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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本版编辑 孟 飞 辛自强 美 编 高 妍

夏至已至。去年夏天的热浪

还让很多人记忆犹新，那是我国

自 1961 年以来的最热夏季。如

今，各地频繁出现的高温暴雨等

极端天气让人们担心：今年夏天

会比去年更热吗？

从数据上看，全球气温升高

的趋势相当明显。尽管此前 3 年

的拉尼娜现象对全球气温起到了

暂时“刹车”作用，但过去 8 年仍

是 有 记 录 以 来 最 热 的 8 年 。 其

中，2016 年是有记录以来全球最

热的一年。目前有多家机构预

测，2023 年或 2024 年极有可能超

过 2016 年 ，创 造 新 的 全 球 最 暖

纪录。

面对气候变暖，人类应该如

何应对？一些科学家寄望于目前

火热的人工智能。

要应对气候变化，首先要“辨

症”，要有对天气的准确分析和预

测研判的能力。但这并非易事，

而人工智能恰恰可以在气象预测

领域大展身手。

今年 4 月，中国发布的人工

智能大模型“风乌”，首次实现在

高分辨率上对核心大气变量进

行超过 10 天的有效预报。从预

报精度看，相比于传统的物理模

型，“风乌”的 10 天预报误差降低

19.4%；从预报时效看，全球范围

内 最 好 的 物 理 模 型 HRES 有 效

预 报 时 长 最 大 为 8.5 天 ，而“ 风

乌”达到了 10.75 天；从资源效率

看，现有物理模型往往需要在超

级计算机上运行，而“风乌”大模

型 仅 用 GPU 便 可 运 行 ，30 秒 即

可生成未来 10 天全球高精度预

报结果。

从“风乌”的实践可以看出，

人工智能应用于气象领域，从大

数据中挖掘规律，可与传统的数

理方程形成互补，为生产生活提

供更准确、更实用的天气预报。

气候变暖将让极端天气更频繁，

人工智能可用于改善气象灾害警

报系统，实现提前和精准预警，在

防灾减灾中发挥更大作用。

应对气候变化，从长远来看，

还需要“去根”，即针对气候变化

原因采取各种减缓措施。不少科学家认为，气候变暖与碳

排放带来的温室效应密切相关，只要人类社会的化石燃料

消耗不减少，气候变暖的趋势就不会停止。

加强人工智能应用，可以实现更精准、稳定、有效的减

排。人工智能作为能源转型的重要辅助工具，越来越多地

被整合到工业系统和家居生活的能源管理中，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减少峰值需求，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能源。此

