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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观众在中关村论坛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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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 观众在中关村论坛互

动体验区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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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观众在中关村展

示中心体验。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4 月 27 日，2024 中关村论坛年会策划举办

“人工智能主题日”活动。这是中关村论坛自举

办以来的首次主题日活动。活动聚焦大模型、

具身智能、可信 AI 等国内外前沿热点话题，展

示人工智能领域系列重磅成果，强调人工智能

深度赋能新质生产力引领未来发展的重要作

用，助推北京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高地

建设。

聚焦大模型应用

在人工智能主题日活动举办期间，一系列

大模型重磅成果发布，成为业界和学界讨论

的热点。

只需要一段文字指令，就能生成精

致细腻的短视频。在未来人工智能先

锋论坛上，清华大学联合生数科技正式

发布视频大模型 Vidu，这是自 Sora 发布之

后全球率先取得重大突破的视频大模型，具

有长时长、高一致性、高动态性等特点，性能全

面对标国际顶尖水平，并在加速迭代提升中。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生数科

技首席科学家朱军表示，Vidu 是全栈自主创新

的最新成果，在多个维度实现技术突破。比如，

模拟真实物理世界，具有想象力、具有多镜头语

言，并一键生成长达 16 秒的视频，人物、场景、

时间具有高度一致性，还可以理解中国元素。

大语言模型也迎来新伙伴。会上，北京智

源人工智能研究院与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AI）联合发布全球首个低碳、高性能开源

