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副刊 2024年4月17日 星期三

责编：孙静 美编：卢斌

　　一座城市可以没有某些制造产业，但

无法拒绝工业化进程。同样，一座城市可

以放弃某些风口产业，但不能缺席人工智

能时代。

　　AI作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引领性技

术，是任何致力于发展的城市都无法回避

且不容错失的赛道。但每座城市的AI之路

一定不会千篇一律。依托既有产业禀赋和

资源优势，在人工智能产业中卡位并构建

竞争优势，是城市迎接人工智能时代的首

要发展逻辑。

　　大模型时代的开启，让城市发展人工

智能的紧迫感陡然加剧。上线仅5天，

ChatGPT就收获了100万用户；推出不到两

个月，ChatGPT的用户日活量就突破1000

万，成为史上用户增长速度最快的消费级

应用程序；视频大模型Sora能根据文字创

造超出想象的逼真画面，将大模型从抽象

逻辑层面升级到了物理逻辑层面……这一

系列事实说明，人工智能发展进化的速度

越来越快，稍有不慎，就会被远远甩下。

　　城市之间一轮新的竞速已然开启———

龙年春节后杭州召开的新年第一会上两次

提及Sora大模型，明确表示要抢抓这一轮

人工智能发展新机遇。去年，大模型刚刚

起势，北京就一连发出加快建设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实施方案和

促进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两

大政策，部署未来AI产业发展；上海则发布

了推动人工智能大模型创新发展若干措

施，在徐汇区打造了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

生态社区；在深圳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的最新规划中，人工智能被升格单列为要

重点发展的产业集群之一，将举全市之力

集聚资源，以超常规力度支持培育。

　　已经在人工智能发展上形成一定基础

的青岛，如何直面挑战，把新一轮的机遇紧

紧握在手中？

　　互动演进

　　任何新技术在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过

程中，都是理想与现实不断妥协、不断相互

促进的过程。尽管很多预言家表示，通用

人工智能发展的终极将是“碳基生命”与

“硅基生命”的高度融合，但回到当下产业

发展，不妨先将“脑洞”开得小一些，发现具

有现实意义的产业趋势，从中找寻产业发

展的灵感。

　　自去年GPT大模型秀出实力之后，行

业迅速上演“百模大战”。但就在一片大模

型开发的“热火朝天”中，百度创始人李彦

宏最近的一番话颇为值得关注：“大家不要

去卷模型了，卷应用吧，只有应用直接创造

价值。”所谓“卷模型”，就是指通用大模

型，而“卷应用”，指的则是应用于各行各业

的垂直大模型。

　　当前，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是以大模

型的商业化落地应用为重要标志的，而从

目前的技术发展阶段来看，通用大模型并

不能“包打天下”，垂直行业大模型将是人

工智能产业重要的潜力领域。

　　正如腾讯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云与

智慧产业事业群CEO汤道生曾做过的解

释：“通用大模型可以在100个场景中解决

70%-80%的问题，但未必能100%满足企业某

个场景的需求。”换言之，通用大模型在解

决特定场景的专业问题时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

　　而携程集团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则更加

直接。去年7月，携程发布首个旅游行业垂

直大模型“携程问道”。“垂直大模型的机

会在于，AIGC遇到了非常大的挑战——— 答

案并不那么可靠。”梁建章表示。在他看

来，即使规划节省了半个小时，但推荐的酒

店或者行程结果可能有5%的概率是错的，

那也是得不偿失的。

　　显然，人工智能与其他行业领域在高

度互动下迭代演进将是人工智能产业在未

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重要发展方向。人工

智能的新想法、新技术不断在行业中得到

验证优化，而行业则通过引入新技术激发

更多创新。其中的市场“玩家”，将既有带

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起来的科技企业，也

不乏垂直行业具有相关积累和想法的企

业，二者将通过优势互补，尽快形成一个百

花齐放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共同推动产

业向前发展。

　　这正是青岛应该重点瞄准和抓住的方

向。自全力发展人工智能产业以来，青岛

引进“AI+制造”第一股创新奇智、全国首个

视觉算法商城极视角、行业领先的智慧城

市企业以萨技术等垂直领域人工智能企业

总部落户。同时，家电、橡胶轮胎等优势产

业领域头部企业纷纷积极投身人工智能

浪潮。

　　去年以来，青岛涌现出创新奇智“奇智

孔明AInnoGC”工业大模型、以萨技术“数

智八斗”大模型、海尔智家HomeGPT大模

型以及全球首个橡胶轮胎行业大语言模

型——— 赛轮橡链云聊-EcoRubberChat、海信

星海电视大模型等10余个已投入使用并商

业化应用的垂直大模型，同时储备了一批

在研大模型，多数参数规模超50亿级。

　　未来，要在进一步强化招商引资的同

时，用好智能家电、虚拟现实等两个国家

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平台作用，发挥龙

头总部企业在创新上的比较优势，在垂

直领域率先突破，抢占大模型时代AI技

术创新应用制高点，为更长远发展打下

基础。

　　算力普惠

　 “AI的尽头是算力”，这句让很多人耳

熟能详的话充分揭示出算力对于大模型时

代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性。

