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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预防？AI战“疫”还有哪些可能
提速研究、远程辅助，人工智能大潮正在到来

在全球战“疫”的大背景下，今年

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把主题定为 “智

联世界 共同家园”。开幕当日，人工智

能（AI）技术的这场抗疫实战也成了会

场内外的热点话题。 大家的共同关注

是：AI 能否在疫情的预警、 预防上发

挥更大作用？ 能否真正让城市生活更

智能、更安全？

“在抗疫过程中，从资源调配、追

踪，到大家现在使用的安全码等，这一

切都是人工智能发展的结果。”在清华

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看来，

目前已基本形成的共识是———人类的

工作生活将逐渐从线下移到线上，生

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线上办公、线上

娱乐、线上消费、线上会议都会成为常

态， 给未来人工智能发展打开了广阔

天空，“人工智能大潮正在到来， 这是

毫无异议的”。

身在国外的清华大学教授沈向洋

通过视频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发展的

新见解：“疫情让人工智能真正有机会

应用到很多方面。一方面，加速推进预

防诊断治疗相关科学研究， 特别是疗

程手段的突破；另一方面，可以从全球

卫生健康、 流行病学数据里提取内容

进行分析，直观立体展现疫情的特征、

变化、趋势、传播，及时分享给在场的、

甚至全球各地的医生， 大家能够一起

看到怎么去应对健康风险。 ”

沈向洋表示， 应对疫情必须要有

一些新的手段，特别是 AI 辅助的远程

协作可以更好推动医疗资源的平等分

享，让有限的医疗资源帮助更多人。而

在基础研究方面，隐私保护、标准化、

可操作性等要进一步推进， 让医疗安

全、高效、可靠分享。

“手机记录跟踪的信息可能会给

医疗防控带来帮助。”深度学习三巨头之

一———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计算机学教

授约书亚·本希奥通过视频详细介绍了

他最近在 AI 助力全球抗疫方面的研究。

在本希奥看来， 疫情防控中对于症状的

追踪不是简单的事，有时症状不一样，严

重程度也不同，需要考虑很多因素。最好

的办法就是用机器学习， 把这些碎片信

息整合起来。

本希奥表示， 手机收集数据的工具

对于公共卫生管理来说是很珍贵、 很有

用的。 公共卫生管理部门可以据此决定

测试谁， 比如风险更高的人或者有接触

史的人是否需要优先测试， 又如是否可

能出现大疫情， 因为通过数据能看到传

染概率是否在某些地区已大幅上升， 这

对公共卫生是有意义的。

“从此次抗疫中的表现看， 人工智

能的运用还是一个起点。” 作为一名 AI

用户，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

任张文宏表示， 未来， 人工智能可以在

公共卫生监测体系的运用上发挥更大作

用。 医疗和公卫两个网络都离不开大数

据， 应当把线上数据和线下数据融合起

来， 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中国工程院院士、 同济大学校长陈

杰也认为， 在防疫和医疗卫生方面，人

工智能还有更多潜力可挖，“现在很多数

据，包括一些数据的学习方法，还是基于

质量比较高、有标识性的数据。如何有效

整合、处理我们获取的不同时空的数据，

怎样面对大量数据叠加起来的 ‘涌现现

象’，如何分辨数据真假等，都是需要面

对的问题”。

沈向洋则强调 ， 人工智能必须解

决的就是数据问题 ， “未来可以做到

秒级画像 、 分钟预警 、 小时诊断 ， 只

有把采集数据 、 打通数据 、 分析数据

有机整合 ， 人工智能才能真正发挥它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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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AI“上海高地”：拉长长板，补齐短板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大咖们高强度、高质量的思维碰撞提供“智慧养料”———

2020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以云

端峰会的崭新模式在全球 “上线”，人

工智能（AI）领域最具影响力与洞察力

的产业界、 学术界专家， 代表整个行

业， 既为当下而思索， 又面向未来眺

望。大咖们在大会首日贡献的高强度、

高质量思维碰撞， 为正在全力打造人

工智能发展高地的上海提供了难得的

智慧养料， 可以进一步厘清AI产业的

发展方向，明确重点领域与路径。

集聚全球AI生态设施

作为AI顶级交流平台， 世界人工

智能大会放眼全球，但“上海元素”仍

是嘉宾们频频提及的内容。 综合他们

发言中的“上海元素”可以发现，巨头

们在上海的布局， 已使我们这座城市

集聚起大量AI生态设施。

不久前，总投资400亿元的腾讯长

三角超算中心落户上海， 引起广泛关

注。昨天，腾讯董事会主席兼CEO马化

腾的在线发言也强调， 将在上海深度

扎根， 加大 “新基建” 投入， 以利用

AI解决 “世界级问题”。 来到会议现场

的腾讯首席运营官任宇昕进一步透露，

腾讯将在上海全力打造 “电

竞之都”， 不单单着眼于游戏， 更将其

视为计算机算法的训练场， 以不断挖

掘AI面对复杂系统和 “多智能博弈”

