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人为本”的AI应用让市民“触摸”城市数字化
浦东：40多个人工智能应用齐聚打造示范点

接过机器人特别调制的一杯鸡尾酒饮料，

转角就有一台人工智能体测仪可以 3D 解码

体型和健康情况……在浦东新区世博源三区

B1 层，40 多个人工智能（AI）应用齐聚在此，打

造了一个智慧街区的示范点。

202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2021）期

间，浦东新区以会场周边为核心，辐射张江和金

桥区域，用“AI 数字新生活、AI 城市新治理、AI

产业新经济”等一系列人工智能场景，让市民充

分感受 AI技术在城市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

AI 商街带来数字购物新体验

世博源作为沪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购

物中心之一，此次拿出三区的一整层楼面打造

了涵盖生活体验、文化教育、智慧健康、平行世

界、智慧商店、机器人体验等主题的商业数字

生活新场景。 记者在现场发现，咖啡拉花机器

人、调酒机器人、AI 钢琴演绎等强势阵容构成

AI 机器人演绎区，美妆、服装、珠宝、书城 4 家

传统实体店改造为 AI 测肤、AI 试衣、 数字香

氛、智慧书架的应用场景，而公共区域里还有

全息瀑布、光雕投影的展示，让消费者可以一

次充分感受“穿、逛、购、娱”等众多新体验。

在无人新零售体验区，顾客扫一扫二维码

完成注册后，进店挑选好商品，直接走出闸机就

能在手机上自动完成扣款，如此“拿了就走”的

购物体验，依靠的正是一套人工智能系统。来自

张江人工智能岛上的云拿智能科技研发的“AI+

零售”技术，除了可以精准识别不同的商品信息

之外，顾客拿与放的行动也尽在掌握。

“本次世博源智慧商街建设，一方面注重

技术驱动运营、产业融合；另一方面，将技术进

行跨界融合，从而实现创新势能发挥。 ”世博百

联商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晓丽告诉记者，整

条商街以 AI 为核心的产品技术在提升用户体

验的同时，其背后沉淀的“数据”也将赋能人货

场的串联，用科学的方法助力运营提升。

智慧商街的打造将为整个购物中心增添

生动性与融入感，为消费者创造更人性化的购

物体验。

打造全场景AI 治理之城

“两张网”正在让我们的城市更智慧，也更

温暖。

在 AI 赋能城市治理领域， 浦东以张江人

工智能岛为核心，联动世博区域，辐射包含机

器人谷、曙光医院、周家渡街道、三林镇城市运

行管理中心前滩分中心等在内的应用示范带，

全面展示六大类 、30 多个小类应用场景 、100

多个企业集成产品，打造全场景 AI 治理之城。

周家渡街道首创了既有多层小区电梯加

装微场景，建立加梯全景式信息系统，完成电

梯加装线上业务流程设计，启动加装电梯线上

线下双通道。 基层工作者可以通过线上数据，

对加梯意愿强烈、加梯条件完全具备的楼栋进

行跟踪服务。

此外， 街道还通过辖区人口热力分析，掌

握各片区老年群体的分布和需求情况，合理配

置为老服务资源。街道社区食堂上线的自动结

算功能，大大减少了高峰期排队，还能通过就

餐数据实时掌握老年人的菜品喜好并及时更

新菜单， 通过人脸识别精准定位老年群体，实

现就餐送到“家门口”。

据周家渡社区自治办主任邵颖艳介绍，通

过电梯加装、智慧养老、助餐服务以及物业微

平台这四大智慧场景的打造，整个社区的治理

正在变“被动”为“主动”，不断推动政务服务提

质增能，更好满足辖区居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

的向往和追求。

此外，三林镇围绕“高效处置一件事”的工

作目标，聚焦管理难点、堵点问题，积极探索一

网统管智能化应用。充分利用城运综合管理平

台 3.0 的迭代升级， 实现区域运行实时监测、

城市运行风险预警和城市治理问题及时处置，

在拆后地块看管、“四级联动”治理闭环、大客

流管理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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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应用

■本报记者 唐玮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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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 月，支付宝针对 65 岁以上用

户推出一条“暖洋洋专线”，这条专线平

均服务时长超过 30 分钟，大约是普通客

服的 5 倍，提问更是千奇百怪。专线客服

吴乾辉有次接到一个电话。 老人问：“我

的 App 为什么总是抖啊抖？ ”客服回答：

“您返回桌面即可。 ”过了几秒钟，老人

说：“好的，我已经坐到桌前了。 ”

数字鸿沟———这是当下我们在信息

化与老龄化交汇背景下面临的 “新考

题”。 昨天， 在 202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2021）“AI 赋能弥合数字鸿沟发

展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消弭数字鸿

沟，数字包容和人文关怀缺一不可。

技术应该把人包容进来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教授、 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主任郑磊

