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外企业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令人眼花缭乱——

“互联网之光”照亮未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扫扫脸就能直接付款带走商品，智
能穿衣镜精确建议今天的运动量，无人
机带着大小邮包飞行在乡村的稻田间
⋯⋯一系列代表互联网前沿科技创新成
果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看得人眼
花缭乱。

这是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重头戏
之一“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的现场。17
日一早正式向观众开放，310 多家中外
企业的展台前，既有络绎不绝的普通观
众，也有寻找机会的创业者们。“互联网
之光”让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未来？

新“玩法”出乎意料

来自宁波的观众刘思平一进展馆，
就先花了 30 元钱买了一只大抱枕。“不
刷卡也没输密码，扫了扫脸 5 秒钟就支
付成功了！这么方便真是想不到。”她体
验的正是蚂蚁金服展台上的扫脸支付。

“我们的生物识别机器人‘蚂可’，人脸
识别准确率为99.99%，而肉眼识别率只
有 97%，生物识别比亲眼所见更可信！”
蚂蚁金服的工程师曹雷告诉记者。截至
17 日上午 10 点 31 分，开馆一个半小
时，支付成功笔数已超过200笔。

“太好玩了！”“还能这样？”“不可思
议！”这样的评价在展馆中随处可闻。

“脑洞大开”的互联网新技术渗透进生活
的方方面面，也给观众们带来种种惊喜。

富士康展台前围满了观众，8K大屏
幕电视上邓丽君正在演唱。“竟然是立体
的，可惜手机拍不出来。”来自嘉兴的大
二学生夏霖不甘心地试了又试。工作人
员邹海明告诉记者，极高的分辨率产生
了“裸眼 3D”效果，“不过现在还是概

念机，因为 8K 片源数据量太大，3 分半
钟的演示视频就有 8TB，将来还要在解
码和压缩技术上突破”。

互动体验从展馆延伸到场外。乌镇
东栅、西栅景区间的子夜路，成为百度
无人智能驾驶的体验区，顶着激光雷达

“小帽子”的 18 辆蓝白相间无人车往来
穿梭。“这是国内最大规模的运营‘试
水’。”百度自动驾驶事业部研发架构师
王亮说，“红绿灯、各种交通标识、周围
的障碍物等，无人车都能识别。”

带来创新应用的，不只是阿里巴
巴、富士康、百度这样的大企业，中小
企业同样“亮眼”。浙江巴雷电子商务公
司设计总监董明浩忙着展示公司的可视
化装修解决方案，鼠标移动就可以看到
不同光源和光线方向下的墙漆实际颜
色，还可以随意添加装饰物、家具查看
效果。“我们正在建立主流房地产开发商
的户型数据库，希望帮助消费者不再

‘拍脑袋装修’。”

新突破加速“互联网+”

尽管互动和体验环节“百花齐放”，
但透过热闹看门道，除了改变 C 端消费
者的生活，本届博览会上的种种针对 B
端的企业解决方案，则让人们看到了

“互联网+”带给传统产业的蓬勃活力。
SAP 展台上，市场部的工作人员李

海燕手里高高举着一件灰色 T 恤衫。
“这件 T 恤衫上装有人体传感器，能够
记录司机的生理数据和驾驶动作，并提
出警示。比如司机连续急转或者猛刹
车，再分析他的心跳呼吸，就能判断司
机是否有疲劳驾驶的可能，这是我们智

能运输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一台无人机静静地停在中国邮政的

展台上。“这样的无人机在浙江安吉的乡
村邮路上已经飞了三个多月，综合核算
下来，飞一趟成本不到30元，远低于人
工派送，而且 6 级大风、中雨等情况都
能按时出工。”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浙江分
公司的余耀峰说。

三台机械手捧着一张板子，板子上
有一个小球，不管观众怎么拨弄小球，
机械手都能通过迅速移动板子保持平
衡，让小球不会掉下来。“这其实是为了
体现5G环境下的低时延通讯技术。智能
制造的未来，是要通过物联网实现设备
与设备间的无缝连接。”上海贝尔的工程
师刘伯韬说。