多语言大模型 Tele-FLM。智源研究院理事长

黄铁军介绍，这款多语言大模型支持全世界

80%以上的语言，目前在自动驾驶和工业应用

中初见成效。

本届中关村论坛期间，多款新技术新产品的

首发首秀，展示了人工智能与高端芯片技术在汽

车、网络安全、媒体、法律等多领域的创新应用，

全面加速布局未来版图。比如，聚焦大模型底

座，百川智能以其超大规模的参数量、卓越的语

境理解与生成能力，以及对中文语言的把握，成

为驱动众多应用场景创新与落地的强大引擎。

大模型技术的飞速进步，给人们带来非常

广阔的想象空间。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首

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让业界期待人工智

能与行业、场景的更深度融合。中国科学院自

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副总工程师王金桥表示，在

大模型的应用支持下，各领域都焕发出全新生

机。未来，类脑智能、数据智能和博弈智能的相

互融合，将共同构成通往人工通用智能时代的

关键桥梁。

具身智能走向现实场景

从基于语言和视觉的大模型走向真正的通

用智能，需要经历具身智能的发展过程。在人工

智能主题日活动中，具身智能逐渐进入人们视野。

据介绍，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发展

领域，指一种智能系统或机器能够通过感知和

交互与环境进行实时互动的能力。可以简单理

解为各种不同形态的机器人，让它们在真实的

物理环境下执行各种各样的任务，来完成人工

智能的进化过程。

作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两大前沿技术的结

合，具身智能被视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有了大模型加持，具身智能成为有思考能

力的机器人，逐步从理论走向实践，从实验测试

走向现实场景。

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常

设展上，北京星动纪元科技有限公司展示了最

新一代具身通用机器人——小星“MAX”。这

款身高 1.65 米、体重 55 公斤的机器人，不仅能

够做出深蹲、跳跃等动作，还能通过语音交互自

主完成任务操作。在智能性方面，搭载大语言

模型和视觉语言模型，机器人小星家族能更好

理解人类、服务大众。

“小星家族是国内首款从硬件到算法全链

路技术突破，适应宽领域、多情景、高智能的通

用型人形机器人。”北京星动纪元科技有限公司

公共事务高级经理张亮告诉记者，从去年 8 月

份至今，该产品已迭代 5 次，在保留美观外形的

同时，还提高了结构的强度和稳定性。自研的

关节模组也完成多轮升级，即便是在负重超过

100 公斤的情况下也能完成深蹲等高难度动

作。目前小星“MAX”已经进入典型的工业制

造场景，未来也会面向服务业实现广泛应用。

眼下，聚焦具身智能恰逢其时。具备环境

感知与 3D 导航的应急救援机器人、能完成工业

巡检的四足机器人、“会当凌绝顶”的攀爬机器

人，还有泡得一手好茶的机器人茶艺平台⋯⋯

本届中关村论坛上，各大企业纷纷亮出“看家法

宝”，展示了具身智能在通用场景、专业领域、垂

直工业赛道的最新应用成果。

“具身智能将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聚合新动

能。”在智昌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复

旦大学智能机器人学院院长甘中学看来，随着

参数越来越多，具身智能机器人会成为未来产

业的新型劳动工具。

加快形成开放创新生态

具身智能距离大规模商用有多远？业界认

为，目前作为多学科技术交叉的行业，具身智能

对产业协同创新有迫切需求，仍有不少问题和

挑战需要面对和思考。

“数据是人工智能的重要推动力。目前，具

身智能的最大瓶颈就是缺乏数据。”在银河通用

机器人创始人、智源具身智能研究中心负责人

王鹤看来，现阶段，智能数据从 0 到 1 的突破，需

要通过仿真数据驱动，进而形成与真实世界交

互的数据闭环，最终成为具身智能发展的源头

活水。

智元机器人联合创始人、上海人工智能研

究院院长宋海涛表示，人

工智能从最早的视觉到图

像、文本、语音，再到多模态

和具身智能，10 年间出现很多

发展路径，但离大规模的商用仍

存在距离。在他看来，前端研发

过程要聚焦“三个基于”，即基于真

实场景，基于真实重大工程问题，基

于真实数据。在具身智能方向，对于行

业来说，垂类模型与协同机器人的融合，

未来 3 年到 5 年将成为逐步发展的渗透期。

在人工智能主题日活动举办期间，北京市

海淀区发布《打造全国具身智能创新高地三年

行动方案》。方案以大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突

破为引领，重点聚焦具身大模型和机器人整机，

部署六大行动，力争到 2026 年初步

建成全国具身智能原始创新策源

地、应用示范新高地和产业加速集

聚地，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具身智能

竞争的核心力量。

“北京市海淀区是全国人工智

能创新基础最好、研发能力最强、产

品迭代最为活跃的地区。”中关村科

学城管委会副主任、海淀区副区长

唐超表示，海淀集聚了人工智能的

基础要素，有 1300 多家人工智能企

业，大模型相关单位超 90 家，通过备

案的大模型 37 家，覆盖从机器人的

核心部组件到本体的全产业链，发

展具身智能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下一步，海淀区将围绕‘打造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产业高

地’，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全速抢

抓算力建设，并加快数据汇

集开放，打造人工智能创新街

区标杆场景，推动具身智能产

业创新发展，为人工智能创新

主体提供全方位、一站式服务能

力，匹配强有力政策支撑，推动制度

创新和监管创新，形成资本、空间等全面保

障的开放创新生态。”唐超说。

中国科幻产业正在加速增长。2024 第

八届中国科幻大会上发布的《2024 中国科幻

产业报告》显示：2023 年中国科幻产业总营

收 1132.9 亿元，同比增长 29.1%。中国科幻

阅读产业总营收 31.7 亿元，同比增长 4.3%；

中国科幻影视产业总营收 115.9 亿元，同比

增长 38.8%；中国科幻游戏产业总营收 651.9

亿元，同比增长 15.4%；中国科幻文旅产业总

营收 310.6 亿元，同比增长 106.7%。

这是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首次突

破千亿元大关。中国科幻研究中心主

任王挺介绍，对科幻产业营收情况

的统计始自 2016 年，当年总营收仅约

100 亿元。对标 2023 年，8 年时间增长

了 10 倍左右。

作为 2024 中关村论坛年会平行论坛，

由中国科协和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的 2024

第八届中国科幻大会于 4 月 27 日至 29 日举

行，以“科学梦想、创造未来”为主题，包括开

幕式、论坛会议、产业促进活动和科幻电影

周 4 个板块 18 场活动。

大会开幕式选在石景山首钢一高炉·

SoReal 科幻乐园举行。这片曾经的工业园

区 ， 从 工 业 遗 存 变 身 为 现 在 搭 载 XR 技

术 、 空 间 计 算 、 数 字 孪 生 等 创 新 科 技 的

“太空星舰”，科幻感、未来感十足，也是

北京科幻产业链的重要一环。北京市科幻

产 业 总 营 收 由 2020 年 的 187 亿 元 上 升 到

2022 年的 292.5 亿元，年均增速 25.1%。会

址所在地石景山区，已集聚科幻企业和机

构超 200 家。

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说，北京

具有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独特优势，是科

幻产业发展的沃土，近年来全链条布局发

展科幻产业，推动石景山首钢园从大会举

办地转变为产业集聚地，打造了全国首个

科幻产业集聚区，一座“京西科幻之城”

