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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聆听
上海的“未来之声”

金秋 9 月， 世界眼光牢牢锁定上
海西岸。

这里 ， 一场对标国际最高标准 、

最好水平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彰显出
一段水岸、 一片区域、 一座城市的开
放包容以及创新实力。

当下， 新一代人工智能作为战略
性技术、 颠覆性技术， 正在深刻改变
世界， 对国家和城市的未来发展至关
重要。 上海在人工智能领域具有良好
基础。 借由此次大会， 上海主动求变

应变， 坚定信心决心， 紧紧抓住人工
智能这一战略突破口 ， 按照党中央 、

国务院部署要求， 结合自身实际， 加
快推进人工智能深度应用和产业发
展 ， 努力打造国家人工智能发展高
地， 成为全国领先的人工智能创新策
源地、 应用示范地、 产业集聚地和人
才高地。

终日奔涌的黄浦江水， 见证着这
座城市勇敢站上风口、 抢抓机遇、 提
前谋布的勇气、 锐气和朝气。

以西岸为核心的滨江岸线， 依据
完备的产业生态， 成为以展现、 应用
最前端人工智能技术为特色的人工智
能高地新地标； 位于中心城区的城市
“数脑” 市北高新， 拥有最强 “原料分
析” 能力， 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
最硬支撑； 闵行区依托紫竹高新园区
和域内特色园区 ， 实现 “一核多点 ”

发展， 主推人工智能驾驶、 智能传感
产业； 嘉定区注重鼓励人工智能企业
落地应用， 成立人工智能工业研究院；

宝山区
正加快制
造业智能化
升级和转型调
整 ， 将重点发展人
工智能平台、 类脑智能、

视听觉信息认知计算 、 生物特征识
别、 复杂环境识别、 人机交互、 自然
语言理解、 机器翻译等人工智能应用
系统； 杨浦区发力科技金融， 以资本
入手 “发动” 人工智能产业。

可以期待， 通过这场大会， 人们
不仅能聆听、 触摸到由人工智能点亮
的未来， 更看得见、 丈量得出一座城
市砥砺奋进再出发的坚实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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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会论坛
亮点不容错过

大会主论坛
쪱볤：9 月 17 日全天

쇁뗣：开幕论坛，重中之重

主要由在人工智能领域有深厚造诣的中
外顶尖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阐述人工智能发
展现状、主要机遇和挑战，未来发展核心方向
等较为宏观的话题，主要包括三个板块：

人工智能现状与未来———鉴于人工智能
正在开启一个令人憧憬和困惑的未来，以下一
些问题值得思考：下一代人工智能的理论突破
口在哪里？ 下一个应用前沿会在哪里生长？ 如
何构建以人类为核心的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
体系？ 未来人机如何协同发展？

人工智能产业与应用赋能———如何让人
工智能的供给方理解真正的需求，让需求方了
解技术发展、应用场景以及自身所需作出的准
备，这是人工智能真正赋能时代的关键。

人工智能创新生态———中国人工智能科
技与产业发展已处于全球第一梯队，与会者将
探讨如何打造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先发优势，

构建完善人工智能良性高效发展的创新生态。

“看见，智能”论坛
쪱볤：9 月 18 日上午

쇁뗣：重温 45 年前的“莱特希尔之辩”

45 年前，20 世纪伟大的数学家詹姆斯·
莱特希尔爵士向英国皇家学会报告了他对人
工智能这一新兴领域的判断，其负面评价也直
接带来了人工智能的产业寒冬。 这份报告之
外，莱特希尔还曾与当时几位顶尖学者公开辩
论，他全力向外界证明“通用人工智能是海市
蜃楼”，是被过度消费的概念。这场辩论也对人
工智能之后的走向起到了关键作用。

几十年来，对于人工智能时代的争论持续
不断。 “看见，智能”论坛将重温“莱特希尔之
辩”，发起一场跨越时间、空间的对话，参与者
包括霍金弟子、人工智能领域奠基人、欧洲大
脑计划科学家、神经网络集大成者等国际顶级
科学家，以及中国的人工智能领军企业。

青年人工智能科学家论坛
쪱볤：9 月 18 日下午

쇁뗣：三代人工智能开拓者同堂对话

1994 年图灵奖获得者、人工智能开拓者
罗杰·瑞迪将与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 人工智
能与研究事业部负责人沈向洋，以及微软亚洲
研究院（MSRA）现任院长洪小文一同出席这场
论坛。 罗杰·瑞迪与沈向洋、 洪小文是师徒关
系，而沈向洋和洪小文作为 MSRA 前任与现任
院长，培养了许多优秀人工智能人才，其中不
少成为国内人工智能产业领域领军人物。

从论坛策划人———氪信科技 CEO 朱明杰
与上海交大教授卢策吾， 到各位主要嘉宾，都
曾有过在 MSRA 工作的经历。这三代人工智能
学者与开拓者将共同探索人工智能的疆界和
未来。

