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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肯锡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数据显
示，由于本土及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
中国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车辆及出行服
务市场。2007 年至 2017 年间，中国乘
用车市场以每年 16%的速度增长，在全
球市场的份额也由 2007 年的 9%增至
2017 年的 30%。“目前各项指标显示，
自动驾驶在中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与其他国家消费者相比，中国消费者正
在考虑购买自动驾驶车辆，尤其是在高
端市场。事实上，中国的汽车买家尤其
注重自动驾驶车辆的性能。”常驻麦肯锡
上海分公司的全球董事合伙人及上述报
告作者之一吴听说。

市场价值巨大

在个人安全、节省时间、降
低出行开支等方面，自动驾驶技
术均具有优势

值得思考的是，如果自动驾驶技术能
够实现，将产生哪些价值呢？报告认为，
这主要表现为巨大的经济和客户价值。
具体来看，在个人安全方面，自动驾驶将
提升个人安全系数，可减少90%以上的事
故；同时，在节省时间方面，平均每天可为
司机节约50分钟的时间；在方便出行上，
自动驾驶还可以帮助不会驾驶的人（残疾
人及老年人等）实现自主出行；在降低出
行开支上，与租赁或购买汽车相比，自动
驾驶带来的新出行模式可以降低每公里
的成本；此外，在节省社会生态成本方面，
由于事故减少，堵车成本和医疗开支也会
相应降低。

常驻麦肯锡北京分公司全球董事合

伙人唐睿思表示，“中国市场的汽车制造
商、高科技公司及出行服务提供商似乎以
为自动驾驶现象是一二十年之后的事”。
在他看来，推迟定位战略可能损失影响力
和自由度。

报告认为，自动驾驶若能在中国落地
生根，前景将十分广阔。到2030年，自动
驾驶将占到乘客总里程（PKMT）的约
13%，到 2040 年将达到约 66%。在数量
上，到2030年，自动驾驶乘用车将达到约
800 万辆；到 2040 年，将达到约 1350 万
辆。在总销售额上，到2030年，自动驾驶
汽车总销售额将达到约 2300 亿美元；到
2040年，将达到约3600亿美元。在出行
服务订单金额上，到2030年，基于自动驾
驶的出行服务订单金额将达到约2600亿
美元；到2040年，将达到约9400亿美元。

应用前景广阔

2025年至2027年将是自动
驾驶的拐点，在此之后，市场对
自动驾驶的需求将稳步上升

“（中国）公司现在就应该采取行动决
定参与领域，以及开发接触技术架构的路
线图；同时，还应决定合适的联盟和生态
系统战略，发展战略敏捷性，在市场上出
现新数据时更新其方法。”唐睿思说。

麦肯锡预测，2025 年至2027 年将是
自动驾驶的拐点。基于对自动驾驶底层
技术成本曲线的估算，此时将是自动驾驶
与人力驾驶的经济平衡点。换句话说，自
动驾驶每公里的总成本将与司机驾驶传
统汽车的成本大致持平。在此拐点之后，
市场对自动驾驶的需求将稳步上升。

可以看到，中国正在快速推广出行
服务。用于出行服务的车辆目前占中国
汽车销售总额的 10%左右。其中，私人
用车仍占主导地位。目前，90%的 PK-
MT 来自私人乘用车辆，其余则来自出
租车和车辆共乘等其他出行服务。麦肯
锡预测，至2030年，出行服务提供商部
署的自动驾驶车辆将占 PKMT 的 11%，
私人拥有的自动驾驶车辆将占2%。预计
到 2040 年，出行服务提供商对 PKMT
的占比将高达 55%，私人拥有的自动驾
驶车辆将占11%。

技术瓶颈待解决

在自动驾驶系统成本、可靠
性和安全性等方面，仍有广阔提
升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自动驾驶系统成本过
高、经济方面不具备吸引力是影响其发展
的最大瓶颈。麦肯锡针对这一问题对出

行领域相关专家进行了调研，仅27%的调
查对象认为，至 2025 年可以解决成本问
题；37%认为，2025年至2030年之间可以
解决；20%认为，将在 2030 年至 2034 年
之间解决；另有17%认为，2035年之后才
能解决。

此外，可靠性和安全性是推广自动驾
驶技术的另一项重大瓶颈。仅30%的调查
对象认为，至2025年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33%认为，可在2025年至2029年之间解
决；36%认为，至2030年之后才能解决。

对于技术层面，报告指出，虽然将软
件算法运用到中国的交通环境需要额外
的2年至3年，但在中国部署自动驾驶所
需的底层技术却与全球其他国家基本相
同。包括传感器、计算平台、运动规划和
控制以及对象分析在内的技术，很可能继
续被国际技术巨头主宰。而数据云、地图
和位置服务及连接功能等更多与本土要
求相关的技术，则需要全面的本地化解决
方案或融合本土及全球技术的混合解决
方案。