外，在核聚变、新能源材料、碳捕集存储利用等领域，人工智

能也可以通过发挥数据分析、建模和预测等方面的优势，为

这些绿色技术的研发加速。

波士顿咨询集团（BCG）曾在其研究报告中预测，如

果要实现《巴黎协定》中提出的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限制

在 1.5℃的目标，各国必须在 2030 年前减少 50%的碳排放。

使用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减少 26 亿吨至 53 亿吨的二氧化碳

排放，占减排总量的 5%至 10%。

如果把人工智能看作一剂药方，那么它也有局限和

副作用。例如，人工智能大模型本身就是耗能大户，会

增加碳排放。当它与人脑同时工作时，人脑的能耗仅为

机器的 0.002%。

人 工 智 能 是 引 领 未 来

的新兴战略技术之一，气候

变 化 是 当 今 世 界 面 临 的 最

紧 迫 挑 战 之 一 。 人 工 智 能

革 命 和 绿 色 能 源 革 命 齐 头

并进，已成为大国竞争必须

抢 占 的 科 技 制 高 点 。 我 们

既 期 盼 更 绿 色 环 保 的 人 工

智能，也期盼更智能可控的

绿色能源，就像期盼盛夏不

再酷热难耐。

电影市场暑期档（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已

经拉开序幕。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目前，2023

年暑期档国内总票房突破 15 亿元，已有 80 多部

影片陆续定档，有望推动电影市场回暖提速。

佳片云集类型丰富

暑期档是全年电影市场的核心档期之一。

回顾过去几年，暑期档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

绩：2022 年暑期档票房超过 90 亿元，2019 年暑

期 档 票 房 达 176 亿 元 ，2018 年 暑 期 档 票 房 为

138.24 亿元，2017 年暑期档票房为 163 亿元。

历年暑期档，涌现出《哪吒之魔童降世》《我不是

药神》《战狼 2》等爆款佳作，国产电影头部效应

不断显现。

暑期档也是全年内容供给最丰富的档期之

一。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15 日，2023

年暑期档已经有83部影片定档。大片云集，类型

丰富，涵盖了喜剧、古装、青春、悬疑、犯罪、动作、

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能够满足不同年龄阶段

的观众需求。其中，《变形金刚：超能勇士崛起》

《蜘蛛侠：纵横宇宙》《速度与激情 10》分列票房前

三名，均是好莱坞同步分账片。

今年暑期档将有更多外国影片和国产影片

同台竞技。进口片是促进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和

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国

内每年都会引进超过 100 部以上的进口片，占全

年总票房比重 30%以上。据悉，为进一步助力我

国电影行业迅速回暖，国家电影局大力推进外

国优秀电影的引进发行工作，今年将会有美国、

日本、印度等国的影片被大量引进，值得期待，

6 月初已有多部好莱坞大片与北美同步上映。

观众对国产电影的期待持续攀升。业内人

士表示，近几年国内电影产业快速进步，拍摄手

法、制作技术等全面升级，与同类型进口影片展

开了有力竞争。端午节后，国产片将进入观影

高峰期。其中，喜剧作为近年来普遍受到观众

喜爱的电影类型，因契合暑期档观影氛围，具备

一定竞争优势。喜剧电影《超能一家人》目前位

居暑期档想看指数榜首，展现出国产喜剧片强

大的票房号召力。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将唐

诗之美呈现在大银幕上，展现大唐群星交汇的

传奇故事。悬疑电影《消失的她》在光影和色彩

方面寻求创新，体现了电影艺术的独特魅力。

目前，《消失的她》预售票房已突破 500 万元，领

跑端午档预售票房榜，有望在暑期档取得佳绩。

总体而言，2023 年暑期档电影市场呈现多

元化趋势。在市场供给保持稳定的基础上，有

望实现质量显著提升。

中小成本影片亟待破局

今年暑期档既有备受关注的大片，也有很多

中小成本的影片值得期待。相比于锁定春节档、

国庆档的大制作而言，在暑期档中，中小成本影

片更容易产生黑马，给观众制造惊喜。

不过，在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副教授杜庆

春看来，目前中小成本影片表现乏力，仍然是电

影市场的短板。有很多中小成本影片，因为演

员阵容不强、宣传经费不足等因素而被市场忽

视。近期比较成功的小成本影片《宇宙探索编

辑部》票房突破 6000 万元，很大程度得益于科

幻题材观影群体的养成，以及与《流浪地球 2》

宣发联动赋能。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张大勇分析，支持中小成本电影发展，需要

合理分配行业资源，加大对该类电影扶持力

度。业内人士表示，要鼓励行业内外积极从事

电影宣发，影院也可以参与营销，让出品和院线

两头的桥梁搭建起来，通过影院终端带动观众

观影需求。

此外，中小成本电影最重要的是具备真实、

鲜活的好故事。中国电影家协会特聘产业研究

专家、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刘嘉认为，中国电

影市场的基础是优质的，市场潜力巨大、观众需

求旺盛。应进一步吸引新的观影群，扩大观众

面。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冬表示，电影市场

需要更丰富的内容与题材。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

鸿认为，目前一些现实题材中小成本影片温暖

有余、锐度不足。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茶余饭后

谈论的话题都是剧集，比如《人世间》《狂飙》《漫

长的季节》等作品，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类剧集

有锐度、有深度。这些题材恰好也是中小成本

电影努力的方向。同时，中小成本电影的“影院

性”表现不足，尹鸿认为，中小成本影片从形式、

题材、叙事到表演，都需要有更高追求，为观众

提供其他产品替代不了的“影院性”。

让“周末观影”恢复活力

今 年 上 半 年 ，我 国 电 影 市 场 发 展 势 头 强

劲。截至 6 月 11 日，2023 年国产电影票房产出

超 160 亿元，其中破亿元的影片 16 部，票房占比

92%。从主旋律剧情到爆笑喜剧再到科幻大

片，上半年电影整体上映数量多，种类丰富，极

大满足了观众的观影需求。与 2022 年相比，电

影市场明显复苏。

不过，相比竞争激烈的重要档期，日常观影

需求并没有充分释放。业内人士表示，我国电

影业亟需摆脱对“节假日效应”的依赖。实际

上，一年中有 40 多个周末，做好“周末档”，让更

多有实力的影片在周末定档，将成为拉动电影

市场持续增长的关键。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党委委员、中国电影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王蓓表示，要带动市场、扩大消

