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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一步增强科技支撑、提
升“双碳”科技创新整体效能，是不
久前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当前，需要不
断塑造科技助力“双碳”发展的新动
能、新优势，通过实施生态环境科技
创新重大行动，有效降低发展的资
源环境代价，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
和后劲。

不过，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生
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
压力尚未得到根本缓解。比如，绿
色低碳重大战略技术储备不足，一
些领域受制于人，创新链与产业链
协同度不够，技术转化率还不够
高。对此，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
野、更大力度来谋划推进相关工作.

加快绿色技术转化应用也很必
要。应根据区域绿色技术发展优势
和应用需求，布局建设若干国家绿
色技术交易平台。健全绿色技术交
易平台管理制度，完善基础甄别、技
术评价、供需匹配、交易佣金、知识
产权服务和保护等机制，提升绿色
技术交易服务水平。以节能降碳、
清洁能源、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
环境保护、生态保护修复等领域为
重点，适时甄选先进适用绿色技术，
发布绿色技术推广目录，明确技术
使用范围、核心技术工艺、主要技术
参数和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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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含金量

提升发展“含绿量”

今年以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应用
场景不断拓展，产业生态不断完善，在给经济社会发
展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产生了传播虚假信息、侵害
个人信息权益、数据安全和偏见歧视等问题。

加强监管 引导行业规范发展
近期，国家层面密集出台针对人工智能的监管政

策，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重视通用
人工智能发展，营造创新生态，重视防范风险；7月13
日，国家网信办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广电总局公布《生
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提出采取有效措
施鼓励生成式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对生成式人工智能
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

地方层面也先后出台了促进人工智能规范发展
的相关政策，北京市提出，探索对人工智能产业实行
包容审慎监管，持续推动监管政策和监管流程创新，
做好安全评估，推进算法备案，引导创新主体树立安
全意识，建立安全防范机制；深圳市提出，建立健全公
开透明的人工智能监管体系，依法依规、包容审慎开
展监管，围绕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科技伦理、就业促
进等领域建立风险防范和应对机制，防范和打击违法
行为，引导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和组织健康发展。

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早已成为全球共识。斯
坦福大学发布的《2023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提到，对
127个国家的立法记录调研的结果显示，包含“人工智
能”的法案被通过成为法律的数量，从2016年的仅1
个增长到2022年的37个。

“要强化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工作，从数据安全、网
络安全、算法安全、算力安全等多方面入手，实现人工
智能对经济的良性促进作用，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产业。”北京交通大学中国高端制造业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朱明皓表示。

实际上，发展大模型不只是在数据、算力、算法这
三大要素的基础上进行，在不断优化训练的过程中，
安全问题也不可忽视。在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看
来，人工智能大模型仿佛一把双刃剑，如今大模型的
安全问题已经超越了内容安全。

加速应用场景落地 联合迭代创新
目前大模型发展还处于快速变化和不断创新阶

段，要更好地抓住大模型发展机遇，真正发挥出大模
型的优势，除了加强监管、防范技术风险以外，也要加
强创新，在更多的业务场景中加快落地。

“现在投资训练的都是小学生，没有研究生，这样
的情况下，每家算力都不大，每家数据都不够多。”北
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黄铁军此
前在2023中国互联网大会上表示，大模型这件事要
体系化地去做，特别是一定要把大模型竞争从模型本
身给拉回到算法竞争、技术竞争上去。

当前，大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持续爆火，推动
智能管理、智能排产、智能生产、智能仓储、智能诊断、

智能服务等应用加速落地。基于大模型的AI试衣，
可以让一件衣服匹配多个真实的模特，通过人像的自
动修复、精准局部的控制，在保留衣服细节的同时又
能适应人体的不同姿态，实现服装图片制作时间由

“天”级缩短到“分钟”级、“秒”级；铁路系统依靠人工
巡检强度比较大、难度比较高，基于火车图像数据训
练，结合最优目标检测和图片识别框架，实现小样本
故障和定位识别，可以实现故障类型的自动准确识
别；基于2.56亿参数的气象大模型从40多年的气象
记录中寻找气象规律，从200TB的海量训练数据中学
习气象要素间的关联关系，可以实现7天气象预报精
度超过欧洲气象中心实时预报20％，预报速度提升1
万倍。

华为云大数据与AI总经理李伟表示，很多行业
的核心业务系统正在被大模型能力渗透，预计两年后
有50％的行业核心场景应用围绕大模型能力来开展，
整个产业格局也正在被大模型重塑。

“要从‘大量模型’变成‘大炼大模型’，当前碎片
化很严重，唯一有希望的就是大家通过开源的方式联
合迭代创新。”黄铁军表示。而在阿里达摩院资深技
术专家王巍巍看来，从长期发展来看，应该是把数据
做大、把数据质量做高、把模型做小，可能会有助于规
模化的落地。

此外，大模型在智能终端中的应用也备受关注，7
月2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
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电子产品消费的若干措施》指
出，鼓励科研院所和市场主体积极应用国产人工智能
技术提升电子产品智能化水平，增强人机交互便利
性。

近日华为披露的关于最新的鸿蒙操作系统将具
备AI大模型能力的消息也受到高度关注，“大模型手
机要来了”的消息频频传出。而据IDC预测，到2026
年，中国市场中近 50％的终端设备的处理器将带有
AI引擎技术。大模型在智能终端上的落地也将成为
大模型应用的另外一个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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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产业
健康发展路在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