多年前留学攻读博士学位时， 有过一次

特别的助教经历， 目睹过一位盲人教授

工作时的场景：打开电脑后，光标移动到

每一个界面上，电脑都会发出声音，让他

能听见，能打开文件。 打字时，手指敲击

每一个字符，他也能清晰感知。这让郑磊

对于消除数字鸿沟感触颇深： 技术不能

把人屏蔽出去，而是应该包容进来。

郑磊认为， 数字鸿沟可分成几个层

次———得不到、不会用、不想用，老年人

等弱势群体大都困于后两者。他说，这几

天进会场，大约要经过三道关：打开参会

码、人脸识别、打开行程码，如果有位老

人对大会感兴趣， 可能第一关就被技术

拒之门外， 这就带来思考———让人无感

而让技术有感，是否存在可能？

在他看来， 数字鸿沟的另一面是数

字包容，即无论年龄大小、教育水平和收

入高低，都能够便捷地进入数字时代。要

解决数字鸿沟问题，第一，要防止鸿沟在

数字时代更加剧、更固化；第二，要弥合

原来存在的鸿沟；第三，要进一步促进参

与和平等，这是最高级的数字包容。

数字化背后更需人文温度

去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

方案的通知， 互联网公司和全国各城市

纷纷启动“适老化改造”。

支付宝发起的“蓝马甲”志愿行动在

上海已服务近两万人次， 作为项目发起

人，陈立走过很多社区，发现老人面临的

数字鸿沟会出现在各个方面，比如，在讲

座开始前，如何连接 WiFi 就会难倒在场 80%的老人。

陈立说，老人太需要有人能慢下来耐心教他们，如果子女没

有空，社会力量一定要跟上。 大会现场，上海老年大学、支付宝、

浦东图书馆等首批“上海市数字为老培训基地”揭牌。 据悉，“蓝

马甲” 将启动千场助老进社区行动， 帮助年长者解决调用健康

码、扫码乘车、打车问路等高频场景。

吴乾辉则注意到，书店里摆满了如何与孩子沟通的畅销书，

却几乎没有如何与老人好好说话的指南。为此，专线内部制作了

一本册子，制定了不少“规矩”，包括不说“黑话”、一次只做一件

事等，“我们把桌面、设置、搜索等界面翻译成大白话，让老人们

觉得安全，这样的人文关怀是必须要做的”。

不让老人被数字时代遗忘

在大会开幕式上，上海正式推出“数字伙伴计划”，从随行数

字伙伴、智能数字伙伴、互助数字伙伴三个方向努力，不让一个

老年人被遗忘在数字时代之外。

市经济信息化委信息化推进处石宇表示， 上海在适老化改

造上已经行动起来，取得了相关成果。 “一网通办”的“随申办”

App 已专为老年人推出“长者专版”，将老年人常用的随申码、医

疗付费“一件事”、公交码以及地铁码集中展示；今年上海将升级

拓展“为老服务一键通”场景，打造基于“一码一屏一机”的养老

服务新模式，提供“一键挂号、一键打车、一键咨询”等操作简易、

直达需求的服务。

市经济信息化委副主任张英表示，无论是“适老化改造”还

是“数字伙伴计划”，都是上海面向数字智能时代建设人民城市

的重要承诺，也是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展现国际数字之都魅力

的重要内涵。

■本报首席记者 徐晶卉

给大气层做CT，农业不再“靠天吃饭”
当代年轻人如何看待农业？ 2021 世

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2021） “当代青

年对话智能农业新未来论坛” 上， 来自

全国各大高校的学生们纷纷表达了自己

的看法： “秧苗高度与水肥数据的交叉

计算” “为每棵果树建数据库” ……人

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让现代农业取得跨

越式发展， 而在农业专家、 信息工程师

眼中， AI 赋能现代农业， 农业人才也赋

能 AI 发展。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 如何用越来

越少的耕地资源、 水资源、 越来越贵的

劳动力， 产出更多、 质量更好的粮食。”

兰桂骐农业科技专家委员会主任、 上海

海洋大学原校长潘迎捷说， “工业革命

为传统农业引入了规模化和机械化的生

产方式， 而现在， 要想提高耕地的效率，

我们需要借助 AI 等新一代技术， 实现农

业的信息化、 智能化转型。”