费，仅从创作端出发加强供给是不够的，还要以

创新模式提高发行放映端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

和灵活性。一是贴近观众消费习惯，探索预约

放映、影院直播等创新模式，提供菜单式、定制

化的放映服务；二是推动供需匹配、循环畅通，

培育细分市场，比如针对科幻、动漫、悬疑等不

同题材的兴趣群体，组织分线发行与个性化放

映；三是深入挖掘“银发族”“Z 世代”等人群呼

声高、关注度高的题材，结合节气习俗、场景消

费、节展活动做好主题宣发，让“周末观影”恢复

活力。

暑期档推动电影市场回暖

□ 本报记者 姜天骄

近日，第二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

落 下 帷 幕 ，电 影 节 期 间 共 展 映 影 片

1490 场，其中 80 场进行了映后或映前

观众见面会，观影人次超过 42 万。本

届电影节，包括入围金爵奖五个单元的

17 部中国影片在内，共展映 75 部中国

影片，“一带一路”电影周共展映来自

49 个国家的 115 位导演的 111 部新作

品，让中国观众大饱眼福。

已步入而立之年的上海国际电影

节肩负着夯实电影产业链、扩大行业交

流范围、培育电影人才的使命。本届上

影节电影市场回归线下，来自 29个国家

和地区的百余家参展商参与线下市场，

涵盖制片发行、内容生产、后期制作、投

资融资、技术支持等电影产业链环节，

举办了 9场市场活动、5场市场放映。同

时，本届电影项目创投共收到 679 个有

效项目申报，33 个项目入围，活动期间

共完成 643 场洽谈。而线上“国际影视

云市场”共展出了来自 27个国家和地区

的 120家参展商的 297个项目。

本届上影节的一大亮点是积极拥

抱科技创新，开展了一系列“科技范”十

足的行业讨论与项目探索。在首次推

出的“科幻电影周”上，业内人士纷纷谈

起最新的 AIGC 人工智能、VR 虚拟现

实等前沿技术。

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表示，AI

应用于动画电影可使主要环节效率提

升 50%，整个制作周期提升 30%，AI 赋

能的效果远超想象。上海电影（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儿也认为，新技术

将很快应用到电影产业，未来将是电影

“智”造业，上影集团也将继续坚持数字

化转型。

“科幻电影周”期间发布的《松江

区关于促进上海科技影都影视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若干规定》，在原有影视产

业扶持政策基础上，新增了“支持影视

企业上市”“支持影视新兴业态”“鼓励

影视人才引进和培养”等影视产业重

点环节的具体扶持措施，提高了部分

政策扶持力度，扩大了部分政策扶持

范围。

作为上影节指定 5G 元宇宙战略合

作平台，中国移动咪咕公司与导演陆川

的新作《749 局》开展深度合作，共同探

索元宇宙电影产业新模式。中国移动

咪咕公司在元宇宙比特空间——星际

广场推出电影节“唯一指定元宇宙影

院”，为电影定制的主角“马山”数智人

形象也首次亮相星际广场。

陆川表示，在科技赋能电影方面，

希望以《749 局》这部电影为起点，依托

中国移动强大的 5G 及算力网络，共同

建 立 一 个 模 式 ，将 电 影 和 科 技 深 度

结合。

电影产业拥抱科技创新
本报记者 李 景

厄尔尼诺现象又要来吗
今年以来，全球多地遭遇极端高温天气。有机

构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出现厄尔尼诺现象的可能性

正在增加，明年或将成为史上最暖年。这是真的

吗？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气象局气候服务首席专家

周兵。

厄尔尼诺现象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大

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它的出现将进一步推高

全球气温，这个状态维持 3 个月以上，就认定发生了