的决策能力———比如，自动驾驶技术就

完全可以从游戏环境中得到启发。

德国思爱普公司（SAP）首席执行

官柯睿安表示， 鉴于中国正成为AI大

国，考虑到上海强大的创新能力，SAP

不仅在沪设立中国区域业务总部，更

建设了AI研发中心。 作为欧洲最大的

科技公司 ，SAP由此率先成为在沪设

立“双总部”的海外企业之一。

此外，根据昨天演讲人的介绍，已

经或即将落户上海的AI生态关键项目，

还包括华为的鲲鹏产业生态中心、联合

国工发组织上海投资促进中心、微软亚

洲研究院（上海）、ABB超级机器人工厂

等。值得一提的是，以视频方式致辞的

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透露，特斯拉

正招兵买马， 即将在上海组建自动驾

驶团队 ，开发原创技术 ；特斯拉上海

超级工厂也将大规模应用人工智能。

加大前瞻性研发力度

“现在的应用，来自过去的基础研

究 ； 而现在做

的理论研究， 总会在未来某一天让我

们获得巨大进步。”图灵奖得主姚期智

在昨天的主旨发言中， 如此强调前瞻

性研究的价值。

事实上， 虽然原始创新在过去曾

是上海乃至中国AI发展的短板， 但目

前情况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 昨天举

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科技前沿”全

体会议上， 一份发表于国际权威刊物

《自然·机器智能》 的论文获得了高光

亮相的机会。这篇题为《新一代中国人

工智能》的论文，是首篇关于中国AI发

展的全景综述， 牵头推进相关研究的

就是上海人工智能行业组织 “AI青年

科学家联盟·梧桐汇”。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梧桐汇”两

位核心成员、 也是该论文共同第一作

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卢策吾和氪

信科技创始人朱明杰表示， 这篇论文

体现了中国在全球AI领域的重要性和

影响力， 也彰显了上海加快建设全球

人工智能高地的实力。

在卢策吾看来， 如果说过去国内

AI在应用型研究方面做得比较出色，

那么， 目前基础研究正在大步赶上，

原因在于国家和地方对AI基础科研越来

越重视， 同时， 越来越多优秀人才选择

留在国内读博士。 朱明杰告诉记者， 国

家目前对新基建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

上海也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目标， 这将加

速AI与传统行业融合， 带来更多弯道超

车的机会。

上海对于AI核心环节和前瞻性研究

方面的重视， 得到了许多嘉宾的肯定与

响应。百度CEO李彦宏说，上海把发展人

工智能作为优先选择， 加快建设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高地， 这样的雄心

和格局非常值得称道。

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王磊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 他们刚把上海研发平台

升级为全球研发中心， 接下来将打造开

放式研究环境，“让所有相关的公司都能

一起挖掘AI医疗场景”。

要进一步关注传统产业

未来十年，AI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赋

能传统产业。而结合上海的产业底蕴与优

势，一些嘉宾特别提出，上海应该在促进

工业与人工智能的融合方面发挥作用。

SAP全球高级副总裁、 中国区总经

理李强援引一份报告说， 目前的AI市场

中，互联网金融、安防、交通等的份额超

过50%，与消费者息息相关的消费电子、

教育、医疗等紧随其后；但与之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 占据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制

造业， 其在AI市场中的份额只有5%。他

认为，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的先进

制造业具有强大优势， 完全可以贡献出

AI制造的样板。

同样， 在分析了全球应对疫情与经

济复苏的大势之后，联合国工发组织总干

事李勇也认为，工业领域的AI应用，未来

将成为全球诸多产业能否存续的关键；考

虑到在工业领域 ， 中小企业占比高达

90%，因此，中小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需要借助智能化和技术创新来保持竞

争力。对此，联合国工发组织非常希望借

助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出呼吁，并加强与

上海的合作，一同打造相应的共享平台。

作为上海本地制造业龙头以及AI赋

能应用的标杆， 上汽集团总裁王晓秋昨

天受邀登台，与世界分享了上汽经验。据

介绍，上汽集团在智能制造、自动驾驶和

智慧移动出行3个方向大力推进AI应用。

在上汽看来，加快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与汽车产业

深度融合，持续激发新动能，将是汽车产

业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 也是构建更美

好汽车生活的重要途径。

打造大数据中心城市

数据是AI发展的要素， 也是信息社

会核心资源。 在昨天大会唯一一场圆桌

对话中， 几位嘉宾不约而同地建言上海

补齐大数据方面的短板。

在战“疫”中赢得广泛认可与人气的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

宏表示，AI如果要在未来的公共卫生体

系中发挥作用， 就必须获得更多数据支

持。对此，曾任微软执行副总裁、现任清

华大学教授的沈向洋完全赞同。他说，如

果能为人工智能解决数据问题， 打通方

方面面的数据并使其融合，那么，未来完

全可能实现分钟级的预警、 小时级的阻

断，“这是人工智能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

一件事”。

听了两位专业人士的观点， 圆桌对

话主持人、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

长朱民在即席总结中， 直截了当地为上

海开出 “药方 ”。他说 ，数据已是核心资

源。谁掌握数据，谁就掌握未来，建议上

海打破数据垄断 、形成数据集聚 ，通过

打造大数据中心， 让人工智能发挥更

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