气候与农作物的生长息息相关， 在

没有科学预测的时候， 农民只能 “靠天

吃饭”， 全凭祖传的经验决定何时播种、

何时收割 ； 如今 ， 在现代卫星技术的

加持下 ， 农作物的最佳耕种时间可以

被精准预测出来 。 上海卫星工程研究

所副总工程师顾亦磊介绍了 “风云三

号 ” 卫星 ， 它是国内首个实现了从紫

外线 、 可见光 、 红外线到微波探测的

多荷载 、 全天候 、 多光谱 、 三维 、 定

量的综合对地探测卫星。 “它可以对不

同高度的大气层同时进行扫描， 测量出

每一层的温度和湿度 ， 就像给人体做

CT 一样， 分层扫描。” 他说， 把各层的

数据发给气象台， 气象台可据此作出更

精准的长期气候预测， 指导农民选择最

合适时机播种。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代表说 ：

“农业在我眼中已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工作 ， 随着与各种新兴行业的融合 ，

它将不断创新， 我们年轻人也对农业越

来越有信心。” 另一位来自宁夏大学的学

生说， 现代农业的跨越式增长离不开人

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二者的融合将是未

来的发展方向。

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

高新产业和科技创新处副处长孙筱和说，

AI 拥有赋能现代农业的巨大力量， 而技

术需要人进行规范， 为它赋予人性和智

慧， “AI 赋能现代农业 ， 但 AI 也需要

农业人才来赋能”。

潘迎捷说 ， 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 ，

中国目前的农业现代化水平仍有较大差

距， 要提升农业的智能化水平还有很长

一段路要走， “要靠一大批致力于智能

农业的年轻人才有可能实现”。 他还提醒

学生： “越是美好的事业， 道路也越曲

折和艰难， 要做好长期奋斗、 锲而不舍

的充分准备。” 首先， 要扎实掌握各门学

科知识并融会贯通， 不仅要掌握农业专

业知识 ， 还要不断学习 AI 等新一代技

术； 其次， 农业是门应用学科， 要在实

践中探索创新 ， “要把论文写在农田

上”； 此外， 农业还是个系统工程， 需要

人与人之间， 人与器械、 设备之间的相

互配合与协作， 合作精神与协作能力是

农业专业学生必备的个人素质。

能看会算，自动驾驶汽车有个“聪明脑”
2021 世 界 人 工 智 能 大 会

（WAIC2021） 上， 乘用车、 集卡、 公交、

清扫车、 接驳小巴、 无人配送车等多种

自动驾驶车型纷纷亮相； 会场内， 脑科

学研究、 汽车制造商、 物联网企业、 通

信技术领域、 人工智能 （AI） 领域的大

咖们也在进行火花四射的思想交锋， 共

同探讨如何让智能驾驶的 “大脑” 变得

更聪明， 以及智能驾驶该如何落地应用

到更多的现实场景之中。

“自动驾驶汽车是指主要依靠人工

智能、 视觉计算、 雷达、 全球定位及车

路协同等技术 ， 使汽车具备环境感知 、

路径规划和自主控制的能力， 从而可让

计算机自动操作的机动车辆。” 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秘书长付炳锋说， 自动驾驶车

辆最大的特点就是以 AI 技术为主导， 它

的驾驶过程就是其控制系统， 也就是它

的 “大脑” 在不断收集驾驶信息并进行

信息分析和自我学习从而达到自动驾驶

的系统过程。

灵译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首席科

学家钱卓则根据人类大脑的运作方式，为

智能驾驶开发了一个“聪明大脑”。 “我们

只需要有一双眼睛和一个充满智慧的大

脑， 就可以在走路、开车时很轻松地看清

各种复杂的路况， 并能分辨出什么是障

碍物， 然后进行正确的规划和驾驶。” 他

说， 这是由于人的视网膜到大脑有三条

神经反应路径， 分别对应突发事件应急

反应、 识别目标对象、 判断目标对象的

运动轨迹。 基于此， 灵译开发了纯视觉

类脑自动驾驶的技术解决方案， 把摄像

头作为输入传感器， 通过对视频进行类

脑处理来进行智慧感知， 并在这个基础

上进行理解、 规划和决策。 他说， 搭载

了这个 “聪明大脑” 的智能汽车， 就可

以识别路面上的小障碍物、 突然出现的

行人、 不规则形状的物体、 前方道路交

通事故等情况， 并及时调整路线。

据上汽集团副总工程师郝景贤介绍，

现阶段，高等级自动驾驶研发投入及商业

化应用主要聚焦在智慧园区 /示范园区 、

港口、码头、停车场、高速路等限定区域应

用场景，以及商用车物流、自动泊车等细

分领域。 “例如，在东海大桥，我们通过自

动驾驶卡车，能将车间距缩短到 16 米，大

大提高了东海大桥的通行能力。 ”

在中国移动上海产业研究院副总经

理黄刚看来，单个的自动驾驶汽车是“单

兵作战”， 而要实现场景化应用， 则需要

“多兵协作”，需要强大的数字化路网进行

支撑。 他说，这不仅需要自动驾驶汽车不

断完善迭代，还要实现整个路网的数字化

转型。

“以通信技术为例，5G 技术的应用让

我们把智能汽车的远程控制延时时间缩

短了，从原来的 400 毫秒降低到 150 毫秒

以下。 ”黄刚举例说，此外，北斗导航技术

能为智能汽车提供更精准的驾驶地图，毫

米波雷达和边缘计算让我们可以把实时

的定位信息快速传递给汽车“大脑”。需要

注意的是，目前自动驾驶场景化应用更多

的制约因素已不再来自于自动驾驶汽车，

而是来自路网，“我们需要更多强化基础

设施建设的数字化。 ”

■本报见习记者 张天弛

■本报见习记者 张天弛

▲优刻得展台展出了多项

前沿技术和未来科技。

本报记者 袁婧摄
荨参观者体验一款智能座

舱的仿真自动驾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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