“我们相信，中国在发展自动驾驶过
程中，本土公司和跨国公司将会取得平
衡。尽管本土参与方竞争力日益增强，但
跨国公司在市场上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因为消费者仍会选择购买国际化车辆制
造商生产的汽车。”常驻麦肯锡上海分公
司的全球董事合伙人及报告作者之一王
平说。

最新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未来很可能成为最大的自动驾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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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设备二维码，瞬间便可调取该设
备的档案信息；生成智能“两票”（工作票、
操作票）及虚拟电子围栏后，能从根本上杜
绝误操作；通过三维建模工艺流程仿真培
训，可在虚拟中实现真实检修培训效果；通
过精准的人员定位，能够对整个厂区人员
活动轨迹实行监控……这些智能场景让经
济日报记者在位于江苏省泰州市的大唐泰
州热电公司（简称“大唐泰电”）采访时，脑
洞大开。

2017年7月26日，随着大唐泰电1号
机组通过“72+24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国
内首家智慧电厂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在不
到一年的时间里，大唐泰电在国内“互联
网+发电”过程中做了哪些尝试？智慧电
厂究竟有多大能耐？

对此，大唐泰电总经理王丙化表示，他
们将智慧电厂的功能真正与电厂实际运行
中的安全生产管理相结合，利用新信息技
术指导安全生产运行、检修及培训，初步形
成了创建智慧电厂的5大功能模块：基于
三维可视化的智能培训系统、基于“互联
网+”的安全生产管理系统、基于大数据分
析的运行优化系统、基于专家系统的远程
诊断系统和基于数字化的智能决策系统，

成功打造出具有“状态感知、实时分析、自
主决策、精准执行、学习提升”5 大功能的
智慧电厂。

“基于三维可视化的智能培训系统，通
过对主、辅设备进行高精准的三维建模，从
外形到内部结构，与设备高度吻合，实现了
对设备逐一进行解体、复装，模拟真实的设
备大修过程，利用该功能可以对检修人员
进行培训考核。”大唐泰电党委书记魏治俊
介绍，在该系统中，通过“大唐姜堰”手机
APP扫描设备二维码，可以看到设备系统
编号，以及数字化档案、缺陷历史、工作票、
操作票、生产任务等信息，集成度更高、查
询更便捷。此外，利用分屏技术，可以实现
二、三维监视联动，帮助运行人员实时监管
设备隐患。

在大唐泰电生产厂区的集中控制室
内，操作人员向记者演示了二、三维联动功
能以及基于专家系统的远程诊断系统：用

鼠标点击某个设备，系统将自动定位到相
应温度、压力等测点的实际位置，这个功能
在火电厂加强防磨防爆管理等方面有重要
拓展作用；此外，运用数学建模、大数据分
析技术对轴承异常振动等现象进行智能诊
断，既可以提前预警，也可以自动判断出设
备故障的原因。对于已经处理的故障，系
统还具备自动学习能力，将进一步丰富专
家库的内容。

此外，安全生产管理系统能够实现精
准人员定位，可以随时按照时间段调取工
作人员活动轨迹，并进行回放，实现了通过
手机进行危险区域警告、权限警告等功
能。记者在现场发现，这一系统主要通过
绿色和红色两种颜色图标对人员进行精准
定位：点击绿色图标，便可显示人员信息；
点击红色图标，则显示该人员权限。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运行优化系统则包
括了燃机数学模型建立、机组离在线性能

试验等。大唐泰电发电部主任张泉介绍，
通过这一系统可以实时计算联合循环机组
各设备的性能指标、各设备当前状态与最
优状态的偏差，指导运行人员调整运行方
式，降低运行成本，提高运行经济性。

“基于数字化的智能决策系统将是我
们下一步的主攻方向。”王丙化表示，该系
统通过商业智能技术构建企业各级生产、
经营管理者的数据分析整合平台，可以实
现智慧决策，全面及时地反映各业务部门
运营状况，并运用各种模型分析、判断与预
测企业关键业务，进而形成控制、生产、经
营一体化平台。

然而，国内首家智慧电厂的建成并非
一帆风顺。大唐泰电设备工程管理部主任
刘海斌表示，三维图纸可以在电脑中转化
为三维图形，但只有全部设备、厂区严格按
照1∶1比例建立三维模型后，才能在此基
础上创建其他模块功能。在国内没有范
本、没有成功案例的情况下，2016 年 3 月
份，大唐泰电正式成立智慧电厂领导小组
和创建小组。他们对于有二维图纸的设备
通过学习、理解，并与系统厂家协作配合，
运用建模软件将其转化成三维模型；对于
没有二、三维图纸的设备，各相关专业负责
人在设备未组装前赶赴各生产厂家，借助
三维扫描技术，进行建模还原；此外，为实
现所有设备1∶1高精度仿真，所有建模设
备都需要在生产现场实际校对，并实时修
改更新……

