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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博臻

云深处科技的

绝影X20消防侦察

四足机器狗正在大

会现场展示避障和

爬楼梯的性能，自

重 50公斤的绝影

X20可实现负载85

公斤稳定行走。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宝钢基地1580热轧厂，加热炉闸门

升起，喷洒出1000℃熊熊烈焰。戴上智

能头盔，千里之外的工程师得以零距离

“走”进生产线，与工人协作优化生产装

配流程。工程师轻轻一点头盔，就能从

数据库中迅速匹配到最佳方案。

昨天举行的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分论坛暨第九届中国产业互联网高峰论

坛上，宝山区十大工业元宇宙应用场景公

布。其中包括远程设备操控、协同研发设

计、设备协同作业等。与会专家认为，接

驳工业元宇宙后，智能工厂未来不仅能实

现数字孪生，也能创造出更多产品应用，

引领颠覆式创新。

相较于以人为中心的“消费元宇

宙”，以机器为主体的“工业元宇宙”尚在

起步阶段，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数字孪

生工厂。得益于数字孪生工厂，宝武碳

业遍布全国的16个基地工厂数据都可

“上云”，实时共享共用。在宝武碳业副

总裁陈敏军看来，新场景的应用，让企业

管理的规模、边界不再受时空限制。即

便是面对有时差的海外工厂，也同样能

实现高效便捷管理。

为企业增效的同时，数字孪生工厂也

能减负，借由数字平台，经验丰富的工程

师无需来回奔波，也能高效协同处理各类

突发情况。所有的解决方法也将一一记

载在数据库中。一旦发现类似情况，就可

迅速搜索匹配方案，找到最优解。

庞大的数字工厂，拥有高实时性、高

互动性、高沉浸感，其关键支撑是超强算

力。一方面，这需要数字基建等硬设施；

另一方面，也需要更好用、管用的工业数

据作为“原料”。

中国互联网协会原副理事长高新民

坦言，目前工业数据的价值还有待开发，

主要原因在于质量不高、流通不畅、融合

应用生疏等。在他看来，当下最要紧的

是统一数据标准和接口，唯有奠定好坚

实的基础，未来才能探索深度应用场景。

事实上，沪上部分高校、企业正进行

相关探索。以上海交通大学牵头探索的

工业数据空间平台为例，其通过统一数

据接口，让数据流动起来、创造价值。

工业元宇宙前景广阔。在上海，不少

区已瞄准这一新赛道谋划顶层设计。以宝

山区为例，昨天发布的《宝山区工业元宇宙

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明确：到2025

年，相关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还将带

动新材料、生物医药、机器人及智能制造、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规模分别突破1500

