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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周春媚

11月 15日，由科技部、深圳市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的“2023西丽湖论坛”拉开帷幕。定位高

端、大咖众多、干货满满，这是西丽湖论坛一贯

以来的特色，本届西丽湖论坛亦是如此。开幕

式上，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

宏，图灵奖得主马丁·爱德华·赫尔曼，硅谷人工

智能研究院创始人皮埃罗·斯加鲁菲，澳门大学

校长宋永华等科教界领袖发表了主旨演讲。

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作为最热门和前沿的

一项技术，备受大家的关注。在开幕式上，大模

型也成功站上舞台“C位”，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

焦点。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公司都在研发自己的

基础大模型，形成了“百模大战”的局面。与此同

时，许多城市也在布局和构建自身的智算中心，

向建设人工智能产业高地发起冲击。

作为国内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之一，李彦宏此次的演讲备受关注。在以《AI原
生时代：冷思考和热驱动》为题的演讲中，他表

示中国的大模型很多，但是基于大模型开发的

AI原生应用还非常少。他以个人电脑时代和移

动互联网时代为例进行阐释：在个人电脑时代，

基本上只有Windows一个操作系统，但是基于

Windows系统开发的软件很多；在移动互联网

时代，主流操作系统只有安卓和 iOS两家，而移

动应用有 800万之多。大模型时代也是如此，

大模型本身是一个基础底座，类似操作系统，最

终开发者要依赖为数不多的大模型来开发出各

种各样的原生应用。

“不断地重复开发基础大模型是对社会资

源的极大浪费。AI原生时代，我们需要 100万

量级的 AI 原生应用，但是不需要 100 个大模

型。”李彦宏强调。他观察到，当前很多行业、企

业，甚至城市都在买显卡、囤芯片，想要从头训

练自己的专用大模型，但这样训练出来的大模

型并没有智能涌现的能力。因为只有当模型的

参数规模足够大，训练数据量足够多并且不断

投入，进行迭代，才能够产生智能涌现。

“我们看到目前在竞逐大模型的赛道上，各

地都把算力作为提升自身竞争力的重要部分。

但我们是否可以将算力进行有机整合，让大模

型得到资源最优化的应用？这是值得思考的问

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

授、知名主持人蒋昌建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嘉宾们的思想碰撞和观点交流，解答

了他的一些困惑，亦激发了他对当前人工智能

热点话题的重新思考。

当前狂热的大模型浪潮也让安全与伦理

成为各国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急切需要解决的

议题。皮埃罗·斯加鲁菲作了题为《技术突破

与可信赖的人工智能》的主旨报告。在他看

来，人工智能的安全和可靠非常重要，这需要

在人工智能系统开发的每一个步骤确保它的

可靠性，保证技术的安全、可信，最终建立可信

赖的人工智能。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西丽湖论坛开幕式还

发布了7项重大科技成果，其中一项为推出“鹏

城·脑海”通用AI大模型进阶版。据了解，“鹏

城·脑海”通用AI大模型进阶版由鹏城实验室

联合中国外文局、华为、腾讯共同发布，公众版

本将面向全社会开源，与业界携手构建基于“中

国算力网”的AI大模型创新应用生态，为全球

人工智能创新提供中国方案。

据悉，举办西丽湖论坛是科技部、教育部、广

东省政府共建西丽湖国际科教城的重要举措。

在开幕式上，西丽湖国际科教城也迎来了《西丽

湖国际科教城空间规划纲要》这一新的纲领性的

文件。根据规划，将以西丽湖为生态心，形成“一

心、两轴、三区、六大创新组团”的空间布局、“环

山、抱湖、拥河、连海”的生态格局，将西丽湖国际

科教城打造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山水之城、创新

之城、乐活之城、智慧之城”。除了开幕式以外，

本届论坛还将举行精彩纷呈的13场平行论坛。

2023西丽湖论坛在深圳开幕

大咖集结纵论前沿科技 大模型成热议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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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安宇飞

植入大脑的一枚小小芯片，未来有望让失

明者重见光明，让瘫痪者重新站起；数百米深的

水下，机器人能像游龙般来去自如，纵览海底景

象，检修海上风电设备；消防救火的紧要关头，

机器狗可以代替消防员冲锋陷阵探查火情……

这些以往科幻电影里才能看到的东西，如今已

走入现实。

11月 15日，第二十五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

成果交易会（以下简称“高交会”）在深圳拉开帷

幕。作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高交会，不仅有

华为、大疆、比亚迪等各行业科技巨头云集于

此，还有许多科技实力强劲的企业带来了最新

产品和技术，奏响了中国科技创新的乐章。一

家生产机器人的企业负责人告诉证券时报记

者：“这是我们第二次参加高交会，感觉比前一

届热闹很多，外国客户也明显更多了。”

