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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伴随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的迅速发展，我国相关创新
和应用步伐明显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在国内金融领域的价值潜力备受瞩
目，尤其是在手机银行方面，用户基数庞大，可供应用的场景丰富，这些特
点都为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人工智能技术有机会通
过每个人的掌上手机银行，飞入寻常百姓家，为老百姓带来便利。

在此背景下，不少手机银行近期推出迭代升级新版本，重点提升了人
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例如，交通银行推出手机银行8.0版本，新版本依托人
工智能大数据分析能力，从海量信息中提炼，推出基金大数据榜单，助力客
户进行投资决策。邮储银行手机银行9.0版本打造“AI空间+数字员工+视
频客服”服务。其中，AI空间通过下拉手机银行首页进入，向客户直观展示
本月收支、常用缴费、最近收款人等信息，为客户提供定制服务。

针对这些问题，人们期待人工智能为手机银行带来积极转型。一些业
内专家也分享了他们的观点。“人工智能技术在手机银行上其实一直有不
少应用。”招联首席研究员、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董希淼举
例说，比如语音识别，智能语音在手机银行APP一打开，不用一层一层去
找，直接通过语音就能把需要的功能召唤出来。这样对于老年人以及视力
不是很好的用户，使用就更加方便。现在手机银行是一个综合平台，相当
于一个线上的银行支行，95%以上的个人业务都能在手机银行里面办理，人
工智能技术在其中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不仅是人工智能技术，很多新技术
也都结合在手机银行里面。

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在手机银行中的应用已经较为广泛，但与其相关的
争议也同时存在。业内专家指出，很多人工智能技术在手机银行中的应用
还处于起步阶段，想要人工智能为手机银行转型带来质的飞跃，实际效果
还需要再经过时间的检验。从数据安全上看，人工智能需要大量的用户数
据来进行训练和优化，如果手机银行在收集、存储和使用用户数据方面没
有得到妥善保护，用户的隐私保护就令人担忧。从环境上看，社会整体对
人工智能技术的认知和接受程度还不高，涉及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也有待
进一步完善。从主观上看，部分金融机构相对封闭，还处在“甲方思维”之
下，缺乏主动创新和服务的意识，在金融科技方面投入不多，人才储备不
足，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强。

针对未来人工智能如何助力银行数字化转型，董希淼建议，手机银行
要坚持“以人为本”，这是手机银行业务发展的基本原则。要培养“乙方思
维”，研究市场和客户需求特别是发展痛点。要持续提升自身科技能力，打
铁还需自身硬，加大科技投入，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技术优势和人才队
伍。 来源：《经济日报》

人工智能
让手机银行更聪明

记者从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获悉，该院等离子体研究所陈长伦
研究员课题组在等离子体技术制备偕胺肟复合材料用于海水提铀研究取
得新进展。相关成果日前被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应用表面科学》接收发表。

海水中铀总量约45亿吨，是陆地铀储量的1000多倍。基于偕胺肟基
团修饰的高分子功能材料被认为是目前比较理想的海水提铀材料。但是，
海水提铀材料面临的挑战是，偕胺肟基吸附材料的吸附性能受环境影响很
大，实验室测得的吸附容量普遍高于真实海水中的吸附容量；官能基团没
有得到充分利用；一些接枝方法使材料的机械性能受到损失；偕胺肟基复
合材料对吸附选择性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低温等离子体技术活化材料优势是活化材料表面，不会破坏材料体积
结构，待修饰单体不需要保护，具有高效、方便、清洁无污染等优点，等离子
体中活性粒子能量可以打开这些共价键重新组合。研究团队使用氧等离
子体作为接枝手段，在纤维素表面制备具有多种自由基的结构，并用于后
续接枝活化。等离子体改性过程中被修饰的基底暴露于部分电离的气体
气氛中，通过插入或取代先前的官能团或产生用于表面接枝或随后交联的自
由基，在基质上产生新的化学官能团，对基体内部结构无影响，保持基体固有
的性质避免了常规方法环境污染与辐射性。结果表明，等离子体技术制备的
偕胺肟化纤维素材料可以显著提升铀酰离子在低浓度情况下的富集。

研究人员表示，此创新方法可为制备改性海水提铀吸附剂材料提供新
的思路。 来源：《科技日报》

“海水提铀”
技术研究获新进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8 部门不久前联合印发的
《关于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
到2027年，传统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
合化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如何推动传统制造业绿
色转型，加快促进其向环境友好、生态平衡的绿色
低碳模式转变，成为题中之义。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
目前已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23年4月份，我国共
计创建绿色工厂3616家，制定与修改工业节能、低
碳、资源综合利用等领域相关标准500多项，光伏行
业总产值突破1.4万亿元，新能源汽车产销连续8年
位居世界第一，传统制造业绿色化水平持续提高。
从地方层面来看，浙江、福建等地相继出台节能降
耗和能源资源优化配置的相关规划、绿色经济发展
行动计划等政策，积极推动高碳制造业减排工作，
鼓励支持绿色技术创新，培育壮大新兴绿色产业。
上海近日也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制定了《上海市发展

方式绿色转型促进条例》，指出要推进产业数字化
和绿色化的深度融合，推动钢铁、石化、电力、交通、
建筑等领域的绿色转型。

整体来看，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
段，粗放低效、环境污染等问题较为突出，高消耗、
高排放仍然是传统制造业发展的主要特征，加之部
分企业的转型积极性不高、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不
强，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要打破环境资源约束瓶颈，就必须坚持走新型工业
化道路，坚持法治化与市场化原则，以问题为导向，
以创新为驱动，推动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聚焦
存量转型与增量引导。

加快绿色技术创新，激活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
的内驱动力。有关地区应着力构建绿色技术创新
体系，加强科技、知识产权等部门间的协同与合作，
进一步完善与绿色技术相关的成果转化、技术交易
等制度，加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支持力

度。同时，还应综合考量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
况，通过加强制造业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促进绿
色技术链条的人才、资金、产业等因素融合发展，为
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提供充足的制度保障。

注重区域协同发展，协同推进传统制造业绿色
转型。区域协同是传统制造业实现绿色转型的关
键所在。有关地区要贯彻落实区域一体化发展战
略，坚持全面化、系统化原则，积极与相关省市建
立合作协作机制，针对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实
际困境，加强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信息共享等方
面合作，提高企业之间的沟通交流，实现经验分享
与模式互鉴。同时，还要坚持“引进来”与“走出
去”并重，积极对标绿色国际规则，推动更高水平
国际合作，促进全球绿色先进技术与国内产业对
接融合，为传统制造业绿色转型营造良好的发展
环境。

来源：《经济日报》

加快传统制造逐绿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