不过，并非只有看起来有趣的场景
才能吸引眼球。来自杭州67岁的建筑设
计师张远洋在一个“大黑盒子”前驻足
良久。这是浪潮研制的下一代关键应用
主机 Kanas，浪潮也是全球仅有的 3 家
具备关键应用主机研发能力的企业之
一。“我年轻的时候，连画图纸用的计算
器都要进口，今天能看到这样的‘国之
重器’，非常欣慰。”张伯伯的语气几多
感慨。

新思路点燃创业热情

“去年我们对101家在创新创业方面
有所建树的企业予以重奖，还有‘6+
3’奖励政策，优于周边，高于以前！”
17日上午9点30分，杭州市余杭区副区
长黄宏瞻在台上推介余杭区的产业互联
网小镇。台下 80 多名创业者目光专注，
不时记录。

这是本届“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的
新增板块，5 场项目合作洽谈活动中的
一场。这些项目合作洽谈活动，也被视
为本届博览会“市场味儿”的重要体
现。这场对接会的主办方创业黑马运营
中心总经理崔葆华告诉记者：“这次最
突出的感受，是创业园区对创业者既热
情又务实。每个园区都会和我们讲具体
想引进哪些领域的创业项目，又能提供
什么样的优惠政策和公共服务。”的
确，翻开本次博览会的项目对接会手
册，包括周转房、子女入学等细节，每
个创业园都将优惠与需求写满密密麻麻
的一大页。

热情又务实的气氛，同样在博览会
的“双创展区”中得以充分体现。尽管
展台狭小简陋，但几乎每个创业团队都
可以拿得出有模有样的产品，说得出应
用的具体数据，空谈商业模式的“PPT
式创业”难见踪影。“我们在浙江衢州、
丽水、台州等地推广了1008个村子，目
前最受欢迎的业务是农村建房装修设计
和王德裕堂的中医下乡，我们的目的是
想把 O2O 服务从城市延伸到农村。”四
海通智慧乡镇的产品经理毛和东掏出手
机塞给记者，“你点点看，每个功能都很
好用。”

在展馆门口，记者遇到了新疆和布
克赛尔蒙古自治县蒙格尔电商有限公司
的创业者刘骁，他正在帮助当地牧民将
有机牛羊肉通过互联网卖到内地。刘骁
告诉记者：“我这次来也是为了看看新动
向和新趋势，比如有些做互联网+冷链
物流的，有没有可能帮助我们降低成
本。现在创业，资源、产品、技术优势
至少要有一个，坐在家里空想不会成功。”

推进互联网与各行业深度融合

秦海波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
济 ，需 要 实 现 动 力 的 转
换。作为当今中国技术创
新、服务创新、业态创新最
为活跃的领域，互联网正
成为当代中国发展新动能
的重要来源，成为中国经
济提质增效的新引擎。这
是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上与会嘉宾们的共识。

当今世界，网络信息
技术日新月异，全面融入
社会生产生活，深刻改变
着全球经济格局。世界主
要国家都把互联网作为经
济发展、技术创新的重点，
把互联网作为谋求竞争新
优势的战略方向。近年
来，我国先后出台《国家信
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互
联网+”行动计划、“中国
制造 2025”、《促进大数据
发展行动纲要》等一系列
文件，为互联网经济的发
展提供政策引导，并积极
推动互联网经济与实体经
济的融合发展。

首先，要进一步加快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修好
修宽“网络高速公路”。尽
管我国网民数量已是世界
第一，但网络发展区域和
城乡差异比较明显，特别
是人均带宽与国际先进水
平差距较大，国内互联网
发展瓶颈仍然较为突出。
要加快宽带中国建设，提
升4G等移动宽带网络建设水平，不断扩大网络覆盖广度
和深度，更好地满足“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发展需
要，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其次，要大力实施“互联网+”战略，积极发挥我国互
联网产业比较优势，加快推进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
的深度融合。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电子商务服务业、智
慧城市建设、涉农信息服务、民生服务信息化等，坚持做
优存量和做大增量并举，坚持创新驱动和融合发展并
举。通过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思维，强化技术应用，创新服
务模式，加快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互联
网+”行动计划正重塑创新体系、激发创新活力、培育新
兴业态，对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具有重要意义。

