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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看似“炫技”的情景，正悄然改变

着生活。

以人形机器人为例，有的能搬重物，

有的可以迎宾，有的还能模仿中医手法进

行理疗。第二十七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

产业博览会的展馆里，人形机器人“各怀

技艺”，样样精彩。引领未来产业新赛道，

具身智能正赋能智能制造、商业服务、医

疗卫生等领域，向人们展示着“看得见的

未来”。

这几年，人们的“曾经想象”正变得触

手可及，科技创新也在突破实验室的边

界。由前沿技术驱动，那些处于孕育萌芽

阶段或产业化初期的产业，不仅具有前瞻

性、引领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未来

发展的新趋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

科技创新为引领，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和未来产业，占据国际竞争制高点，塑造经

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以科技创新引领

产业创新，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是激发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和有效路径。

产业的孕育壮大，源于科技创新的积

累，来自长期耕耘的沉淀。飞轮储能系统

具备毫秒级响应速度，为储能产业提供了

另一种可能性；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二运载

火箭发射升空，为高密度商业化发射任务

打下坚实基础；利用生物制造，大米可变

身为生产人血清白蛋白的“种子”……发

展领域不同，技术难点各异，但都呈现出

同样的产业发展规律：产业“无中生有、有

中生新”，关键在于科技创新取得突破并

实现产业化应用。谁先形成“从0到1”的

突破，谁就能够在全球竞争中率先拥有

“护城河”，掌握产品话语权、产业定义权、

博弈主动权。

用创新书写未来，以创造锻造产业，何

以活力十足、前景广阔？从概念到试验、从

转化到应用，产业生态至关重要，这直接影

响着一个地区的创新能力、发展潜力。安

徽合肥是量子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策源

地，聚集全国近1/3量子科技企业。从生

态角度看，面对“卡脖子”难题，可以协同攻

关；面对技术转化，不乏产业承接；面对技

术路线的验证，能够互相联合、反复打磨。

创新链与产业链环环相扣，正是科技创新

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基础。涵养健康生

态、促进良性循环，就要保障要素资源充分

流动。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成果转化，只

要趋势和方向是对的，通过搭建平台、健全

机制，让“书架”与“货架”无缝对接，就能不

断把科技创新的奇思妙想转化为实实在在

的新产品、新产业。

对未来有信心，表现在当下有耐心。

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应用，是长周期的过

程，存在高风险和不确定性。从科技成果

转化到大规模产业化，业界往往形象地称

之为跨越“死亡之谷”。这就需要千方百

计帮助各类创新主体，在投入与机制保障

上持续发力。如今，不少地方设立政府引

导基金和新兴产业投资母基金，加大银

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为未来

产业发展注入越来越多活水。让资本有

耐心，也让耐心沉淀成一种资本，共同做

科创企业的“长跑搭档”，我们就更有能

力、有条件在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呵

护未来产业的“幼苗”长成“参天大树”。

乘着低空智能飞行器回家，与虚拟数

字人下棋，穿戴外骨骼行走……2025中国

科幻大会上的“畅想”，让人们看到了未来

的无限可能。活力奔涌，未来已来。在传

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的同

时，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就能抓住塑造产

业未来格局的关键变量，让我们既赢在当

下，更赢得长远。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6 月 11

日 第05版）

以未来产业塑造产业未来
——从展会感受中国经济脉动①

□李洪兴

近段时间，科技产业博览会、零售业博览会、文化产业博览会等相继举行，

既展现各行业各领域的发展风采、前沿趋势，更向世界展示中国经济发展的旺

盛活力与蓬勃生机。本报今起转载《人民日报》推出的系列评论，与广大读者

一道，从展会这个窗口感受中国经济的强劲脉动。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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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待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势

头？有两种观点，颇具代表性。

一种认为，我国人工智能持续突破，

正在引领世界潮流。特别是，DeepSeek

横空出世，带动我国人工智能走出一条

“低成本、高性能”的发展路径，也在全

球人工智能产业界掀起一股“中国浪

潮”。《经济学人》认为，“中国的 AI 热潮

规模令人惊叹，中国科技企业正在颠覆

整个行业”。

另一种则认为，与世界顶尖水平相

比，我国人工智能依然存在差距。此前，

在北京亦庄举办的首届人形机器人半程

马拉松比赛中，参赛的机器人不断出现摔

倒等状况，旁边还有工程师、操作员等“人

类陪跑员”。

两种看法，联系起来辩证看，会更客

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年

轻的事业”。年轻的事业，既意味着前景

广阔，也意味着还处在成长期。近年来，

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实现整体性、系

统性跃升，但在基础理论、关键核心技术

等方面还存在短板弱项。也正因此，有人

将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比喻成“踉跄奔

跑”。既看到成绩、坚定信心，也正视差

距、加倍努力，才是正确的态度。

看到成绩不是妄自尊大，正视差距也

不是妄自菲薄，为的都是增强定力、向上

攀登。对于人工智能，既要看当下，也要

看长远、看后劲。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潜

力在哪？

在于丰富的数据资源。数据，被誉

为人工智能的“燃料”。缺少丰富的数据

支撑，算法再先进、算力再强大，也难以

实现预期效果。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12 月，我国网民已有 11.08 亿人，而生成

式人工智能产品的用户规模达 2.49 亿

人。如此庞大的用户群，不仅让数据呈

现“量大”的特征，还具有“多样”的特

点。这能为人工智能训练、优化、迭代提

供坚实基础。

在于完备的产业体系。整体上而言，

人工智能产业可分为核心产业和融合应

用产业。从核心产业来看，多个国产大模

型进入全球主流开源社区下载量榜单；截

至今年4月9日，我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

量占全球申请量的38.58%，居全球首位。

从融合应用产业来看，人工智能技术正全

面赋能农业、工业、服务业，推动传统产业

加速转型升级。聚焦关键领域，贴合实际

需求，以创新突破拓宽技术应用边界，推

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就能让

技术红利持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

动能。

在于广阔的应用场景。待出厂的30

米长合成革，只需要60秒就能自动做好全

身“体检”；人物画像、海报设计等快速生

成，提升影视制作效率；人工智能可担任

疑难罕见病的临床科研助理……从消费

端对个性化服务的需求，到供给端对智能

化解决方案的渴望，都为人工智能产业提

供了充足的发展动力。

在于巨大的市场空间。智能检测床

24小时监测老人的身体异动和生命体征，

扫地机器人自动识别并捡起垃圾，大模型

电视、AI手机、智慧家居更趋普及……如

今，从展品到商品，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渗

透更多生活场景。未来，人工智能将在更

多领域精准洞察市场需求、有效提升生活

质量。

有当下的成绩，也有长远的后劲，不

妨给予“踉跄奔跑”更多信心和耐心。

“人工智能作为新技术新领域，政策

支持很重要。”从设立人工智能专项产业

基金为初创企业提供支持，到出台税收优

惠政策鼓励企业加大人工智能研发投入，

再到支持符合条件的人工智能领域专利

申请加快授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才

能鼓励更多主体闯进创新的“无人区”，潜

心蓄力、持续探索，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

的发展蓄积更充足的后劲。

有人说，预测未来的最好方式就是

创造未来。人工智能潮流已然势不可

挡。科创之路漫漫，我们的选择应是永

不停止奔跑的脚步，在创新中引领，在前

行中开拓。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6 月 12

日 第05版）

——人工智能热的冷思考①
给予“踉跄奔跑”更多信心耐心

□孟繁哲

人工智能日益融入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

展。”本报今起转载《人民日报》推出的系列评论，与读者一起探讨，如何更好掌

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