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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最关注健康的时候，有一份

健康险的单子递到眼皮子底下，你为

其买单的概率是否会大大增加？这个

概率的高低，也与企业的投资回报率

直接挂钩，而对于概率的优化，则是商

业人工智能（AI）的用武之地。

当下，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市场买

单”阶段，如何让AI技术赋能企业和

经济发展，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开启

数智升级新时代？在昨天举行的

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商业AI高峰

论坛”现场，全球各地的行业专家、金

融及零售企业数字化转型负责人、行

业研究机构围绕“智能决策为企业降

本增效”话题展开讨论。

商业AI是企业数智化
转型“最优解”

某保险公司为车主电话推销健康

险，当地有60万车主，保险公司找了

20个人打电话，平均每个人要打3万

个电话，大约需要一个月完成，扣除人

工成本，保险公司精算发现，这是一个

亏本生意。后来商业AI介入，通过AI

模型圈定了其中40%的车主，减少了

60%的人力成本，毛利率提高5.9倍，

产品扭亏为盈。

在阐述理论时，Datatist画龙科技

创始人兼董事长宋碧莲用这个形象的

例子，点出了当下企业私域运营面临

的各种痛点：在有私域流量、有系统支

撑、有营销投入的有利情况下，却不懂

得如何挖掘“金矿”。她认为，组织、架

构、系统的改革和建设都要服务于业

务，以提升投资回报率，提升客户生命

周期价值为目标，“有价值的商业AI

能够为企业大幅提升投资回报率，快

速降本增效，是企业的‘特效药’”。

海尔集团、三翼鸟双平台交互运

营负责人魏爱玲就买过“特效药”。海

尔集团及子公司数量很多，内部数据

非常庞杂，企业曾把内部数据整理成

几个大维度，包括会员数据、门店数

据、电商数据、用户行为以及订单数

据，如果再加上它们所在的地理位置、

人口特征、购买意向等维度，发现每个

维度总共产生将近6000多个节点，通

过人工方式无法支撑更大的业务范

畴，这也是企业启动AI运营的源头，

“通过AI的分析和赋能，海尔集团有

效激活了大量沉睡在平台上的用户，

会员在平台产生的月环比销售增长了

30%以上”。

上海金融业联合会秘书长屠友富

认为，创新路上离不开技术的加持，从

运算智能、感知智能到认知智能、决策

智能，商业AI是一种具有巨大社会和

经济效益的革新性技术，它采用数据

和算法相结合，融合各种行业经验，并

不断优化自己的决策能力，最终辅助

人类做出更有效的决策，因此，商业

AI是企业数智化转型的“最优解”，是数

据发挥价值的最大生产力。

不要忽视元宇宙的商业价值

数字经济催生了很多新的商业模

式，商业形态在升级换代，体现以人为

本，以数据为核心的理念，从上到下打造

全面的生态链。国泰君安CIO俞枫认

为，数智化转型是技术和商业模式的深

度融合，全面数智化转型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性工程，是组织行为学和管理经济

学的融合，应该围绕技术、数据、流程、组

织四要素开展工作。既要自上而下，以

客户为中心，依托组织变革和文化建

设，引导技术、业务、管理能力提升，实

现经营管理模式创新；又要自下而上，

以技术赋能为支撑，回归业务的本质进

行优化与变革，构建数字协同生态，创

造新价值。

华东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

院教授王长波则提醒，从长远看，“不要

忽视元宇宙的商业价值”。在他看来，目

前元宇宙应用落地最多的是虚拟数字

人，但它依然是一个简单的体验式消费，

难以长久，而商业价值的核心不仅是首

购，更是复购以及高频消费，能一次产生

巨大的商业价值。现在很多品牌、商场、

商圈都在建设元宇宙，它有着超越物理

空间的巨大潜力，必定会有很多与商业

结合的高频应用，如果找到了，可能就是

巨大的发展空间。

数智化转型为企业降本增效，提升投资回报率

AI能算出你愿不愿为健康险买单

2022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圆满落幕，大会期间共实现签约项目总投资近150亿元。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本报记者 张懿

作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最高

奖，SAIL奖获奖成果一直被主办方寄

予引领行业风向、提升人类福祉的期

待，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是如

此。正如会前有关专家用“五个大”总

结了当前人工智能（AI）领域的热点与

亮点，而此次颁出的SAIL奖也正好与

这个“五个大”的判断相对应。

SAIL奖 的 全 称 是“SuperAI

Leader”，即“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

奖。它由两院院士、国内外知名科研

院校学者等全球数十位权威专家组成

评委会，一同从参选成果中遴选产生，

最终将表彰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作出方

向性技术突破、应用创新并改变人类

生活的项目。据主办方介绍，今年申

报SAIL奖的全球项目总计超过800

个，经过多轮激烈角逐，最终获奖成果

基本对应了AI领域的“五大”热点，也

就是“大芯片、大模型、大终端、大场

景、大平台”。

由上海集成电路初创企业壁仞科

技研发的大算力人工智能通用GPU

（图形处理器）芯片BR100，是该公司

首款通用GPU芯片。它基于壁仞科

技原创的芯片架构研发，采用7纳米

制程，可容纳770亿颗晶体管，并在国

内率先采用了Chiplet技术，具有高算

力、高通用性、高能效“三高”优势。这

块芯片的诞生，标志着我国通用GPU

芯片迈入“每秒千万亿次计算时代”，

未来，它将为数字社会发展提供强大

的国产算力支撑。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基于华

为昇腾AI推出的“紫东太初”，是世界

上第一个图像、文本、语音三模态的

AI大模型。它开创性地实现了图、

文、音三模态数据之间的“统一表示”

