图片，好在只是
一个空塑料瓶掉在楼下草丛，未造成人员、

财物损伤。通过查看事件回放，他定位到对
应业主并上门给予劝阻和警告———一次高
空抛物事件完成处理闭环。

这种科技感十足的处理方式， 得益于
上海城市数字治理“最小管理单元”建设。

昨天，在“让现代治理引领未来”上海数字
治理“最小管理单元”二期成果发布会上，

上海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等单位公布了包
括春江小区数字化改造、田子坊火灾警情早
期发现等在内的12个城市智能体创新场景。

“在今年2月一期南京大楼试点的基础
上，二期把‘最小管理单元’的探索扩大到
景区、商铺、居民、小区等管理主体，聚焦城
市安全领域，相信未来的三期、四期、五期
等将聚焦不同领域，一段时间积累后，这座
城市的治理数字化会越来越务实， 越来越
贴近市民的需求和基层管理的要求。”市政
府办公厅副主任、 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主
任徐惠丽表示，推进城市运行“一网统管”

建设，让现代治理引领未来，不仅是上海推
进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优秀实践， 更是
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方式。

春江小区
40多年老旧小区重焕光彩

通过最新试点， 春江小区这一拥有40

多年历史的老小区， 在数字化治理的 “加
持”下，正重新焕发光彩。据了解，小区由小
高层及大楼组成，共有383户居民，人口约

1000余人，以独居、高龄老人为主。

周盛表示，在此工作的6年来，他目睹
了春江小区从公共设施老旧、 公共空间乱
停乱建的脏乱差小区，变成今天环境优美、

秩序井然的优秀小区。这一切的背后，得益
于小区治理体系的数字化、智能化。

如在针对高空抛物等安全事件上，春
江小区高层安装了高中低全覆盖的智能摄
像头，一旦监测到高空坠物、抛物等，物业
能第一时间现场确认，查看事件回放，并精
确到户。事后处置也不是一刀切，而是对症
下药———如果情况不严重， 物业会采取上
门劝阻与警告、事件上报、协同居委会和居
民协商等处置方式；一旦造成人员伤亡，物
业会一键上报城运， 城运工作站将立即启

动应急响应，多部门联合处置，完成闭环。

而在守护独居老人方面， 春江小区利用
智能水表等数据，与空间地理数据相结合，转
化为有定位功能的三维立体数字模型， 实现
人、房信息精准入户。如果发生预警，系统会上
报给物业、居委会，让其及时确定点位、上门
查看，并同时通知老人家属，及时给与关怀。

区别于一般小区管理模式， 春江小区在
今年数字化改造中，还明确物业、居委会、居
民在小区管理中所承担的职责， 让居民管理
和城运、区应急部门等“联动”起来。五里桥街
道党工委书记沈永兵表示：“我们划分了各主
体在小区管理中所承担的职责， 以最大程度
发挥居民在‘最小管理单元’体系中的作用。”

田子坊
各类安全隐患“无处藏身”

田子坊作为上海著名旅游景点， 保留了
老上海里弄拥挤、喧嚣的生活印迹。然而，景
区内大多是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木质结构房
屋，一旦发生火灾并蔓延，会对历史建筑和市
民游客造成重大威胁。

今年清明节前后， 田子坊一家咖啡店店
主林某便遭遇惊险一幕。当晚10点钟，林某结
束营业回家休息， 却忘记把全部电器切断电

源。凌晨时分，店里未关的电器发生自燃。危
急时刻， 店铺内安装的消防感知设备发挥作
用：田子坊综合管理系统实时收到烟感告警，

第一时间通知消防站值班人员， 消防队员及
时赶往并消灭火情，避免了一起安全事故。

田子坊“躲过一劫”，正是得益于数字治
理“最小管理单元”的试点。针对田子坊房屋
安全、消防安全、大客流安全、防疫安全等管
理的难点和痛点， 在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牵
头下， 田子坊管理办公室推荐景区内的各类
市场主体购买相关感知设备。

