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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核心产业规模达5080亿元，增长18%

人工智能产业迎来发展新机遇

“作为国内首款可量产的百 TOPS
级大算力AI芯片，地平线征程5已经获
得比亚迪、上汽、一汽等多家主流车企的
量产合作项目，首款量产车型已于今年2
月落地。”业内专家表示，实现大算力车
规级芯片量产，国内芯片企业仍需突破
一些关键技术，如先进封装技术、自主IP
技术、高算力芯片系统架构，以及功能安
全流程、功能安全产品认证、车规可靠性
认证等。

车规级智驾和智舱芯片，只是我国
人工智能产业链短板之一。专家认为，
总体看，我国人工智能基础理论、核心关
键技术积累不足，核心算法、AI框架、芯
片及基础元器件与国外差距较大，重大

原创科技成果还需要进一步研发。
在云从科技副总裁王仲勋看来，我

国人工智能企业和初创公司在获得资金
支持方面仍存在一定困难，有时无法承
担训练大型语言模型的高昂成本。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
期间，我国将加快壮大人工智能产业，培
育良好发展生态。

以技术突破和应用拓展为主攻方
向，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吸引全
球资源要素，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正在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成为经济社会发展
新的增长引擎。据预测，到 2030 年，我
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将达到1万亿元。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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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位！”3月12日，在四川省凉山
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海拔2300米处，随
着最后一组地线支架部件吊装到位，
国网四川电力月城Ⅱ500千伏输变电
工程 N2017 号铁塔组立完毕。该塔
高达 169 米，为当前四川境内最高输
电铁塔。

月城Ⅱ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
沿线平均海拔超过2200米。高169米
的 N2017 号铁塔，高度约为常规 500
千伏输电铁塔的 2.4 倍，相当于近 60
层楼高。整体塔材重量达330吨。据
月城Ⅱ50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经理
祝悠然介绍，N2017号铁塔塔基整体
坡度在30度左右，铁塔组立施工安全

风险大。综合考虑高度、重量、地形、
环境等因素，施工人员创新采用“25
吨吊车+座地双平臂抱杆”方式进行
铁塔组立。

据了解，月城Ⅱ500 千伏输变电
工程是四川电网 500 千伏攀西优化
工程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该项工程
总投资 53 亿元，线路全长 695 公里，
预计于 2023 年 9 月完成第一阶段投
运。工程投运后，将进一步提升向
成都、川南等负荷中心电力输送能
力 160 万千瓦时，保障四川电网度
夏、度冬电力供应压力，服务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

（据人民网）

近60层楼高

四川境内最高输电铁塔组立完成

国网四
川电力工人
正在第一高
电力铁塔进
行最后阶段
组立施工。

无保护左转、行人车辆避让、自动变
道、自动转向、红绿灯识别、窄路及拥堵
路段通行、自动绕障……北京轻舟智航
科技有限公司不久前推出的基于地平线
征程 5 芯片的“轻舟乘风高阶辅助驾驶
解决方案”，支持城市多场景、高速公路、
快速路多种复杂路况的点到点辅助驾
驶，让开车变得轻松。

包括18个智能水位站、5个流量站、
100 套森林火灾地表火探测器在内，200
余个前端感知点位，将实时数据输送至云
从科技主导搭建的综合枢纽数字孪生平
台——“天府大脑”，并在数字孪生世界
完美复原成都天府新区的生态现状。水
体抬升、水质反演、污染等城市应急事
件，在AI（人工智能）赋能下完成高效能
治理。

六轴机器人轻柔地抓起几十公斤重
的电池模组，精准放置到电池包底座上，
在AI视觉和100%扭矩监控下完成自动
拧紧，安装精度达到0.2毫米……在上汽
通用汽车武汉奥特能超级工厂电池车间
模组上线工位，由上汽通用工程制造团
队与国内顶尖人工智能企业共同开发的

“机器人、3D点云视觉、力控感知”技术
融合应用，在业内成功落地。

以上事例，是我国人工智能创新能
力显著提升的缩影。总体看，有四个方
面主要进展：

——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居世界首

位。据中国信通院测算，2013年至2022
年11月，全球累计人工智能发明专利申
请量达 72.9 万项，我国累计申请量达
38.9 万项，占 53.4%；全球累计人工智能
发明专利授权量达24.4万项，我国累计
授权量达10.2万项，占41.7%。

——创新载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一
批新型研发机构在人工智能大模型、人工
智能计算芯片等领域取得了技术突破。
算力基础设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全国
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基本构建，“东数
西算”工程加快实施；建成一批国家新一
代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开放创新平台。