与“相互生成”，它的理解和生成能力

比其他模型更接近人类，可以说迈出

了走向通用人工智能的重要一步。在

手语教学领域的应用中，基于“紫东太

初”打造的设备，不仅能实时识别手语

手势，还可自动生成表情、唇语等。在

纺织工业领域的应用中，它能通过声

音自动判断是否出现断纬断经，并可

利用计算机视觉识别，判断布匹的瑕

疵，未来它还可望在其他工业检测领

域大展身手。

由上海微创医疗机器人公司研发

的多臂腔镜手术机器人“图迈”，是SAIL

获奖成果中的一台“大终端”。它不仅

具备传统手术机器人的技能，还因为结

合了5G、增强现实、智能理解、自动手

术平台等技术，为腔镜手术机器人赋予

“千里手”“千里眼”“透视眼”“类人

脑”，可以通过“手、眼、脑的协同”，实

现机器人的自动手术，从而打造一个

超智能腹腔镜手术平台，预计将引领

机器人手术的进一步成熟与发展。

由清华大学吴嘉敏、卢志、姜东等

完成的获奖论文《数字自适应扫描光

场显微镜实现小时级毫秒帧率下三维

亚细胞动态变化的活体观测》，提出了

数字自适应扫描光场智能成像的原理，

建立了高维时空耦合扫描机制。据介

绍，它突破了时空分辨率难以提升等一

系列瓶颈难题，首次实现对哺乳动物连

续30万时间帧的三维观测，从而将国际

最长观测时间的纪录从原先的“分钟级”

提升至6小时。该成果不仅为揭示神

经、肿瘤、免疫等新机理提供了革命性的

工具，也将开辟研究大规模细胞相互作

用的新场景和新方向。

此外，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还颁

出6个“SAIL之星”奖，获奖成果包括支

付宝推出的智能风险感知与响应联合反

诈系统、华为云的AI辅助药物设计平

台、地平线公司研发的征程5全场景整

车智能中央计算芯片、英矽公司推出的

AI赋能抗纤维化药物开发、麻省理工学

院-IBM沃森实验室等联合斯坦福大学

等推出的通用交互式多模态物理仿真平

台ThreeDWorld，以及腾讯优图实验室

的“AI探星计划”暨联合“中国天眼”

FAST的“新天体搜索”项目。

聚焦大芯片、大模型、大终端、大场景、大平台

SAIL奖引领人工智能“五大”风向

■本报记者 徐晶卉

■本报记者 张懿

某种意义上，今年世界人工智

能大会通过一系列高质量的讨论，

照亮了元宇宙赛道的前路，使得这

个本有些缥缈的领域大踏步“脱虚

向实”。尽管很多普通人还在努力

理解元宇宙的概念，但科技界、产业

界、投资界早已积极投身其中，去把

握这个巨大的机会。

在本次大会期间的一场行业讨

论中，几位人工智能（AI）和元宇宙

行业的“老兵”对元宇宙短期和中长

期投资机会进行了专业的解读和展

望，他们甚至还谈到了元宇宙的终

极形态，而这似乎是一个糅合了技

术、产业以及哲学元素的命题。

看得到的机会来
自“十年磨剑”

“虽然元宇宙还处于起始阶段，

但这条赛道非常非常巨大——既看

不到头，也望不到边。”3D图形引擎

企业Cocos公司首席执行官林顺，

用如此感性的话描述了他眼中元宇

宙的产业机会。

图形引擎被认为是元宇宙的核

心基础设施之一，这个市场长期被

国外公司占据主导，Cocos作为最成

功的本土企业之一，目前之所以有

底气参与讨论把握元宇宙机会，是

因为他们实际上已在这个领域深耕

了十多年。

实际上，包括图形引擎、三维

渲染、虚拟现实/增强现实 （VR/

AR） 等在内，这些用来构筑元宇

宙数字世界必不可少的工具，也是

这场讨论中大家公认的近阶段最明

确的元宇宙产业机会。但是，无一

例外，这几个领域的主要参与者，

都和Cocos一样，耐住寂寞，经历了

“十年磨一剑”。

粒界科技也是一家优秀的图形

引擎公司，CEO吴小毛说，创业7

年，之前这条赛道一直不被投资人

看好。直到近两年，随着元宇宙声

名鹊起，融资形势才一下子明朗起

来：“两年融了两轮，都是投资人主

动找上门的。”