人工智能安全高端对话
쪱볤：9 月 18 日下午

쇁뗣：全面呈现人工智能时代新安全观

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安全的未来。这场对话
将围绕伦理、国家安全、网络安全三大主题展
开，共商人工智能的安全挑战及其应对之道。

中科院院士何积丰、联合国人工智能和机
器人中心主任伊莱克利·伯利兹、 美国著名智
库欧亚集团科技战略主任保罗·特里奥洛、国
防科技大学前沿交叉学科学院国家安全与军
事战略研究所所长朱启超等学者，将与优刻得
CEO 季昕华、碁震 CEO 王琦、斗象科技创始人
袁劲松等业界领袖一起就热点话题阐述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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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涉及人工

智能产业的核心领域

和核心算法。

作为全市唯一的

大数据产业基地，市北

高新园区主动对接人

工智能国家战略和全

市发展大局，致力于打

造上海人工智能产业

“内核腹地”。 《推动园

区高质量发展的三年

行动计划》 日前发布，

“全球数据服务商 ”行

动启动： 力争到 2020

年，基本建成大数据资

源高度汇聚、大数据基

础设施国际领先、大数

据人才充分汇聚、大数

据创新应用先行先试、

大数据标准制订全国

引领的大数据产业集

聚地，成为上海全球科

创中心的 “数据核”和

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

的“数据港”。

当下， 以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

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日新月异， 数字经济、

智能产业和实体经济

融合发展，新旧发展动

能转换进一步加快。市

北高新园区围绕“产业

发展集中度、创新要素

显示度、区域经济贡献

度 ” 深耕细作 ，“大数

据”开始释放出强大的

“场效应”。

园区已集聚 185

家行业隐形冠军及具

有领头羊潜质的大数

据企业 ，实现了从 “数

据采集、 数据存储、数

据处理、 数据分析、数

据展示应用”的大数据

全产业链布局，也形成

了“以龙头企业资源开

放共享，整合产业链上下游各环节，推动产

业链协同创新”的良好发展态势。

园区内不仅有市政府大数据中心、上海

数据交易中心 、 亚马逊 AWS 联合创新中

心、复旦大数据试验场、上海交大健康大数

据研究院、聚能湾国家级孵化器、静安区大

数据创新加速器等国际国内重要的创新资

源平台，也构建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投

资体系，开始探索“基地+基金”大数据创新

孵化模式。

大量依托大数据开发应用场景的行业

龙头企业，把市北高新园区的经济密度不断

“砸实”。 比如，有专注于交通领域大数据应

用的“飞常准”；有聚焦旅游大数据应用场景

的“金棕榈”，目前国内一流旅游公司的数据

几乎全在这里加工分析；还有新零售大数据

应用开发的“大润发”，注入“阿里元素”后，

正以大数据为基础进行升级改造。

园区内借由大数据衍生而出的种种“红

利”被优先应用到静安区 “151 工程 ”，比如

搭建以 “大数据+物联网 ”为核心技术的市

北高新智慧园区管理平台，为全市产业园区

精细化管理输出“范例”。

目前，园区平均每两个工作日就有一家

企业入驻， 每平方米可创造企业营收超过

3.6 万元，实现企业税收超过 5000 元。 仅今

年上半年，园区企业实现总营收 1006 亿元，

上缴总税接近 60 亿元。

西岸新十年，展开人工智能之翼
탬믣“T 볆뮮”붫듲퓬뻟폐좫쟲펰쿬솦뗄죋릤훇쓜랢햹벯뻛쟸

十年， 对于一段奔涌不息的江河来说，

白驹过隙。 而上海西岸，这段被誉为“最透

气”的滨江岸线，十年间完成了空间功能重

塑———在人们的头脑中，满布高品质艺术场

馆的西岸宛若美人，温婉大度。站上新起点，

以今天起举办的 2018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为

契机，西岸将实现新跨越———紧紧抓住人工

智能这个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核心引擎，发挥

资源优势、构筑功能优势、形成竞争优势。

“未来的西岸，不仅有以艺术（Art）为代

表的高颜值，更增添了以人工智能（AI）为引

擎的新实力。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之际，

徐汇区区长方世忠透露：徐汇区制定了发展

人工智能的“T 计划 ”，瞄准创新策源地 、产

业磁力场、应用试验田的功能定位，面向全

球、面向未来，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

智能发展集聚区，成为上海建设国家人工智

能高地的新地标和核心区。

튻뎡듳믡놳뫳뗄뫱췁폫쪵솦

有一组数据值得咀嚼：去年，徐汇区人

工智能相关产业总产出增速远超同期地区

生产总值（GDP）增速；今年上半年 ，总产出

实现 100.3 亿元，同比增长 23.8%；仅今年以

来先后有以腾讯、网易、小米、商汤等为代表

的 50 多家人工智能企业布局徐汇区。

西岸承办此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体现

出一片区域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先天禀赋，以