厄尔尼诺事件。据世界气象组织 4 月发布的厄尔尼

诺与南方涛动预测意见，今年 5 月至 7 月出现厄尔尼

诺的概率为 60%。国家气候中心也预测，赤道中东太

平洋海域将于今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美国国家海

洋和大气管理局气候预测中心于 6 月 8 日公布的最

新报告显示，5 月，随着赤道太平洋海面温度上升并

超过平均水平，出现了弱厄尔尼诺现象。

周兵表示，此次厄尔尼诺发展比较快，比科学家

们预计的出现时间提前了 1 个月至 2 个月。越来越

多的数据显示，厄尔尼诺正在推高全球变暖幅度，很

可能带来全球变暖新高峰。

厄尔尼诺对我国汛期气候的影响，通常在其出

现之后的第 2 年变得更加显著。监测分析显示，在近

120 年中，一共出现了 3 次超强厄尔尼诺。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在 15 年至 20 年出

现一次，上一次出现超强厄尔尼诺现象是在 2015 年，

到 2016 年全球气温、海冰面积、海平面上升、海洋热

量均创下历史纪录。

“2009 年至 2010 年全球经历了一次中等强度厄

尔尼诺事件，而今年极可能会发生的厄尔尼诺在起

始时间以及强度上与 2009 年至 2010 年的厄尔尼诺

事件具有类比性。”周兵说，如果这次能够达到强厄

尔尼诺事件等级，明年创造最热纪录概率会增加，即

使只达到中等强度，那么未来 5 年内仍有可能会打破

2016 年创造的全球最暖纪录。

2022 年夏季，我国南方遭遇了持续极端高温天

气，也让公众进一步认识到全球气候变暖的紧迫

性。对于今年夏季高温情况，周兵表示，今年是厄尔

尼诺发展年，影响中国季风环流，进而影响西太平洋

副热带高压，6 月前后我国华南等地的高温天气在某

种程度上也是这种气候的一种响应。

除了厄尔尼诺的作用外，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

背景下，近 10 年来，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面积和强

度不断攀升，维持在一个很高的量级，也有可能使受

其控制的我国多地高温更强、面积更大。

值得注意的是，厄尔尼诺也会给我国部分地区

带来极端干旱现象。例如，2009 年秋季至 2010 年春

季，我国西南地区出现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重的秋

冬春连旱。“过去 3 年，受‘三重’拉尼娜事件影响，也

就是与厄尔尼诺相反的海面温度持续异常偏冷现

象，我国南方降水相对较弱，出现了‘南旱北涝’的情

况，而随着今年厄尔尼诺的到来，也标志着我国传统

意义上‘南涝北旱’的回归。”周兵说。

周 兵 提 醒 ，历 史 上 超 强 厄 尔 尼 诺 事 件 都 给 全

球粮食产量造成了影响，大多数粮食主产国的作

物都出现了不同程度减产。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

对我国冬季气候和夏季降水有显著影响。一方面，

厄尔尼诺的发展将会导致夏季我国南方降雨量增

加，北方降雨量减少，需警惕南方城市出现内涝；

另一方面，2023 年至 2024 年冬季，我国出现暖冬的

概率还会增加。

“ 各 地 都 应 针 对 厄 尔 尼 诺 的 发 展 做 好 应 对 准

备。”周兵说，高温热浪事件对水资源、生态环境、能

源保供、人体健康及生产生活等造成诸多不利影响，

持续性的极端高温还容易诱发复合型气象灾害，导

致干旱爆发速度越来越快，推动全球范围内由缓旱

向骤旱的转变。面对当前全球极端高温局面，要做好

科学应对的预案和充分准备：通过不断减缓温室气

体排放，减少高温，把气候影响降到最低，同时，要做

好预警和评估，提前合理配置资源，全面提升城市应

对气候变化整体能力和水平。

□ 本报记者 郭静原

图为建设中的溇水河特大桥。据悉，溇水河特大桥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鹤峰县，是宜来高速公路鹤峰东段的控制性工程。宜来高速公路建成后将进

一步完善鄂湘渝毗邻区路网结构。 杨顺丕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