天道酬勤，创建小组顶住压力，最终成
功完成了全部设备的三维建模。

虽然智慧电厂建设已经小有成就，但
专家表示，在完成对目标的精确定位、实时
追踪、定点监控、轨迹回放上仍有待提升；
在基站设置、定位引擎等方面，还有很大研
究空间，未来需进一步攻坚克难。

大唐泰州热电公司商用近一年——

“ 智 慧 电 厂 ”让 人 脑 洞 大 开
本报记者 崔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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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泰州热电公司在正式

投入商业运营不到一年的时间

里，取得了不少成绩：初步形成

了创建智慧电厂的 5 大功能模

块，成功打造出具有“状态感知、

实时分析、自主决策、精准执行、

学习提升”5大功能的智慧电厂

由微软亚洲研究院与雷德蒙研究院研究人员组
成的团队前不久宣布，其研发的机器翻译系统在通
用新闻报道测试集newstest2017的中—英测试集
上，达到了可与人工翻译媲美的水平。

newstest2017新闻报道测试集于2017年秋天
在WMT17大会上发布。为确保翻译结果准确且达
到人类翻译水平，微软研究团队邀请了双语语言顾
问将微软的翻译结果与两个独立的人工翻译结果进
行了比较评估。

微软技术院士黄学东称，这是对自然语言处理
领域一项最具挑战性任务的重大突破。“让机器翻
译达到与人类相同的水平是所有人的梦想，我们没
有想到这么快就能实现。”他表示：“为了消除语言
障碍，帮助人们更好地沟通，我们值得为此付出不
懈努力。”

机器翻译是科研人员攻坚数十年的研究领域，
曾经很多人都认为，机器翻译不可能达到人类翻译
的水平。虽然此次突破意义非凡，但研究人员也提
醒大家，这并不代表人类已经完全解决了机器翻译
的问题，只能说明我们离终极目标更近了一步。微
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自然语言计算组负责人周明
表示，在WMT17测试集上的翻译结果达到人类水
平很鼓舞人心，但仍存在很多挑战，比如在实时的新
闻报道上进行测试等。

据悉，newstest2017 新闻报道测试集包括约
2000 个句子，由专业人员从在线报纸样本翻译而
来。微软团队对测试集进行了多轮评估，每次评估
会随机挑选数百个句子翻译。然而，机器翻译不同
于普通人工智能任务。因为表达同一个句子的“正
确”方法不只一种，即使是两位专业的翻译人员对于
完全相同的句子也会在翻译中略有不同。周明表
示：“这也是为什么机器翻译比纯粹的模式识别任务
复杂得多，人们可能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完全相同
的意思，但未必能准确判断哪一个更好。”

复杂性让机器翻译成为一个极有挑战性的任
务。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机器学习组负责人刘
铁岩认为，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机器翻译系统才能在
翻译任何语言、任何类型的文本时，都能在“信、达、
雅”等多个维度上达到专业翻译人员的水准。不过，
他对技术的进展表示乐观，因为每年微软的研究团
队以及整个学术界都会发明大量的新技术、新模型
和新算法，“我们可以预测的是，新技术的应用一定
会让机器翻译的结果日臻完善”。

研究团队还表示，此次技术突破将被应用到微
软的商用多语言翻译系统产品中，还可以被应用到
机器翻译之外的其他领域，催生更多人工智能技术
和应用的突破。

微软推出高质量中—英机器翻译系统

用科技消除语言障碍
本报记者 陈 颐

本报讯 记者佘惠敏报道：《自然》日前在线发
表一篇论文称，性别差异越大，物种灭绝的可能性也
许就越大。

考虑到性选择，在一个物种中，某些成员因为具
备有助于吸引配偶或增强繁殖竞争力的特征，而拥
有更高的繁殖成功率。这可能导致两性之间出现明
显的身体差异，即两性异形。一些研究认为性选择
可以提高适应率，增强物种抵抗灭绝的能力。另一
些研究则认为，夸张的性别差异性特征的成本会增
加灭绝风险。但是，这两类研究都存在局限，因为它
们只考虑了现存物种存在的灭绝风险指标，而非实
际物种。

为此，美国史密森尼学会的研究人员将目光转
向丰富的介形虫化石记录——这个物种从4.5亿年
前出现，一直延续至今。介形虫也称种子虾，是小型
甲壳类动物，两性异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雄性
介形虫一般会长出较细长的壳，壳内长着较大的性
器官。

在研究了密西西比东部晚白垩世（约6600万至
8400万年前）的93种介形虫后，研究人员发现，两
性异形差异较大的物种，灭绝率更高，最高可达两性
异形差异最小物种的10倍。原因可能在于，对生殖
投入较多的雄性介形虫可用于其它生存功能的资源
就变少了。

性 别 差 异 越 大

物种越可能灭绝

天津无人机竞速场馆落成

近日，中新天津生态城世界智能无人机竞速场
馆正式落成亮相。据了解，世界智能无人机竞速赛
作为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的一项重要活动将在该场
馆举行，届时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飞手将参加角逐。

图为中新天津生态城世界智能无人机大赛竞速
场馆内的赛道。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