亿元、200亿元、1000亿元和300亿元。

宝山区发布十大工业元宇宙应用场景

接驳“工业元宇宙”，智能工厂引领颠覆式创新

 一家企业展示了

用于汽车的智能安全检

测系统。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很多时候，决定车速的不是油门而

是刹车，人工智能（AI）治理水平正是决定

人工智能发展快慢的‘刹车系统’。”在

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治理论坛上，业

界专家坦言，人工智能多元化应用带来治

理的不确定性，需要让“敏捷治理”变得更

敏捷，才能应对新技术引发的全新生活方

式、商业模式、组织方式等带来的挑战。

近年来，许多AI新应用超出了人们

的想象，比如能够自我繁衍的机器人、可

自动编码的人工智能等。如何从伦理层

面去规范这些应用，也考验着治理水平。

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人工智能研

究院首席顾问李仁涵认为，对于层出不穷

的AI应用，确定“刹得下来”就可以“上

路”，如果“刹车系统”不好，就免谈速度。

8月30日，《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对外发

布，这是我国人工智能领域首部省级地方

法规。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表示，

《条例（草案）》提出创新分级治理、探索沙

盒监管、建立容错机制等安排，从法规制

度层面规范保障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国家新

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薛澜

表示，我国人工智能的治理模式经历了

“回应式治理”向“集中式治理”的发展阶

段。上海作为人工智能发展走在前端的

城市，其人工智能治理模式已进入下一

阶段——“敏捷治理”，并已将“敏捷治

理”写入政策文件。

“敏捷治理”是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

和平等的基础上，鼓励企业创新，并及时

识别AI应用带来的风险，果断给予适当

规制。薛澜认为，“企业先动起来了，是‘敏

捷治理’一个非常重要的风向标”。据悉，

商汤、美团、阿里等企业内部都已设立了

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会对其新产品的开

发进行伦理审查，而政府推出法律法规时

也会邀请企业进行交流，这些良性的交流

互动让治理朝着更好的方向推进。

高性能GPU企业沐曦创始人、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陈维良认为，拥抱新技

术、展开想象力，是面对未来的正确态

度。博泰车联网副总裁、联合创始人高

颖辉说，元宇宙与汽车结合有很多好玩

的事情可以做，如今技术都已具备。树

图区块链首席技术官伍鸣认为，数字化

世界里的运作非常高效，但它不能太频

繁地和现实世界进行交互，需要将现实

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规则做好映射。

薛澜表示，面对更加复杂的应用场

景，怎样把企业行动转化成行业行动，由

此形成行业共识、制定行业标准，是下一

步推进的关键。为此，企业、政府和学界

三方要加强交流，保持彼此信任，联手应

对复杂的治理需求，从“讨价还价”变成

互动中前行。

专家指出，企业政府学界应联手应对复杂治理需求

如何让AI“敏捷治理”变得更敏捷

一位瘫痪在床的病人想喝放在桌上

的橙汁，这个念头在他脑中一闪而过，就

通过脑机接口传达给了病房里的机器

人，很快机器人就端着橙汁递到他的嘴

边。这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胡金

波在国外一家医院看到的真实场景。

昨天举行的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脑 ·机智能融合，让大脑连接未来”主题

论坛上，胡金波用这个案例引出话题：将

人类智慧与机器智能融为一体的脑机结

合，会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到达新高度，而

经脑机接口进入元宇宙的路径，也将成

为我国科技创新产业新的增长点。

人脑作为宇宙中迄今发现的最复杂

物件，拥有超过860亿个神经元，以及高

达万亿、千万亿级别的神经细胞突触连

接。“要想解开人类大脑的终极秘密，现阶

段要突破的最重要工具就是脑机接口。”

上海脑虎科技创始人、CEO彭雷表示，突

破了这项工具后，就能长期、稳定地读写

人类大脑里大规模神经元的运动。

“脑机结合技术涉及神经生物学、心

理学、物理学、计算科学、信息科学等多种

交叉学科。”胡金波说。在应用上，脑机接

口技术不仅能帮助治疗人类的神经疾病，

也在智能机器人研发领域具有重要研究

意义和发展潜力。

那么，大脑与机器要怎样才能“连

线”成功？据彭雷介绍，目前主要靠3种

电极与脑电波“接线”：硅基硬质电极、血

管电极、柔性电极。胡金波补充道，使用

高通量、柔性材料的脑机接口，是现下国

际上最前沿、最具颠覆性的技术之一。

论坛现场发布了一款由中国科学院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上海脑

虎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柔性脑机接

口科技成果——用中国传统材料蚕丝蛋

白，包裹电极微创植入人脑，这也是全球

首次采用这种材料进行接口探索。

彭雷介绍，微创蚕丝蛋白电极包裹

技术，基于天然抗菌且可控降解的生物

蛋白开发出微创开颅、可自动躲避血管、

可自愈的电极微创植入技术，利用蚕丝

蛋白把电极柔软的表面固化，让电极硬

度介于血管和脑组织之间，方便植入。

植入完成后，蚕丝蛋白会溶解，逐渐恢复

之前的柔软。“电极顺应性和脑组织比较

接近，运动过程中，电极与脑组织直接保

持相对静止，不易引发炎症，亚毫米级的

植入创口，让创口更小，恢复更快”。

接入后，还要保证连接可以稳定、持

续地输出信号。彭雷告诉记者，脑虎科

技自主设计开发的脑电信号处理芯片，

可以更好匹配柔性电极兼容皮层及深部

植入的万道脑电信号处理需求。此外，

这些海量的信息还将储存在公司搭建的

云端数字脑库上，不仅可以分析海量数

据，还可以输出高稳定性的解决方案。

脑机结合将成为我国科创产业新增长点

全球首次，中国蚕丝蛋白用于脑机接口
■本报记者 张天弛

■本报记者 沈湫莎

■本报记者 王嘉旖

一家位居世界头部的割草机制造商，每年却有2.8亿元产能过

剩，原因在于使用割草机具有季候性——在草丰林茂的夏季，需求

最为旺盛。在数字化社会供应链服务的检视下，该生产线被重新设

计规划，在淡季生产智能洗涤机，从而合理消化过剩产能。

昨天举行的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探索 ·产业元宇宙论坛”

