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编辑 // 史翔凤 胡启龙 校对史翔凤 胡启龙 校对 // 郝成圆郝成圆

晚报版晚报版 1010版版 20252025年年33月月1717日 星期一日 星期一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将对全球经济

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

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高度重

视人工智能发展，积极推动互联网、大

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培育壮大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面向未

来，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不断推动人

工智能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发挥

人工智能在催化孕育未来产业方面的

重要作用，为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推

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人工智能是赢得全球科技竞

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

人工智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的浪潮中，既是推动效率提升的工

具，更是重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

力量，推动生产方式全面变革。人工智

能通过重构生产要素配置，推动人类从

依赖体力与经验的生产模式向数据与算

法驱动的智能模式跃升，实现生产效率

的跨越式提升。同时，人工智能依靠其

超强关联能力与计算能力进行科学探

索、解决复杂问题，成为科学发现加速

器，开启人机协同、数智融合的全新范

式，重新定义人类智慧与生产生活疆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谁能把握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经济发展机遇，谁

就把准了时代脉搏。”作为一项通用技

术，人工智能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维护

国家安全的重要抓手，已成为国际竞争

的焦点。当前，世界主要国家加紧出台

人工智能领域相关规划和政策，力图在

新一轮国际科技竞争与全球发展变局

中掌握主导权。美国颁布《2020年国家

人工智能倡议法案》、更新《国家人工智

能研发战略计划》等，旨在确保美国在

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欧盟成立人

工智能办公室，通过《人工智能法案》，

旨在以高水平人工智能治理推动人工

智能发展；我国先后出台《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规划》《科技部关于支持建设

新一代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的通知》

等重要规划文件。以更开放的姿态拥

抱技术红利，同时通过全球协作构建更

具包容性的治理框架，使人工智能成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加速器，让

世界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不仅关乎

技术进步，更是对人类智慧、伦理与协

作能力的重要考验。

人工智能推动传统产业焕发

新生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巩固传统产

业优势，大力推动转型升级”。传统产

业技术路径明确、产业发展成熟，具有

分工细、产业链长、领域多、劳动力较

为密集等特征，催生大量就业岗位，是

我国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

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石。建设具

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应

有之义。

目前，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正面临一

些问题和挑战。从国际局势来看，当今

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全球经

济在“软着陆”轨道上低速前行，据世界

银行预测，2025 年和 2026 年全球经济

增速将稳定在2.7%。同时，逆全球化沉

渣泛起、保护主义明显抬头，进一步缩

小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空间。国内方面，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劳动力、土

地等资源要素成本抬升，进一步增加了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难度。面对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如何把握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的基本逻辑与规律，推动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范式发生根本性变革，

成为重要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既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

业蓬勃发展，也要注重用新技术新业

态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当前，以

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为

破局关键。推进数智基础设施建设，

构建数据要素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

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用好多层次、立体

化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通过“人工智

能+数据要素”这一创新组合，面向传

统产业各领域、各场景进行全方位、全

角度、全链条改造，推动传统产业在研

发设计、生产制造、采购销售、运营管

理等方面实现技术运用、资源配置、流

程设计等创新性突破，使制造业在生

产效率、产品质量、创新能力等方面实

现质的飞跃，在努力实现降本增效的

同时，形成新业态新模式，使传统产业

焕发新生机。

人工智能培育未来产业新高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瞄准未来

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加快新一代信

息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

技、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科技创新，培

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未来产

业主要聚焦于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

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

等领域，代表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的前沿方向。未来产业由前沿技

术驱动，具有战略引领性、前沿颠覆性、

场景突破性等显著特征，其技术边界持

续动态演进、应用场景加速裂变拓展。

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正围绕低轨卫星

通信、无人机物流、元宇宙空间等一系

列新赛道展开战略布局，加速培育未来

产业，将技术优势的积累加速转化为未

来发展主动权。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通过颠

覆性创新实现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

大规模应用示范，加快培育未来产业，

有效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实现生产

力质变和跃迁。通过技术优势，人工

智能为前沿领域注入强劲动能，推动

未来产业发展。在航天领域，人工智

能驱动的微波雷达确保了天舟货运飞

船与空间站精准“牵手”，“卫星智能工

厂”实现了从总装到测试的全过程自动

化，为完成复杂任务提供强大助力；在

产业互联网领域，人工智能可以赋能产

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推动产业资源协同

利用，推动全产业链智能化，助力企业

降本增效；在低空经济领域，人工智能

可以赋能物流无人机、空中出租车等场

景的智能调度、路径规划，助力低空经

济“高飞”；在虚拟现实领域，通用人工

智能技术为虚拟场景生成、人机交互等

环节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深度优化教

育、医疗、娱乐等领域的虚拟场景……

在人工智能驱动下，这些前沿领域形

成的未来产业矩阵正在构建新型发展

空间，成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

引擎，为破解资源环境约束、重塑全球

竞争格局提供全新可能。

携手迈进更加美好的“数字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方兴未艾，大幅提升

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难以预知的风险挑

战。我们应当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发展大势，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

把安全作为底线要求、把普惠作为价

值追求，加快推动网络空间创新发展、

安全发展、普惠发展，携手迈进更加美

好的‘数字未来’。”新时代新征程，解

决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各种风险和复

杂挑战，使人工智能为高质量发展提

供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必须加强人工

智能治理、构建人工智能生态体系，不

断提升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性、可靠

性、可控性、公平性。

构建多层次技术生态。从大模型

技术突破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新应

用，从具身智能等新范式快速发展到

通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发生革

命性突破，技术发展正在驱动技术生

态构建。构建起多层次的人工智能技

术生态，首先要打造涵盖算法框架、算

力资源、数据要素的通用技术池。在

此基础上，依托行业龙头企业向垂直

领域深耕，将通用能力转化为适配垂

直行业应用场景的专用技术模块。这

种“基础层共享、应用层深耕”的模式，

可以打通行业壁垒，加速技术渗透，形

成创新合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和未来产业培育。

深化开源开放。开源开放是破除

技术壁垒、实现普惠发展的关键路

径。开源开放可以打破闭源人工智能

生态围栏，使中小企业能以更低成本

获取先进技术，让人工智能带来的技

术创新人人可用、处处可及。深化开

源开放，要在合法合规前提下，构建语

料开放、模型开源服务体系，推动基础

模型、算法和数据资源的共享与开

放。同时，持续倡导包容开放，鼓励更

多开发者投身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研

发、转化与应用。

筑牢信任基石。安全是护航人工

智能健康发展的“底板”。筑牢人工智

能信任基石，要秉持“以人为本、智能向

善”原则，以保障社会安全、尊重人类权

益为前提，建立并完善人工智能伦理准

则、规范及问责机制，确保技术发展以

造福人类为初衷。数据与算法安全是

人工智能安全的核心，要将安全治理嵌

入研究开发应用的全过程，提高人工智

能治理的技术能力，赢得全球范围内对

人工智能技术可靠性和价值创造能力

的信任。

加强国际治理和合作。人工智能

的发展孕育着推动国际社会携手应对

全球性挑战的合作机遇。加强人工智

能国际治理和合作，要推动落实《全球

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

享的理念，共同加强人工智能战略对

接和政策交流，倡导制定人工智能发

展的国际标准和伦理规范，合力突破

关键技术瓶颈，合作推动数据依法有

序自由跨境流动，推动建立兼顾安全

与发展、公平与效率的人工智能全球

治理框架。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

济学研究所所长）

来源：《人民日报》（2025年03月13

日 第09版）

以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戎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