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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7月6日电 大模型深度赋能千行百

业，二十余款人形机器人集中亮相，自动驾驶商业化落地

提速……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人们深刻感受到智

能变革带来的浪潮。

从“镇馆之宝”到重磅新品，从前沿技术到创新生态，

人工智能带来的经济新动能正加速显现。

国产大模型：渗透千行赋能百业

记者在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看到，国产大模型正

加速渗透千行，赋能百业。

近年来，国产大模型加速发展。国家网信办数据显

示，截至2024年3月，已有117家“大模型”成功备案。

展会现场，各类面向细分行业的专用大模型“百花齐

放”，在工业、医疗、气象、教育、科研等领域各展所长。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的“驭电”智能科学计算

大模型旨在助力电力系统运行。“新型电力系统既要保证

电力系统安全，又要最大限度利用新能源。大模型可以

帮助系统兼顾安全与效率，部分省区已实现每用4度电

就有超过1度来自新能源。”南方电网公司战略规划部总

经理郑外生说。

从娱乐社交到办公学习，大模型同样可以发挥优势。

“教育大模型既不能‘一本正经胡说八道’，也不能

‘越俎代庖’帮孩子们完成作业。”猿力科技集团工具事业

部负责人王向东介绍说，利用大模型的自然语言生成能

力，教育类终端可以通过多轮启发式对话，引导学生逐步

列出提纲，进而写出作文。

大会期间，百度文心、阿里通义、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

书生等通用大模型悉数亮相。一方面，这些通用大模型不

断迭代；另一方面，由其衍生出的生态圈也日益繁茂。

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出实验室

走进展区，由人形机器人排成的“先锋阵列”让人眼

前一亮。它们站成两排，有的憨态可掬，有的体型轻巧，

还有能搬起重物的“大力士”。

特斯拉二代Optimus、开源通用人形机器人“青
龙”、能后空翻的宇树H1……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重
点打造人形机器人专区，展出25款人形机器人，数量创
下历年之最。

“你好，我是青龙人形机器人，能帮你做家务。”

“桌面你帮我清理一下吧。”

“好的，正在为您整理中，我先把面包和水果分类摆放。”

“青龙”依次拿起面包和橙子放入收纳篮中。这是大

会现场，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工作人员演

示的一幕。

除了做家务，“大力士”机器人也可以帮人干脏活苦

活。傲鲨智能创始人徐振华告诉记者，“为满足矿山、野

外等场景搬运重物的需求，我们设计的机器人可负载40

千克。”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逐步成熟和机器人产业快速发

展，人形机器人正成为中国新质生产力的要素之一。根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

见》，到2025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创新体系初步建立。

从零星展出到集体亮相，从不能动到能走路、会做家

务……记者注意到，越来越多人形机器人正走出实验室，

进入公众视野。

四川天链机器人市场部经理范毅文介绍，公司的人

形机器人已面向部分大学、实验室交货，用于二次开发。

另有家电企业表达合作意向，计划用于替代生产线上简

单重复的工作。

记者了解到，尽管一些产品已具备商业化应用潜力，

但距离真正走进公众生活仍有距离。目前人形机器人的

报价大都在几十万元至上百万元之间。在一些需要肢体

接触的场景中，也仍存一定安全风险。

业内人士认为，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人形机器人要实

现大规模应用，仍需进一步升级“软硬件”，提供更全面的

解决方案。

自动驾驶：商业化落地提速

随着技术、基础设施、政策法规等日益发展完善，智

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物流车、无人驾驶飞行器等商业化

落地提速。

大会期间，浦东世博园周围5公里范围内，上汽赛

可、小马智行投放了20辆没有司机的出租车，市民动动

手指在指定站点预约下单，即可收获打无人驾驶出租车

的新奇体验。

记者了解到，上海移动今年携手华为等合作伙伴率

先在上海浦东金桥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开通5G-A车联

网示范路线，验证了车、路、网、云、图全要素，为下一步实

现全城全网的广域低时延高可靠车联网络试点。

此外，在封闭路段、路况相对简单的工业等场景，无

人驾驶日趋成熟，已成为助力生产提质增效的“好帮手”。

在特变电工天池能源南露天煤矿剥离工作平盘，200

多台无人驾驶矿用宽体车在煤海中穿梭，进行土岩传输工

作。“基于露天矿无人驾驶运输解决方案“著山”的精准协

调，已完成常态化无人承包全矿50%土方剥离量超18个

月。”易控智驾科技有限公司战略副总裁林巧介绍。

参展的上海峰飞航空科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5

月，其2吨级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完成特许飞行，这款无

人驾驶货运航空器最大起飞重量2000公斤，典型载荷

400公斤，运载能力等同小型直升机，但运营和维护成本

远低于直升机。

业内人士认为，自动驾驶在一些场景接近甚至超越

人类驾驶水平，但商业化安全应用仍需更多数据积累和

场景训练。“商业化、规模化、政策引导及量产供应链等方

面需共同发力、不断完善。”黄涵韬说。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董雪、周琳、龚雯）

据新华社上海7月6日电（记者王辰阳）“从

大会会场到展馆，乘上无人驾驶巴士就不会在接

近40摄氏度的天气里大汗淋漓了。”一位乘客感

慨道。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会场内外，人工

智能在交通出行领域的应用进一步落地，加速

“驶入”人们的生活。

对于传统的地铁和公交来说，固定的线路难

以满足乘客“最后一公里”的需求。在2024世界人

工智能大会上亮相的“智捷易行”无人驾驶巴士，可

以通过AI大模型采集附近乘客下单的需求，即时

计算出最优接驳线路，进而调度车辆行驶。

“我们的巴士服务就像是短驳版的拼车服务，

融合了人、车、路等多种数据进行大模型训练，能

够承载的乘客更多、运行效率更高。”隧道股份城

建设计集团数智交通实验室主任董志国说。

近年来，以自动驾驶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应用

场景，成为车企和科技公司竞相创新的舞台。在

本届大会期间，多家企业获得上海市无驾驶人智

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许可。获得许可的企业小

马智行表示，乘客可以通过手机软件预约乘坐无

驾驶员的自动驾驶出租车，覆盖浦东205公里的

路线。

在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相关论坛上，

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康林松

表示，人工智能贯穿汽车行业的方方面面。一方

面，人工智能正让自动驾驶成为现实，解放司机

的双手；另一方面，在智能座舱中，用户可以和车

辆进行对话，此外还准备在明年推出虚拟助理，

通过交互帮助用户处理与驾驶环境相关的各种

情况。

中国的本土车企同样在加强人工智能的应

用。百度和吉利控股集团联合打造的极越汽车，融

合了AI大模型和汽车制造进行创新。驾驶人发

言“帮我打开那扇窗”，AI大模型快速打开了副驾

驶位的车窗。驾驶人的语言并没有明确的指向，

但是AI大模型同步捕捉到驾驶人转头的角度、眼

神的方向，甚至是唇形，精准地完成相应工作。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志华在大会期间表示，

未来不能就“智能”谈“智能”，汽车智能化的不

断推进需要持续深化、综合交叉，充分挖掘相关

学科潜力，实现全场景安全、可靠、有回报的良性

发展。 （参与采写：曹雅典）

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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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透露AI发展新趋势

工作人员在展示手势控制机器人操作流程。新华社记者黄晓勇摄

一家人工智能公司推出的“具身智能本体”跳舞机器人，

吸引大批观众前来参观。
新华社记者黄晓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