再者，要紧紧牵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
突破网络发展的前沿技术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核心
技术。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
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实现弯道超车。应鼓励和支
持企业成为研发主体、创新主体、产业主体，鼓励和支持
企业布局前沿技术，推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创造和把握
更多机会，参与国际竞争，拓展海外发展空间。要培养造
就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网络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
高水平创新团队。围绕移动智能终端、工业物联网、车联
网、智能机器人、大数据等重点领域，加快构建行业龙头
企业主导的产业联盟。

网络信息技术是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
应用最广泛、辐射带动作用最大的技术创新领域，是全球
技术创新竞争高地。世界经济正加速向以网络信息技术
产业为重要内容的经济活动转变，我国要抓住这一历史
契机，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互联
网正促进中国经济均衡协调发展、绿色低碳发展、开放共
享发展、全面创新发展，积极拥抱互联网，加速推进互联
网与各行业的深度融合，将开启中国经济新的发展征程。

谈起支付宝、微信、国产手机，人们或许觉得司空见
惯、每天都在用，但你是否知道，其中也蕴含了代表世界
顶尖技术水平的“黑科技”？15 项全球互联网领域年度
代表性领先科技成果中，支付宝、微信和华为手机芯片赫
然在列，比肩量子通信、人工智能、混合现实等前沿科技。

当剁手族们让今年“双 11”天猫交易额定格在 1207
亿元之时，阿里巴巴自主研发的飞天技术平台正有效维
护整个电子商务系统的稳定。“今年我们创造了惊人的纪
录，整个电子商务交易系统支撑峰值每秒钟 17.5 万笔的
交易订单和每秒钟 12 万笔的支付交易。这个‘双 11’充
分弹性计算的实现，包括我们首先采用的异地双活技术，
让网站在巨大的人流面前安然无恙。”阿里巴巴集团
CEO张勇颇为骄傲。

当前，微信已经成为我们最常用的社交工具，那么除
了聊天、购物等用途，微信还可以干什么？发布会上，腾
讯公司副总裁江阳展示了微信众多新奇的用途。“微信正
从一个沟通工具发展成为开放平台，构建了一个全面开
放的智能生态平台，通过语音识别、图像识别、音频指纹、
微信 BOT 平台、生物识别等技术服务，以创新的人机交
互方式提升了用户体验。”比如，微信的“摇一摇电视”已
经连接了 500 家电视频道，每天有超过 200 档电视节目
通过微信平台与电视观众互动。

作为核心技术之一，国产芯片的发展一直令人牵
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艾伟展示的华为麒麟960
手机芯片，显示出国内厂商强大的研发实力。“麒麟 960
提出可信连接的概念，利用芯片级的inSE内置安全引擎
技术，来保护广大用户的通信连接安全和手机使用安
全。麒麟 960 获得央行和银联的双重安全认证，达到了
银行卡的安全级别。它还支持双镜头仿生模拟人眼，对
焦更快，拍得更清楚。”艾伟表示。

看看日常应用“黑科技”
本报记者 袁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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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智能制造就是跨界大数据，即
用户大数据、制造流程大数据和供应链
大数据三者打通。明年‘双 11’，我们
将会精确地备料和生产，储存多少零
件，生产线什么时候开，这些都可以根
据历史数据计算出来。”鸿海集团董事长
郭台铭这样形容大数据的意义。

和他一样，本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上，与会嘉宾几乎言必称“大数据”。阿
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甚至直白地
将数据与前两次技术革命中的主角煤炭
与石油相提并论：“这一次互联网技术革
命，数据是核心资源，未来数据是生产
资料，计算是生产力。”

大数据应用的基础，源自技术进步
带来的效率提升和成本下降。英特尔中
国区总裁杨旭表示：“拿 DNA 排序来
说，10 年前分析一个人要一个月时间，
1000 万美元；现在只要一周，1500 美
元，我们的目标是 3 年后达到 24 小时，
500美元，这就是数据的革命。”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看来，大
数据意味着 4 种能力。“一是集成和融
合，海量数据汇集带来价值的提升；二
是计算，通过云计算，能够被迅速利