如今，田子坊已与145家商户签署数字治
理协议，商户在办理入驻手续时，须签订《田
子坊地区数字治理使用及服务协议》，根据自
己的经营范围配置相应设备，承担管理职责。

田子坊管理办公室主任周健介绍：“田子
坊 ‘最小管理单元’ 体系已初步取得实战成
效，目前接入240多个烟感器、70多个倾角仪、

16个垃圾桶满溢等感知设备，并且通过布设8

个客流眼，实时感知人流，同步配置专用消防
站，消防员24小时值班值守，政府与市场主体
形成了协同工作模式。”

无论是春江小区数字化改造， 还是田子
坊火灾警情早期发现，数字治理“最小管理单
元”建设正悄然改变着老百姓的生活。徐惠丽
表示， 要让数治关怀真正触及到家、 触达到
人，让这座超大城市的烟火气更加温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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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按摩会下棋，人形机器人迈步走进生活
本报记者探营：全球首发、中国首发云集，国内外3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昨携新品率先亮相

人形机器人一步步走来，上下楼梯、开
冰箱、下棋、按摩都不在话下；3600年前的
甲骨文， 现代人大多看不懂， 而人工智能
（AI）却能读懂它；超市、咖啡屋、果汁机都
能用上数字人民币，用小挂件“碰一碰”，一
杯咖啡就买到手了……昨天，国内外300多
家人工智能企业带着各自新品率先亮相，

全球首发、中国首发令人目不暇接。

2021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AIC），今天
在黄浦江畔开幕。一年之间，人工智能的边
界更加宽泛、 场景更加丰富、 技术更加成
熟， 它依然带着令人仰视甚至敬畏的力量
感， 那是上海打造人工智能产业高地的硬
实力；它更带着脚踏实地的烟火气，那是人
工智能技术加速融入日常生活的脚步声。

中国首款可商业化的
大型仿人服务机器人

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中央厅， 第一个上
场的“主角”是一台大型仿人服务机器人：

它身高130厘米，交替迈动双腿稳步走向舞
台，上下斜坡、楼梯都难不倒它，走上舞台
还不忘转过身、抬起手与观众打招呼。记者
探营时 ， 正碰到优必选科技的全新一代

Walker X“全球首发”，这也是中国首款可
商业化的大型仿人服务机器人。

2015年立项，2016年推出原型机，五年
内迭代四次， 如今这款升级版仿人服务机
器人的技能更多了。记者随后在展区看到，

它不仅能够演示快速行走和单腿平衡，还
得闲与观众面对面下一盘中国象棋， 或者

“温柔”地给人按摩。这背后，是仿人服务机
器人在步态规划与控制、柔顺力控、全身运
动规划、视觉定位导航、视觉感知、全链路
语音交互等方面的技术提升。

“仿人服务机器人的特点是双足能走
路、双臂可抓取，这使得它能在人类的空间
里工作生活，获得情感信任。”优必选科技

Walker产品负责人谢铮介绍， 每一个看起
来简单的动作， 背后都有大量的算法和流
程。比如，机器人要完成“开冰箱，倒可乐”

的指令， 首先要通过语音分析明确任务目
标， 通过自己的记忆存储系统得知可乐在
冰箱里面，通过视觉识别知道冰箱位置，然
后结合视觉导航以及行走控制走到冰箱面
前，打开冰箱看到可乐是密封的，还要手眼
协调地打开瓶盖，可谓过五关斩六将。

谢铮表示， 目前的人形机器人发展已
达第二阶段———通过运动轨迹与控制算法
实现行为设计， 下一步将着重进行任务设
计，向感知层迈进，最终实现执行复杂任务
的“全自主”状态。不过，这台人形机器人身
价不菲，未来它将进一步降低成本，如果能
降到中型汽车的价格， 就能实现进入家庭
从事服务的可能。

AI能读懂3600多年前
的甲骨文

走到合合信息的展位， 多块龟甲吸引
了记者的注意， 龟甲上刻着不少看不懂的
文字，一问展台工作人员才知是甲骨文。由
于所处年代过于久远， 甲骨文的信息辨认
和文字检索都是难题， 工作人员说，“来现
场参展的人，谁都读不懂。”