上，京东探索研究院院长陶大程以例代证，点出了“产业元宇宙”的

含义——使用数字技术，对现实世界中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进

行精准重构和再创造能力的集合，不止于实现生产力升级，还带来

以数字融合为主题的商业模式和产业结构在不同层次的转变，令

实体企业共享数字经济的增长红利。

隐形推手

割草机制造商的例子表明，在充分利用前端数据的基础上，

“从后向前”的传统生产方向，可以获得“从前向后”的信息指导。

“产业元宇宙实际上是数实融合能力的闭环体现。”随着人工

智能（AI）、5G和云技术的逐渐成熟，在传统供应链之后，以数智供

应链为基础的解决方案在带来更大想象空间的同时，也为城市经

济高效运转创造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在陶大程看来，其本质是数字平台把流量开放出来，帮助实体

经济完成数字融合商业模式的转变，从根本上提升实体经济的盈

利能力。据他介绍，产业元宇宙在京东供应链的多个场景中已取

得一定成效，比如，在物流场景中，通过对供应链的仿真优化，创造

了库存周转天数的纪录。截至目前，京东已与数千个品牌达成

C2M合作，节省了75%的产品需求调研时间，新品上市周期比以往

缩短67%。“在这些成绩的背后，我们要不断耕耘人工智能的基础

理论以及技术创新，来实现应用的新突破”。

元宇宙正成为众多产业数字化转型的焦点。百度副总裁马杰

表示，现阶段困扰元宇宙体验的三座大山——视觉、听觉和交互，

分别对应在元宇宙世界中实现更为沉浸的效果、更为拟真的体验

和更为自然的交互。在终端设备实现重大创新之前，元宇宙的产

业落地应首先关注于效果和体验之间的平衡，并以开放的合作模

式推动元宇宙应用的快速发展。

数字背后

针对元宇宙的落地，不同环节的参与者如何为之付出努力？

马杰表示，百度在元宇宙建设中扮演基础设施建设的角色。

在他看来，元宇宙的最终目标是更好的自我实现，同时创造经济和

社会价值。从产业层面来看，元宇宙的市场规模非常大，“但个人

观点是，这些数字的大小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并不清楚

未来会真的发展成什么样，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数字背后的信心”。

此外，他预计未来的元宇宙还会有更多入口、出现更多硬件装置，

并且AI原生的云能力将成为元宇宙快速发展的一个关键。

近几年来，很多行业出现了一些重要趋势，比如万物连接至云

端、AI在边缘侧规模化、行业数字化转型等，这些都离不开5G、AI、

云计算等技术的推动。可见，技术进步将是实现元宇宙发展的必

备条件。高通中国区研发负责人徐晧坦言，目前业内对于元宇宙

的定义各种各样，但从通信产业来看，元宇宙是实体世界、数字世

界和虚拟世界的融合。利用现有的技术、5G和AI，可以把XR（扩

展现实）应用和终端做得更极致。作为融合前沿技术的综合体，元

宇宙的关键价值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驱动力。

“入局”先机

无论是“上云”，还是“上链”，不仅关系到单个企业在产业内的

竞争力，更关系到整个产业效率的竞争。获得“入局”先机很重

要。据本市相关部门透露，未来上海将充分发挥在5G、数据要素、

应用场景、在线新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坚持虚实结合、以虚强实的

价值导向，持续强化元宇宙新赛道新动能的布局，激发多元市场主

体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构筑元宇宙产业发展新高地。

以政策指引，着力点清晰可辨。首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聚焦智能芯片、脑机接口、光纤设备、智能终端等方面，深入开

展前沿科技攻关，打造高浓度的创新平台，促进产业科技金融形成

良性循环和三角互动，实现更多新跨越。

其次，强化超级场景驱动，紧密结合城市数字化转型，强化应

用场景和公共数据的开放共享，推动元宇宙更好赋能经济高质量

发展、市民高品质生活、城市高效能治理。

再者，强化全球性开放合作，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参与制

定元宇宙国际标准和行业标准，进一步完善与国际组织、学术机

构、产业联盟、知名企业等多层次的合作机制，共建开放协作包容

的元宇宙生态。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表示，该院正着手开展元宇

宙相关工作，推动元宇宙从概念走向应用，加速技术创新与产业变

革。在论坛现场，由该院牵头组建的“虚拟现实与元宇宙产业联

盟”启动筹备工作，目前已吸引近200家单位加入，包括百度、高

通、电信研究院、二六三、商汤、华为等，涉及虚拟人、沉浸影音、适

人终端、关键器件、基础设施、业务平台、创新应用等多个元宇宙生

态圈关键环节。

数字技术让实体企业提升盈利能力，共享数字经济增长红利

B面突围：制造商开拓新商机的秘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