——关键核心技术局部突破，部分
关键应用技术居世界先进水平。我国企
业在应用算法、智能芯片、开源框架等关
键核心技术上已取得重要突破，图像识
别、语音识别等应用技术进入国际先进
行列，智能传感器、智能网联汽车等标志
性产品有效落地应用。

——产业生态初步形成。目前，我
国已有超过400所学校开办人工智能专
业，高端人才居全球第二。截至2022年
底，全球人工智能代表企业数量 27255
家，其中我国企业数量 4227 家，约占全
球企业总数的16%。我国人工智能产业
已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集聚
发展区。百度、阿里、华为、腾讯、科大讯
飞、云从科技、京东等一批 AI 开放平台
初步具备支撑产业快速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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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时节，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高
新区，施工机械穿梭往来，总投资220
亿元的中国石化石家庄炼化分公司
绿色转型发展项目施工正酣。这是
近年来石家庄市谋划实施的投资规
模最大的产业类项目，将延伸“洁净
油品+精细化工+高端新材料”产业
链，投产后每年可新增产值约 150 亿
元，拉动下游投资500亿元以上。

锚定经济总量过万亿元目标，石家
庄市加快打造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
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
物流五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为推动新
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和生物医药产业今
年率先达到千亿级规模，石家庄市出台
措施，全力推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鹿泉经济开发区软件产业园智创城项
目规划建设5栋软件研发楼，建成后预
计可吸引、孵化软件企业50家，带动上
下游产业链加快发展。在石家庄市高
新区、赵县等地，医疗器械研发产业化
基地、仁合益康汇泽药业创新基地等一
批医药类项目加速推进。

石家庄市政府提出，今年将加快
敬业集团特种钢宽厚板、国际生物医
药产业园、晶澳太阳能、河北灵寿抽水
蓄能电站、河北诚信集团扩产等百亿
元项目建设，全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1200亿元以上。同时，聚焦五大主导
产业精准招商，力争新落地超亿元产
业类项目300个以上。立足龙头企业
以商招商，聘请100名本地企业家为招
商大使，招引上下游企业投资建厂。

“2023 年一季度，石家庄市集中

开工重点项目538 个，总投资近1450
亿元，项目涵盖战略性新兴产业、现
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城市更新等领
域。”石家庄市发改委二级调研员、重
点办副主任闫书考说，这些重大项目
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积蓄经济增
长新动能具有引领带动作用。

为增强主导产业竞争力，石家庄
市今年将谋划实施海康威视汽车电
子、博威第三代半导体、圣元芯片检
测设备等项目，推进欧意新口服固体
制剂、华普生物疫苗佐剂基地、中航
智能交通产业园、同福大健康食品
城、宇培冷链物流等一批项目建设。
同时，坚持集群化发展、园区化承载、
大项目带动、大企业引领，实施“县域
经济攻坚提升年”行动，推动县域经
济实力实现新跃升。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不
久前，《石家庄市青年友好型城市发展
规划》出台。石家庄市将实施15个专
项行动，到2025年，五大千亿级产业集
群每年新增就业岗位15万个以上，累
计吸引青年人才50万人以上。

为吸引更多京津人才、技术、成
果等高水平创新要素向石家庄集聚，
当地围绕人才引进、精准招商、平台
建设、促进成果转化等出台 11 条措
施。其中规定，对京津等地高层次科
技领军人才带技术、带项目来石家庄
创业的，经评审认定给予最高1000万
元的创业启动资金；鼓励企业引进京
津科研人员担任“科技副总”，提升科
技创新水平。 （据新华社）

河北石家庄：

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在技术创新、产业生态、融合应用等
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已进入全球第一梯队。中国信通院测算，2022
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达5080亿元，增长18%。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如何？面临着哪些
机遇？今后产业发展有哪些着力点？最近，记者采访了工业和信息
化部相关负责人及业内多家企业。

深圳巴士集团安托山公交车队调度
组长陈晓岚告诉记者，去年车队 6 条线
路、72辆公交车安装智能系统后，借助人
工智能算法，车队可以通过精准匹配的
动态飞线图，全面了解线路客流信息，如
哪个时段、哪个区间客流量大，进而调整
线路早晚高峰时段的发车频次，增发72
路、M500路区间车，提升了线路运营效
率，方便了乘客出行。

据了解，目前，深圳已经有 6000 辆
公交车安装了该系统。构建城市级公交

大脑不仅帮助公交公司降本增效，还有
效推动城市智慧出行。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总
工程师安晖表示，当前，人工智能与一、
二、三产业融合成效初显，正在从医疗、交
通、制造等先导产业领域向旅游业、农业
等领域拓展；智能金融、智能医疗、智能安
防、智能交通等领域已经成为人工智能技
术产业化落地的热点应用场景；制造业研
发设计、工艺仿真、生产制造、产品检测等
重点环节智能化水平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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