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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人工智能引领新产业革命的风口

巫鹏程 董宏伟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江苏分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我们必须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不能有任何迟疑，不能有任何

懈怠，不能失之交臂，不能犯历史性错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一批新的增长引

擎。其中，人工智能就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战略性技术，是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2022 年 11 月 30 日，

美国 Open AI 公司研发的聊天机器人 Chat GPT 正式上线，全网轰动，不仅引发了全球互联网企业科技竞赛，更在极大程度上改

变了人机交互方式。日前，北京等多地发布文件，明确提出支持头部企业打造对标 Chat GPT 的大模型，着力构建开源框架和通

用大模型的应用生态，百度、京东、科大讯飞等企业纷纷宣布进入此赛道。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地，江苏要敏锐把握人工智

能技术新浪潮带来的机遇，积极发挥出基础研究扎实、市场需求广泛等优势，立足省情、站稳风口，以源头自主创新实现科技

突破，把握先发优势，以产业前瞻布局引导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增添“智慧

引擎”。

数字经济迎来新一轮变革

实现数据与内容生产新供给。借助以 Chat GPT 为代表的 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这种全新的生产工具，数据这一新型生

产资料具备“低成本，高效率”的双重优势，极大提升了生产内容的产出率与丰富度，提高了数字化产业的技术成熟度，重塑

了生产内容的供给关系，特别是其成本较传统生产模式具有颠覆性效应。据测算，传统内容生产商完成相同文字量所需成本约

为 AIGC 的 264 倍。

拓展产业互联网应用新场景。生成式人工智能为加快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创造了可能。在传统工业领域，需要大量的

高重复、高耗时、低层次的人工作业，AIGC 通过技术赋能方式将其转化为工程任务自动化，减少用工成本，提高工程的效率与

准确性。在汽车制造领域，AIGC 可与互联网、物联网、5G 等信息技术深度结合，通过自动驾驶、智能语音等方面推进汽车智能

化，同时提升汽车信息的交互与应变性，促进网联化发展。

注入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基于能识别复杂的人类语言能力，未来的人工智能软件可应用于制造业、采掘业以及以人力为

主的服务业，引发数字化产业与服务在成本与效率上的革命性变革。同时，围绕人工智能产品的制作、宣传与服务等方面，可

形成新的数字化产业链，创造出新需求与经济增长点。

人工智能安全隐忧需重视。以 Chat 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多基于以算力为核心的多层次结构模型，大致可分为

算法基础层、算法中间层、算法应用层。算法基础层通过数据信息的采集、归纳、整合、注释为算法中间层提供生产原材料，

经由算法中间层的再加工，再由算法应用层将人工智能模型应用到具体的内容生产领域。由于存在数据来源不清、数据准确性

不足等问题，极大考验着模型的数据处理、模型纠偏等能力，稍有不慎会造成数据安全泄露、违法信息传播、数据欺骗、恶意

信息倒灌等后果。

人工智能发展迈入新高地

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应用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并拥有自身发展的独有优势，但在技术发展提速所依托的数据、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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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等核心要素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

在政策支持、数据规模及市场需求等方面具备优势。从政策支持来看，2017 年国家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要

求到 2030 年我国的人工智能要实现重大理论突破。今年全国两会通过《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国家

数据局，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政策依托与组织保障。从数据规模来看，当前，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数字化做

好了，才有训练 AI 的数据。”随着 5G、工业互联网等领域高速发展，通信设备接入数量和承载能力提高，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

的数据集中地，这会极大提升人工智能训练的效果，相关模型结构和结果也将更为精准。从市场需求来看，虽然美国在人工智

能技术研发与应用方面居于全球领先地位，但我国在某些人工智能小精尖领域具有优势。

正视核心技术卡脖子、算力布局需优化、数据质量待提高等问题。在核心技术方面，Chat GPT 主要采用的技术包括了底层

芯片、深度学习以及高端检索等，但我国在这些技术领域的研发明显不足，高端芯片严重依赖国外输入，相关领域卡脖子问题

较为突出。在算力布局方面，随着世界各国都在大力推动数字化转型，我国在超级算力领域所具备的领先优势正逐渐缩小，高

质量数据中心不足，现有数据中心多集中在东部，囿于土地、能源等资源紧张，很难大规模发展，“东数西算”规划落地还需

时日。在数据质量方面，一是数据积累的实时性、关联性、准确性不足，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需要的数据往往与社会供给数据

存在“脱节”的问题；二是数据管理机制不够科学，许多人工智能所需要的数据并非涉密性的，但仍需要层层审批才可获得，

阻碍了数据经济价值的释放；三是市面上人工智能产品多以英文为主，在语法、句式、结构以及缩写等方面与中文差异性较大，

易形成“数据孤岛”。

引导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实体经济

江苏作为国内人工智能发展的引擎区域，基础研究优势明显。多个高校开展了自然语言处理大模型的研究，并与华为、百

度、阿里等行业龙头开展产学研合作。目前，南京已建设长三角第一个基于国产技术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初步具备全栈自主

可控人工智能计算能力，每秒运算次数达 4 万万亿次。但作为制造业大省，抢抓人工智能新机遇，赋能工业生产，既是发展使

命，更是优选赛道。

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潮流，铸造江苏特色的人工智能优势。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深度融合，能实现工业数据、工业机理和

人工智能算法三要素合一，帮助企业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进程。目前，江苏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全国领先，工业互联网将成

为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的重要突破口。要抓紧构建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的引导机制，制定科学、合理、完备的人工智能产

业化政策体系，加速场景化、工程化、产品化、商业化。

做大做强人工智能产业，推动数字经济转型升级。把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列入优先事项，集中资源投入、避免同质化竞

争；重视人工智能应用、创新应用模式，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机器人技术深度融合，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汽车、无人机、建筑、

医疗和消费电子产品等领域的应用；大力培育壮大江苏人工智能本地企业，强化国际产业合作，全面融入全球人工智能研发体

系，吸引国内外人工智能优势企业和优秀人才落户，带动产品和产业集聚。

打破人工智能发展障碍，加强安全监管和数据保护。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和隐私泄露

等问题，筑牢安全屏障，加强风险评估、平台监管和法律监管。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层面的伦理研究，规范产品应用，助力

数字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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