VR/AR行业也是如此。歌尔投

资的投资总监李丽娜说，即使我们无

法确定元宇宙的终极形态，但它的入

口一定是VR/AR。歌尔投资从10年

前开始在这个领域布局，当时，大

部分人对此并不理解，直到近期才

迎来爆发。谈到如何把握元宇宙的

机会时，李丽娜的态度很直白：“要

足够坚持。”

当然，除了坚持，“打法”上也需

要谋划。本土VR头盔企业Nreal联

合创始人吴克艰说，VR头盔是元宇

宙的入口，但当前最大的挑战就是

怎样在技术还有很多缺陷时，让用

户先接受，从而带动内容生态发

展。他希望能借鉴iPhone的成功经

验——当年，第一代iPhone的完备

度其实并不高，但依然靠优秀的运

营引领行业，并且将移动互联网带

动到人们无法想象的高度。

中期可围绕“造梦
逻辑”抢先布局

5到10年，这是基金经理们最

习惯的投资周期。对当下的元宇宙

来说，未来10年也是最能展现其增

长潜力的阶段。联想集团副总裁、

联想创投高级合伙人宋春雨说，未

来10年，元宇宙是数字经济最重要

的产业方向。

从10年的尺度看，元宇宙可以被

理解为一个“造梦的产业”，其机会蕴

藏在各个环节，最重要的是形成一个

让梦想实现的生态体系和技术闭环，

包括芯片、算法、软件，也包括与元宇

宙与千行百业相交叉的部分。林顺

说，随着元宇宙的发展，数字内容的

创建者数量会从目前的百万级翻十

倍、百倍甚至更多，“否则我们就没法

满足元宇宙的需求”。

将门创投创始合伙人杜枫也认

为，未来，元宇宙如果要广泛落地，就

必须与每个行业仔细对接。由于各

行业之间跨度很大，特点不同，元宇

宙的行业应用不可能被少数公司垄

断，“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机会”。

在宋春雨看来，未来5到10年，

元宇宙还有另外几方面值得关注。

首先是算力——由于元宇宙高度逼

真、实时3D建模、渲染等特点，宋春雨

认为，5年内，全球对算力的需求将增

长1000倍，其中有大量投资机会。其

次，创建数字化的人事物景、能模拟

器官运行演化的生物建模技术、可与

人实时互动的超写实虚拟人，以及与

元宇宙生态创建相关的区块链、隐私

计算等，也都会经历一个从百花齐放

到大浪淘沙的过程，“这些都是我们

非常愿意投资的点”。

说到捕捉元宇宙的中长期投资

机会，吴小毛说，元宇宙实际上给投

资人提出了更高要求，他们必须具备

更专业的生态布局能力，“这是一种

高维度的决策”。

“终极元宇宙”是永
生还是进步

“元宇宙终极形态是什么？”——

对于这样一个有些科幻甚至有些虚

无的话题，产业界的“老兵”们其实也

有了确定的看法。

作为上海人工智能知名企业，深

兰科技除了涉足无人驾驶、机器人、数

字孪生等领域外，事实上也在为元宇

宙星辰大海般的“终局”作研发。创始

人兼董事长陈海波透露，他个人最看

好的元宇宙，就是“个人数字化”。

陈海波说，元宇宙最大的价值，

或许是有朝一日完成“碳基生命”向

“硅基生命”的转变，当然现在还为时

尚早，因为这需要有超强AI的支撑。

但陈海波依然愿意进行展望。他说，

生命在时空尺度上都受到很大约束，

而元宇宙可能是打破这种约束的终

极方案。无论是人的个体，还是整

个人类文明，如果可以在元宇宙中

数字化，那么，就有可能在一块芯

片上完成文明的传承，从而实现

“数字永生”，“在我们看来，人死后

无法全面保存他的智慧，这可能是

世上最大的浪费。如果元宇宙能完

成人的数字化，那就会大大减少这

种浪费”。目前，深兰科技已着手研

发个人数字化技术。简单说，就是

借助 AI和大数据，持续了解一个

人，并基于这种理解，完成对人的

复刻和数字孪生。

参与当天讨论的另一位行业资

深人士、瑞云科技总经理邹琼，同样

把追求“数字永生”看作元宇宙发展

的终极驱动力和终极形态之一，此

外，他还看好另一大方向，就是使得

人能在元宇宙中打破物理限制，实现

“无限的创造力”。邹琼说，他相信随

着元宇宙的发展，人类一定会不断逼

近这两个终极目标。

不过，“元宇宙式的永生”也并非

所有人的向往。杜枫认为，人并不一

定要永生，“我希望人和元宇宙都能

一代胜过一代，保持一个不断向前的

姿态”。

很多普通人还在努力理解元宇宙，但科技界产业界投资界早已积极投身其中

一场元宇宙投资对话：短期目标以及终极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