用；三是洞察，人们可以由此发现新的
规律，重新认识事物间的关系；四是预
见，能够帮助人们决策。”

4 种能力交织，智慧应运而生。对
于互联网公司来说，大数据应用早已不
是镜花水月。美团点评CEO王兴在论坛
发言中给出了一个有趣的数据。“我们每
天有 700 万笔订单，但送一个外卖平均
时间只有28分钟。速度来自同城即时调
度配送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我们一
方面对送货员的状态和分布有清晰了
解，一方面会对消费者的需求有清晰统
计和预测，并根据这两点来智能调配运
力资源。”

招聘网站领英执行主席、联合创始人
里德·霍夫曼同样讲述了大数据的大智
慧。“在美国犹他州、英国曼彻斯特，我们
都根据公司的需求数据和网站上的简历
数据帮助城市进行分析，现在哪些行业能
够提供工作岗位，未来的工作岗位是什么
形态，目前失业人士又有哪些技能等。通
过这些分析，城市就能够拿出有针对性的
就业资源帮助大家重新就业。”

但是，大数据的能量并非仅仅止步于
此，它也在促成新的商业模式。“哪怕在 5

年前，对于传统企业来说，还意识不到数
据的重要性。但今天，数据已经成为我们
新生态圈的中心。”卓尔集团董事长阎志
告诉记者：“卓尔旗下有 500 万平方米的
汉口北市场和 300 万平方米的天津电商
城，基于对传统批发市场业务的熟悉，建
立了目前年交易额超过 430 亿元的批发
市场线上交易平台，就是为了要获得数
据。依靠这些来自线下线上的数据资源，
开始提供智能货运服务和基于供应链的
金融服务，形成了自己的生态闭环。”在他
看来，专业利用手中传统产业沉淀的数据
资源，是传统企业转身的“关键”。

“真正场景化的大数据，能够形成新
的商业逻辑。”WiFi 万能钥匙总裁张发
有举例说，“一个街边的美甲店，店主不
可能负担得了户外广告或电视广告的成
本，但是店主可以通过WiFi万能钥匙向
周边 5 公里以内的年轻女性精准投递促
销信息。这种精准投放能实现，是因为
人和场景的匹配提升了广告的投放效
率，进而降低成本。但前提条件是，你
能为用户准确地画像，知道他们是什么
样的人。”

在通往明天的路上，大数据应用的

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在中国科学院秘
书长邓麦村看来，加强大数据专业人才
培养是当务之急。“我们应创新人才培养
模式，建立健全多层次、多类型的大数
据人才培养体系，重点培养专业化数据
工程师等大数据专业人才，大力培养具
有统计分析、计算机技术、经济管理等
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对于更多从业者来说，最期盼政府
能够更快更广泛地开放手中的数据资
源。在 17 日举行的“互联网+出行”分
论坛上，交通运输部与百度地图合作建
设的综合交通出行大数据开放云平台

“出行云”正式上线。作为全国首个交通
领域的出行大数据开放平台，这一平台
已接入全国15个省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的相关数据。百度地图开放平台总经理
李志堂说：“促进政府开放数据，需要建
立一个多赢的机制。‘数据换服务’是较
为可行的思路，比如政府出于监管需
求，要给货运车辆安装 GPS 设备，政府
给我们数据，我们输出技术和能力，将
它们变成路况，为公众和政府决策提供
服务，这样政府就有比较积极的数据开
放意愿。”

大数据拥有大智慧 新技术催生新生态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崔国强

▲ 观众用VR眼镜体验全景音乐会。

▲ “互联网之光”博览会上，观众正在体验 SAP 的智能运输解决方案，特殊的 T 恤衫上装有人体传

感器，能够记录司机的生理数据和驾驶动作。

▶ 联想的智能镜子能够实时报出观众的基础代谢数据和建议运动量。 本报记者 陈 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