正在加速崛起。

“近年来，中国科协与北京市密切合作，

通过科幻大会搭建合作交流和社会倡导载

体，助力科幻文化和科幻产业发展繁荣。”中

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书

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致辞说，科幻文化在中

国大有可为，我们要发挥科幻产业在转型升

级中的引领作用，聚焦科幻新业态，优化生

产要素配置，促进科幻产业与科技创新等融

合发展；发挥科幻文化在世界交流互鉴中的

桥梁作用，将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思想传

播给世界，共同探索人类未来发展之路。

科幻产业加速增长，折射着中国科技

实力的跨越发展，也展现了中国科幻文化

国际影响力的提升。2024 第八届中国科幻

大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400 余位专家学

者参会。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有幸参与了许多中

国与西方科幻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这是一段

充满激情与创意的旅程。”西班牙汉学家夏海

明说，他衷心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能够让科

幻文化在中西方之间搭起一座桥梁，让更多

的人能够共同探索未来的无限可能性。

“通过科幻作品，为机器人的研发和应

用提供了新的方向。”意大利机器人国家能

力中心主席安东尼奥·弗里索利表示，意大

利机器人国家能力中心一直致力于推动机

器人技术的研发与创新。机器人正在越来

越多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然而，机器人

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他希望大家携

手共进，用科幻的力量推动科技的进步，用

科技的力量创造美好的未来。

未来，中国科幻产业将如何发展？本次

大会上，成员扩容至 66 家的科幻产业联合体

成员单位共同发起《关于进一步促进科幻产

业发展的倡议》，提出了传播科技向善理念、

展现未来科幻之美、鼓励企业加大科幻技术

创新的研发投入、扶持优秀科幻作品、完善

产业生态体系、探索科幻国际合作新模式等

多项倡议。

中国科幻大会作为国家级科幻盛会，

已在京举办四届。如今，中国科幻大会已

成为打造科幻产业集聚区的“金名片”。展

望未来，我国还将探索行业发展新路径、

新 模 式 ， 加 快 形 成 以 科 幻 新 技 术 、 新 内

容、新场景为特点的新质生产力，推动科

幻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4 中关村论坛于 4 月 29

日落下帷幕。回顾本届论坛盛

况，堪称群英荟萃，取得了丰硕

成果。中国的中关村，也是世

界的中关村。中关村论坛作为

全球科技交流合作的大舞台，

展现了中国的开放姿态和创新

精神，彰显出北京科技创新枢

纽的强大引力。

中关村变身“地球村”，成

就了这场魅力十足的国际盛

会。论坛持续的 5 天时间里，

来 自 10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120 多位顶尖专家、上千名演

讲 嘉 宾 ，参 与 论 坛 五 大 板 块

128 场活动；450 余位外宾现场

参加开幕式暨全体会议，占比

近一半；19 家国际组织、国际

机构和外国政府部门，举办了

17 场 平 行 论 坛 ；平 行 论 坛 近

600 位演讲嘉宾中，境外嘉宾

占比 48%；前沿大赛向境外 74

个国家和地区征集 1280 个项

目 ，占 比 超 过 40% 。 创 办 自

2007 年的中关村论坛，已成为

中国积极参与世界科技创新实

践、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

一个展示窗口，为国际科学合

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平台，让

我们得以凝聚全球的科学力

量，推进科创成果为更多国家

和人民所及所享所用，共同打

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中关村唱响“未来歌”，引

领了这场激动人心的科技盛

会。相位同步可重构莫尔纳米

激光器让激光步调一致、新型

蛋白聚类方法实现碱基编辑技

术创新、胚胎干细胞嵌合体猴

探索发育奥秘，面向世界科技

前沿的创新成果折射出中国创

新活力；全模拟光电智能计算

芯片“太极”、全球首个通用智

能体“通通”、对标国际顶尖水平的视频大模型 Vidu 等一

批人工智能重大成果集中发布，展示北京人工智能高地

建设成效和巨大潜力；无感通行、人形仿真机器人、人工

智能排座、增强现实拍照、裸眼 3D 空中成像讲台等 30 余

项前沿技术在论坛得到首次应用，全息虚拟主持人“幻

幻”惊艳亮相中国科幻大会，最新前沿科技的加盟，为与

会嘉宾带来最优的参会体验。

中关村发布“招商榜”，搭建了这场金光闪闪的财富

盛会。“投资北京大会”发布了 231 个招商合作项目，总金

额 902.21 亿元。论坛年会期间发布了研究报告、标准规

范、榜单指数倡议等近 100 项成果，共促成 309 个项目签

约，签约金额 673.17 亿元。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设

立 4 年以来，已展示推介 2.3 万个创新项目，成为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交易高地。中关村国

际前沿科技大赛自 2017 年启动以来，已累计为 219 家优

质前沿技术企业提供了 8 亿多元资金支持，已有 61 家企

业成长为全球独角兽企业。

年会圆满收官，精彩永不落幕。中关村论坛一年一

度，越办越好。它充分表达了中国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

放的信心与决心，充分展示了中国聚智聚资聚力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眼光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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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在中关村论坛上

交流。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