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下创业、投资的风口，在创业者、投资人
的答案里，人工智能几乎是必选项，然而这片

“蓝海”奔涌而至的势头，仍让业内始料未及。

专家解读

●中国联通总经理陆益民
按照目前趋势，到今年年底，物与物之间的

连接总数要超过过去传统人与人之间或智能设
备和设备之间的连接总数，到2020年将达到200
亿个连接点。

连接产生数据，有了数据，才有人工智能爆

发式成长的基础。
●上海考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项目总监

薛伟星
现在人工智能不是过热，而是处于起步阶段，

以后应用会很广，大家可以朝着不同方向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与制造业加速融合，将衍生出

诸多细分市场，容纳大量创新创业企业。
●联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杨元庆
人工智能仍在快速发展阶段，智能终端、数

据、计算能力和算法是互联网数字经济迈向人工
智能时代的关键要素，其中算法作用将无可取代。

当下创业、投资的风口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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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居全球第二

“网络犯罪已成为人类面临的严峻威胁和
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来应对，包括制定

全球性打击网络犯罪法律文书。”4日，在第四届世
界互联网大会分论坛上，来自俄罗斯、南非等国家，
以及联合国、亚洲-非洲法律协商组织等机构的专
家，共同讨论协商促进打击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
义国际合作、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

“推动打击网络犯罪国际合作，特别是制定相关
的全球性法律文书，可为各国共同打击网络犯罪和
网络恐怖主义提供法律基础。”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
司司长徐宏说。

徐宏表示，全球性打击网络犯罪国际公约的制
定，将为各国开展相关执法合作、加强能力建设、
技术援助等提供有效统一的法律标准，有效补充
和加强现有的双边和地区合作机制。

□据 新华社杭州12月4日电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和《中
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蓝皮书4日在第
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正式发布。这是
大会举办以来，首次面向全球发布互联网
领域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报告指出，2016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达22.58万亿元，
跃居全球第二，占GDP比重30.3%，以数字
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蓬勃发展。

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最新应
用成果引人注目，它们填补“人”的短板，

“让生活更美好”，也预示着人工智能
的技术和应用产业“蓝海”奔涌而至。

蓝皮书内容

由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牵头编
写，内容涵盖国内外信息基础设施、网
络信息技术、网络安全、数字经济、电
子政务、互联网媒体、网络空间国际治
理等互联网发展重点领域。

中国网民规模居全球第一

在互联网大会上看人工智能

哪些“人工”要被“智能”代替？

阿里云“ET 城市大脑”，应用于城市治
理、实时交通感知及优化、特殊车辆绿波带
等，为市民节省 10%出行时间，为应急车辆
压缩通行时间 50%。

百度DuerOS对话式人工智能系统，可以
实现影音娱乐、信息查询、生活服务等10大类
目100多项功能操作。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社会治理与风
险感知防控平台”，让“存在就有痕迹、联系就
有信息”……

专家解读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陈肇雄

以企业为主体，当前中国产、
学、研各界围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
进行全面攻关，图像识别、语音识别、
无人驾驶等应用技术进展迅速，智能
网联汽车、机器人、无人机、智能家居等领
域形成大量特色鲜明的应用案例。

“颠覆者”服务“美好生活”

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及产业变革的重要驱
动力，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世界和人类的生
产生活方式。

人工智能作为“颠覆者”，将在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方面，扮演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

专家解读

●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
我们会很快跟雄安新区一起宣布一个大的

智能城市计划，这个计划不仅对于一个新的城市
来说有很强的适用性，也跟所有的城市相关，每
一个城市要想提高它的智能水平，必不可少的就
是要把人工智能技术逐步渗透到每一个角落。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肇雄
在可见的未来，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将逐步走

进千家万户，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
智能网联汽车将改变交通形态，使出行更低

碳、高效、安全。
医疗影像辅助诊断系统将改变基层医疗技术

人员匮乏的现状，辅助医生改进治疗方案。
服务机器人将为老人和儿童提供

更多帮助和更高质量的生活。

绘制 宁琦

中国的数字经济占
GDP比重达三成

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主要
大国和地区重塑全球竞争力的共同选
择，目前全球22%的GDP与涵盖技能
和资本的数字经济紧密相关，中国的
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三成。

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
互联网治理模式

互联网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各国的
共同参与和有效治理。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探索适合
本国国情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包括个
人隐私保护、数字贸易规范、网络内容
管理、规范产业竞争秩序、打击网络犯
罪活动等。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已进入多边、
多方治理并行阶段。

●其中，中国网民规模达7.51亿
●居全球第一

根据报告，截至2017年6月：

延伸阅读

中外专家呼吁协商制定
全球性打击网络犯罪法律文书

全球网民总数达38.9亿
普及率为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