那么，AI能读懂甲骨文吗？记者随便抽

取了一块龟甲，放置在高清扫描仪下方，点击
确认键，通过后台的技术提取，屏幕上就出现
了“翻译”结果：“买它买它，白富美。”令人忍
俊不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甲骨文的复
刻来自学术支持单位安阳殷墟景区， 目前这
一技术尚处于内测阶段， 也是首次在世界人
工智能大会上进行展示。

要“解读”3600多年前的古老文字，其实
并不容易。 目前世界上已出土的甲骨碎片多
达16万余件，但由于年代久远、残缺严重，很
难读出完整的信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通过图像识别技术，可以为甲骨文的自动
识别撮合， 为甲骨文学者的研究提质增效。”

合合信息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甲骨文识别
的难点在于甲骨素材难获取、 拓片清晰度低
等，这些都需要通过技术来解决。

小挂件“碰一碰”，一杯咖
啡买到手

交通银行的展台， 想像中应该是高大上
的金融场景，但在此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这里成了一家堆满零食的便利店， 一旁还有
机器人咖啡吧和鲜榨橙汁机———这是数字人
民币支付的体验区， 你可以用数字人民币钱
包支付， 甚至可以用一个卡通小挂件 “碰一
碰”完成购买。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记
者在手机上安装了数字人民币App， 绑定已
有银行卡后就可以购物了。 记者先到机器人
咖啡吧，用App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买了一
杯机器臂“手”冲的咖啡。

数字人民币不仅可以在“软钱包”App上
使用，也能通过“硬钱包”使用。记者在现场看
到，卡式硬件钱包、可视卡硬件钱包和卡通牛
小挂件都是内置芯片的“硬钱包”，而两者最

大的区别就是“硬钱包”可以离线支付。选好
商品后， 工作人员用卡通牛小挂件贴在POS

机的顶部，轻轻一碰，就完成了支付。“需要提
醒的是，‘硬钱包’ 要先与手机App进行交易
同步才能使用。”工作人员补充道，而“同步”

过程也很简单， 只需将小挂件或实体卡贴在
手机背面即可完成。 金融科技的场景正在走
进日常，普惠大众。

为用户提供一体化“数字底座”

全球首发、中国首发，是本届世界人工智
能大会的一大亮点。星环科技的“数字化转型
魔方底座”同样也是首次亮相。

星环科技售前与解决方案总经理高俊杰
介绍，这个“魔方底座”是基于星环科技全品
类产品打造的一个数据一体化平台，“此前，

一家企业或城市不同业务板块的数据分别储
存在不同系统中， 彼此并不联通， 但在这个
‘魔方底座’上，所有的信息都将整合在一起，

让数字化转型更高效快捷。”

这个平台的强大之处， 不仅在于为用户
提供一体化“底座”，而且像魔方玩具一样，能
够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重组”。高俊杰说，有了
这个“魔方底座”，城市级数据中心就可以将
各委办局的数据进行汇总和打通， 根据不同
场景和需求调取，实现诸如“随申码”“中高考
成绩查询”“精准扶贫”“精准地址库”等功能。

此前， 星环科技的数据服务技术已为徐
汇区行政服务中心采用。 去年初疫情防控期
间，通过对市民的居住地址、户口地址、领取
地址、数量等多点信息的交叉验证，相关方面
建设了口罩领取标准地址库， 让市民可以根
据需求选择相应的口罩预约和领取地点，缓
解口罩采购难的问题。

数字治理“最小管理单元”试点让田子坊焕发新生命。

■ 推进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建设，让现
代治理引领未来，不仅是上海推进超大城市
精细化管理的优秀实践，更是全面提升城市
软实力的重要方式

荨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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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骨 文 识

别技术。

▲商汤生态链展区展示的一款强脑科技智能仿生手。

荩优必选科技全新一代Walker X 机器人。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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