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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運用 賦能新經濟
立足「互聯網+」佈局AI 推進製造業高質發展

滲透各行各業滲透各行各業 惠及百姓生活惠及百姓生活

「打造工業互聯網平台，拓展『智能+』，為製造業轉型升級賦能。」3月5日，十三屆

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正式舉行，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出現「智能+」，並明確指出

2019年要深化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研發應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生物

醫藥、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等新興產業集群，壯大數字經濟。從「互聯網+」到「智

能+」，人工智能像水滴一樣正在滲透入各行各業。與「互聯網+」相比，「智

能+」多「加」了什麼？「智能+製造」將會為企業帶來哪些新機遇和挑戰？迎

接「智能+」，企業和政府還需要做哪些準備？就此，香港文匯報採訪了兩會

代表委員、會場外的行業精英，向讀者描繪他們心目中未來「智能+」藍

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胡若璋、李陽波 兩會報道

今年全國兩會，李克強總理所作的政府
工作報告首次出現「智能+」。相比

政府工作報告4年前提出的「互聯網＋」，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科技廳廳長王瑞軍認
為，「智能＋」更多的來說是「加」在場景
運用中。「具體來講，『智能＋』實際上和
新一代信息技術，下一代物聯網和人工智能
的發展是緊密相連的。」
王瑞軍介紹道，廣東已經把「智能＋」
作為重點領域優先啟動部署。「這兩年，廣
東省在工業互聯網、新一代通訊移動網絡、
人工智能等領域做了提前部署，醫療、教
育、智能家居、智慧工廠、智慧農場等應用
場景也在逐步推動發展。」王瑞軍說，「目
前已經有很多創新型企業前來廣東佈局、轉
化和應用他的最新科技成果，而這也是粵港
澳大灣區的核心競爭所在。」

智慧出行 刷臉語音交付
「我們和廣州市簽訂了一個為期5年、價
值118億元人民幣的智能出行訂單。」全國
政協委員、廣州市佳都科技CEO劉偉透露
道，訂單的合同要求就是圍繞智慧出行全部
實現智能化運營和管理。「以後在廣州坐地
鐵，大家可以不用帶卡、刷手機，直接刷
臉，使用語音交付系統。」在劉偉看來，這

樣的城市交通項目就是很好的「智
能＋」運用體現和實踐。

高速地鐵 享1小時生活圈
「按照目前的規劃，2020年

廣州連接中山的18號線地鐵建
設，將是一條全自動駕駛線。這
條地鐵的速度將達到160公里/小
時，是現在一般地鐵速度的兩倍，成
為大灣區一個很重要的智慧出行主幹
線。」劉偉表示，軌道交通建設將為大灣
區真正實現世界級的城市群，達到現在所規
劃的粵港澳大灣區「1小時生活圈」提供智
慧出行樣本工程。
自動駕駛的前提，就是需要將人工

識別調至成為機械識別，這意味着
整個城市的基礎體系建設，都需要
全方面智能建設。「我相信從今
年開始，總理的報告會推動這些
行業大規模應用人工智能的技
術。」劉偉說，未來民眾也能切
切實實感受到「智能＋」生活帶
來的優質生活圈。「智能＋」的
發展，也會為中國發展培育人工
智能的巨頭企業，為解決民眾日
常的需求痛點提供中國方案。

政 府 工 作 報 告 中 首 提「 智
能+」，讓來自寧夏的全國人大代
表、吳忠儀錶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
馬玉山倍感振奮和激動。因為，正
是憑借創新驅動和智能製造，這家
擁有60年歷史，甚至一度瀕臨破產
的大型製造企業，最終不僅成為中
國流程工業自動化控制領域中控制
閥行業的龍頭企業，同時也成為國
際市場該領域的佼佼者。
據了解，吳忠儀錶有限責任公司
始建於1959年，曾一度佔到內地市
場份額的20%。然而，從2002年開
始，由於受市場萎縮、A股停牌等
因素影響，吳忠儀錶慢慢陷入最低
谷，差點倒閉。在這樣的背景下，
馬玉山帶領團隊憑借智能化控制流
程，現代化精密管理，實現了信息
化與工業化的深度融合。每天從廣
州、新疆、海南等全國幾十個銷售
網點上傳過來上萬個零部件訂單，
通過智能排產，安排在車間近200
台設備進行加工生產。
「這就是工業4.0中的『離散製

造業』，即通過智能
數字化促使單件小批量
定製合同實現批量化生產
模式。」馬玉山說，「智
能製造是現代企業發展的必
經之路，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
下，『智能+』必定為中國製造
業高質量跨越式發展提供強勁的動
力。」他希望，能依託「智能+」，
在寧夏吳忠形成一個高端控制閥的
產業集群，走向國際市場。

「當前中國製造業不斷網絡化、
智能化，現有連接技術已經無法滿
足智能工廠日益增長的低時延、大
數據、高可靠和高同步精度的需
求，而5G能夠為工業互聯網提供
10G以上的峰值速率、毫秒級的傳
輸時延、千億級的連接能力和納秒
級的高同步精度。」全國人大代
表、中國移動集團公司董事鄭傑
說，加快5G工業互聯網建設，可
以為「智能+」注入新活力。
如今，全國各地都在5G工業互