及产业资源实力。

因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而得名的徐汇

区，是上海近代科技和海派文化的发源地 。

超前的眼光、开放的态度、求变的精神和学

以致用的科学理念一直在这片土地上绵延

传承。 目前，徐汇区有 120 多家国家级、市

级科研机构 ，10 余所高等院校 ， 数十个国

家级、部级重点实验室以及外资研发中心，

工作或居住于此的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

院院士 111 名；信息技术和生命健康两大创

新产业总规模近 1300 亿元， 是上海加快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

承载区。

科技创新生态日益完善，既有国家级漕

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也集聚着微软加速器

等 68 家众创空间 、150 余家知识产权服务

机构、近 200 家科技风投机构，构成了涵盖

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万人拥有专利

数量全市第一。

去年全球（上海）人工智能创新峰会上，

徐汇区率先启动上海首个人工智能发展集

聚区建设，构筑“一核一极一带”空间布局：

“一核”是徐家汇—枫林创新核，依托复旦、

上海交大、 中国科学院等院校研发优势，打

造人工智能源头创新策源地；“一极”是徐汇

滨江创新极，重点建设 100 多万平方米的西

岸智慧谷,包括两座高约 200 米的上海西岸

国际人工智能中心，将成为未来上海人工智

能国际总部基地；“一带” 是轨道交通 15 号

线串联的漕河泾到紫竹的国家级人工智能

创新带，将建设近 100 万平方米的北杨人工

智能小镇。

햾짏럧뿚，죧뫎듸ퟅ뫬샻웰량

抢先站上人工智能发展风口，如何利用

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城市精细管理

来提升民生福祉？徐汇区制定了发展人工智

能的“T 计划”。

面向高端、 引领未来（Top&Tomorrow）。

目前，徐汇区已集聚起一批国内外最前沿的

基础架构支撑和人工智能技术企业，覆盖全

产业链。未来，将围绕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

层，培育引进更多标杆龙头企业，在基础架

构、大数据应用、图像识别等细分领域形成

一批标杆产业集群。 深化人工智能应用，精

准应对各种社会需求，通过智慧城市、智慧

交通、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领域的人工智

能应用创新与模式创新，让政府治理、城市

管理和民生保障更精准、更高效、更有温度。

人工智能大厦及小镇 （Tower&Town）。

这是徐汇区发展人工智能的两大战略载体。

上海西岸国际人工智能中心，即主会场西南

侧的超高层双子塔，是西岸智慧谷的核心地

标， 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 形成集总部办

公、国际交流、示范应用、展示体验、孵化转

化为一体的人工智能发展平台。而位于徐汇

区南部的漕河泾北杨人工智能小镇，总建筑

容量约 100 万平方米， 将重点发展新材料、

生命健康、智能设计研发及测试等交互应用

产业。

技术创新、人才汇聚（Tech&Talent）。 目

前， 徐汇区引入国际灵长类脑研究中心、上

海科技创新资源数据中心等重大功能平台，

全力支持“脑—智工程”“中国脑计划”等类

脑智能研究。在“光启人才三年行动计划”等

普惠政策基础上， 徐汇区推出人才高峰政

策，精准集聚、服务各方青年人才。

죋릤훇쓜“뗣쇁”뫋탄뺺헹솦

如今，以“文化先导、科创主导”为引领

的西岸将开启“新十年”。徐汇区将进一步打

造新引擎、加强新合作、寻找新伙伴，使西岸

成为全力打响上海“四大品牌”、提升城区核

心竞争力的重要空间载体，也成为体现高质

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水平管理的标杆示

范区域。

据透露，年内西岸将推动“一港一谷一

城”核心项目。 西岸传媒港今年将整体出功

能、出形象，已入驻企业包括梦中心、腾讯、

网易、游族网络等。西岸智慧谷，其中西岸国

际人工智能中心年内基本建成，目前联影智

慧医疗、特斯联、中国信通院华东分院等企业

已确定入驻， 将于 2019年春节前后试运营；

西岸金融城将加快落实与央行上海总部合作

框架，深化功能规划，适时启动整体开发。

插上人工智能翅膀的西岸，还在不断统

筹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南拓”，将龙腾大道、

开放空间向南延伸与闵行区对接，推动发展

空间再拓展、再延伸；“北接”，与黄浦滨江紧

密连接， 实现形态业态和管理服务一体化；

“西进”，向龙华等腹地延伸，推动公共空间

成系统、成网络；“东联”，与浦东滨江联动，

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本报首席记者 맋튻쟭

昨晚，2018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会场———西岸艺术中心滨江广场上灯光璀璨，静候全球人工智能英才赴会。 本报记者 헔솢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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