　　大模型之所以对算力要求高，是因为

它不仅在训练过程中需要使用算力，使用

过程中也需要大量算力支撑。去年

ChatGPT刚刚亮相不久，就有券商做过测

算，认为其训练阶段总算力消耗约为

3640PF-days(以一千万亿次每秒的速度进

行计算，需耗时3640天)。微软为OpenAI开

发的超级计算机，具有超过28.5万个CPU核

心、1万个GPU。

　　随着大模型快速演进，对算力的需求

还将成倍增长。有统计显示，深度学习出

现之前，用于AI训练的算力增长大约每20

个月翻一番。之后，用于AI训练的算力大

约每6个月翻一番。2012年后，全球头部AI

模型训练算力需求更是加速到每3个月至4

个月翻一番，即平均每年算力增长幅度达

到惊人的10倍。目前，大模型发展如火如

荼，训练算力需求有望扩张到原来的10到

100倍。

　　中国工程院院士、鹏城实验室主任高

文曾指出，算力已经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

一个指数，“算力够，数字经济就能发展好；

反之，就发展不好”。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测算，在算力方面每投入1元，将带动3至

4元的GDP经济增长。

　　算力成本决定创新成本。高昂的算

力成本让很多人工智能中小企业望而却

步。当大模型下沉到各行各业，众多中

小企业参与到垂直大模型开发和应用

中，行业对普惠算力的需求愈发强烈。

　　站在区域产业发展的角度，提供普惠

算力已经成为人工智能营商环境的重要加

分项。无论哪个城市，只要招引人工智能

企业，首先看的就是有没有算力支撑。目

前，重点城市均已围绕算力展开布局。据

公开报道，北京计划今年将建设运营超过

1000P(每秒1000万亿次的浮点运算)算力，到

2027年将新增智能算力3.6万P，力争成为北

方智能算力枢纽。上海提出，2025年底，智

能算力规模超过30EFlops(EFlops指每秒百

亿亿次浮点运算次数)，占比达到总算力的

50%以上，并对符合条件的算力建设方和使

用方给予补贴。

　　很多城市开始发放“算力券”，用于补

贴“算力消费”，以此进一步调动企业尤其

是中小企业应用算力资源的积极性，为人

工智能开发应用注入更多活力。如成都的

相关政策提出每年发放总额不超过1000万

元的算力券，用于支持算力中介服务机构、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和创客、科研机构、高校

等使用国家超算成都中心、成都智算中心

算力资源。再具象一点，在天津，每月每P

(1P相当于每秒1000万亿次计算速度)的价

格是两三千元，而沈阳更是低到了800元

左右。

　　目前，青岛已经建成山东首个人工智

能计算中心，另有中国移动智算中心、“海

之心”智算中心、大有智算中心等重点项目

加快建设中。未来，加快统筹布局通算、智

算、超算一体化算力体系，打造全市算力

“一张网”，提升整体算力算效，降低算力使

用成本，无疑是重要发力方向。

　　场景制胜

　　一个场景制胜的时代正在加速到来。

　　从“互联网+”“智能+”到“人工智能

+”……近几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

这些创新性表述的变化，正是技术演进的

轨迹。与其他新技术相比，人工智能最大

的特点便是广泛的赋能作用。没有任何行

业未来会不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甚至于人

工智能技术与千行百业融合之后绝不是简

单的加法，而是类似“核反应”一样的剧烈

变化。一方面这种先进生产力和行业结

合，本身就能提高各行业的效率，同时这样

的结合也会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创造一个

巨大的市场空间。

　　场景，是引发“人工智能+”化学反应

的核心催化剂。人工智能是共性技术，是

赋能技术，必须与应用场景结合才能发挥

最大作用。人工智能在60余年的三次发

展浪潮中，理论和技术创新超前于应用落

地，应用场景不足、未能真正走进生产生

活成为前两次浪潮归于沉寂的最主要因

素。如今，谁能率先在更多场景推动AI

技术融合应用，谁就能最大限度享受到人

工智能发展带来的红利。

　　北京将加强对政务服务、金融科技、

科学研究等重点领域的数据挖掘，加快资

本、技术、数据、算力、人才等要素汇聚，打

造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型示范

应用场景，完善城市大脑、高级别自动驾

驶示范区等项目；深圳积极打造可应用人

工智能的各类场景，从政府和行业两方面

发力，积极创造条件开展全域全时人工智

能应用示范，让人工智能无处不在，目前

深圳公布的“城市+AI”场景应用已达41

个，今年还将新增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场景

应用10个；南京探索打造100个可复制、可

推广的标杆型示范应用场景，形成一批优

秀产品和解决方案……

　　过去几年，青岛聚焦供需对接和场景

开放，建成全国首个场景赋能公共服务平

台，动态发布工业赋能、未来城市场景，逐

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打法。以持续举

办的人工智能“百企百景”对接洽谈会为

例，五届会议累计参会企业超过1300家，

发布人工智能解决技术方案与场景应用

需求清单超过1000项，现场签约项目超过

80个。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从消费到产业、从

服务业到工业和农业扩散的范围、深度不

断加大，对场景创新和开放也提出了新的

要求。未来， 进一步深挖长尾场景价

值，更好地推动AI技术赋能千行百业，积

极拓展企业级应用场景将是重要突破方

向。以制造业为例，应针对智能化工厂和

车间、智能工业质检、智能供应链与物流、

视觉风控、数据融合应用、防欺诈保护等

重点细分场景，打造典型落地应用样板。

　　立足当下，共创未来。以AI为支点，

青岛将开启区域经济发展新纪元。

(转自青岛日报)

人工智能的机遇：我们如何把握

奇瑞青岛超级工厂自动化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