聯網探索中紛紛發力。鄭傑舉例
道，目前浙江省已率先在中國打造
「1+N」工業互聯網平台體系，工
業機械人使用量居中國首位。「我
們還與多家工業上市企業合作，基
於5G開展了儀錶無線減輜升級、

AR遠程維護、切削刀具智能控
制、工業視覺質檢等應用測試。」
基於此，鄭傑建議國家加大財稅

支持力度，引導各類金融服務向工
業互聯網領域傾斜，支持和鼓勵工
業互聯網軟硬件關鍵技術的攻關。
他還建議及早制定基於5G的工業
無線技術標準，做好5G工業互聯
網的頻譜規劃和安全保障，培育5G
工業互聯網的開源創新生態。

加快5G建設助「智造」

工業4.0 融合信息化

培養技工人才
軟硬實力並重

■鄭傑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晝攝

■馬玉山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攝

■佳都科技助
力廣州地鐵站
實現智能化體
系建設。
香港文匯報
廣州傳真

■快遞分揀機械人解放了更多勞動力。
新華社

■今年兩會上，有女
記者戴着智能眼鏡進
行新聞報道。 法新社

「智能的本質就是數字化技術的靈活應
用、廣泛鏈接與自我學習能力的不斷提升，
製造的本質就是把設計變成產品，把虛擬變
成現實。」全國人大代表、浙江吉利控股集
團董事長李書福認為，製造領域的「智
能+」，就是工業化與信息化的深度融合。
「就是在現有製造業及相關產業的基礎上，
結合信息技術，最終形成工業互聯，消費物
聯，人機交互，萬物相聯。」
「『智能+』在汽車行業的應用十分廣
泛，無論是整車設計、工程研發、車間互
聯、機械學習，還是上、下游產業鏈協同發
展，都離不開智能製造。」李書福坦言，當
前中國汽車市場已經高度國際化，一場汽車
領域的淘汰賽已經拉開序幕。「在未來的三
到五年內，汽車行業必將面臨重組、破產清
算等行業洗牌，汽車產業新的格局正在形
成。」
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李書福表示，吉利

已經提前作了一些部署，成立了吉利科技集
團，聯手騰訊、中國鐵路總公司，中國航天
科工、中國電信等企業，共同探索出行、工
業互聯網等前沿領域的合作，且加緊佈局未
來智慧立體出行生態，推進創新型科技企業
建設，以實現從汽車製造商向出行服務商的
轉型。
在李書福看來，如今中國推動「智
能+」，最迫切的是需要進行教育體制改
革，培養大量軟硬件工程師和技工人才。
「雖然機器可以走向高度智能化，但我們一
定要明白，機械是由人設計製造出來的，創
造機械的核心基礎還是人，如果沒有足夠的
人才條件支持，『智能+』只能停留在理想
狀態，初級階段。」
「在人才培養上，既不能重軟輕硬，也不

能重硬輕軟。沒有硬件的支持，軟件將失去
意義，沒有軟件的幫助，硬件將無法智能
化。」李書福說，因此，中國需要培
養大量的軟硬件工程師和技工人
才，需要一代又一代年輕的力量加
盟到『智能+』的潮流之中，讓
「智能+」成為一種時尚，吸引大
量熱血青年為之持續地務實奮
鬥。」

全國人大代表、聯想董事長兼CEO楊
元慶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隨着人工智能
技術的不斷進步，世界已經進入新的「智
能化」階段，應該在「互聯網+」的基礎
上，更加前瞻地向人工智能佈局，讓人工
智能像水滴一樣滲透入各行各業，通過
「智能+」的新引擎為經濟高質量發展引
入新鮮「活水」。
在楊元慶看來，近年來，人工智能成為
科技領域最活躍、發展最迅速的技術方
向。在中國，人工智能的基礎研究已經受
到了各方的重視，但其在行業和產業方面
的發展相對緩慢。「『智能+』概念的提
出，實質就是要把人工智能的創新成果與

經濟社會各領域深度融合，推動技術進
步、效率提升和商業模式變革，提升實體
經濟創新力和生產力。」

民生行業應率先智能化
因此，楊元慶認為，國家應該選擇智能
製造、智慧醫療、智能交通、智慧社區等
影響國計民生的重點垂直行業，率先建設
一批以行業大數據應用為重點的智能化示
範項目，推動中國行業智能化水平的整體
提高和均衡發展。
「從社會角度來講，人工智能技術的發

展一方面能使我們的生活更加便利，另一
方面也能提高我們公共管理的服務水

平。」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自動
化研究所所長徐波看來，人工智能已經成
為賦能實體經濟、助推高質量發展的新動
能。未來隨着技術不斷迭代更新，人工智
能的應用場景將更加廣泛。
「例如，智能電視可以和用戶進行交
互，實現多屏互動、內容共享；智能冰箱
能提醒用戶定時補充食品，對食物進行智
能化管理，提供健康食譜和營養禁忌；智
能家居系統則能控制窗簾、燈光、煤氣
等，還能實現防盜報警。在實際應用中，
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快遞分揀機械
人、自助收銀機械人、兒童早教機械人等
也走進了人們的生活。」徐波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