科技已成为连接中外合作的桥梁，本届高

交会有超过 105个国家和地区团组、4925家企

业参会参展。高交会已经从“中国科技第一展”

逐渐成为了全球性的科技盛会，成为中外科技

交流合作的纽带。

新产品、新技术
让人目不暇接

走在高交会福田展区的一号展馆，“脑机

接口”四个红色大字吸引了许多中外观众驻足

参观。

据武汉衷华脑机融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衷华脑机”）工作人员介绍，该公司

生产的双向脑机接口主要用于脑科学的研究和

疾病的治疗，未来还可以拓展至智能家居等方

面的应用，类似于在大脑中植入一个“遥控器”，

可以自如控制灯的开关等。

什么是双向脑机接口？简单来说就是把电

极或芯片植入人类或动物的大脑，让大脑与外

部设备连接。大脑有上亿个神经元，双向脑机

接口既可以监测神经元的放电活动，也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代替”神经元进行信息交换。这意

味着，一些瘫痪、中风等神经功能受损的患者有

望通过脑机接口恢复神经功能。

此前马斯克曾表示：“Neuralink正在研发一

种视觉芯片，预计几年后就能完成。”他提到的

视觉芯片有望帮助失明人士重建光明。那脑机

接口目前在医疗领域能扮演怎样的角色，距离

真正治疗失明、瘫痪等症状还需多久时间？

衷华脑机工作人员表示：“我们脑机接口其

实是一个工具，具体能够解决哪些病症还需要

和医院共同探索。我们目前和北京天坛医院、

武汉同济医院有 20多项课题合作，每个课题瞄

准一个适应症，比较典型的有脊髓损伤等。目

前整个行业都处在发展早期，尚不确定什么时

候可以大规模商用。”

如果说脑机接口还处在萌芽阶段，那机器

人、机器狗技术相对更成熟，已经走进很多工业

场景。

行走在高交会展馆，时不时就能看到在路

上“迎宾”的机器狗，杭州云深处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云深处科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公司生产的机器狗有大小不同型号，“小狗”一

般用于高校科研等场景，“大狗”可以用于电力

巡检、消防救火等多个领域。

“‘大狗’可以负重 20千克至 40千克，可以

用于消防救援，一些场景不适合消防员进入，机

器狗就可以探查火情。我们公司的核心技术优

势在运动控制上，机器狗能爬楼梯、走乱石堆等

复杂地形，即使你过去推它一下，它也不会倒，

有抗干扰的能力。”云深处科技工作人员说。

在本届高交会，记者还看到了“会说话的相

框”“会飞的汽车”等各类新技术、新产品。小鹏

汇天陆空一体式飞行汽车以最新造型首次向公

众展示、华为AI展车也选择高交会作为全国巡

展的首站……据高交会官方统计，为期5天的高

交会将亮相新产品新成果680余项。

研发投入成
创新“最强马达”

中国展商各个“身怀绝技”的背后是“苦练

内功”，拿真金白银投入研发才造就了企业在高

交会上的辉煌亮相。

汽车像“变形金刚”般打开车顶，黑色的机翼

从中升起、缓缓展开，映衬着泛科技感的绿光……

小鹏汇天陆空一体式飞行汽车在本届高交会上亮

相，这款汽车所处的区域也成为了本届高交会的

“打卡圣地”。

据介绍，小鹏汇天陆空一体式飞行汽车采

用了超跑设计风格，它的机臂、旋翼等飞行系统

可以完全折叠收纳至车内，让汽车成为一辆炫

酷的超跑。而智能座舱又能实现陆行、飞行两

种驾驶模式的自由切换，通过折叠变形系统，该

汽车可以打开机臂化身飞行器，在法规、环境允

许的条件下垂直起降，飞行跨越拥堵、障碍、河

流等，满足人们短距离低空出行的需求。

小鹏汽车创始人何小鹏表示：“我们眼中

的飞行汽车不是飞行器。飞行汽车在城市内

是一个智能电动汽车，在郊区时是一个低空飞

行器。”

在飞行汽车赚足眼球的背后，是小鹏汽车

对前沿科技的持续探索。过去几年，小鹏飞行

汽车进行了多次迭代，从 2016年的飞行摩托概

念，到后来的旅航者系列以及如今的一体式飞

行汽车和“陆地航母”分体式飞行汽车，小鹏不

断在探索飞行汽车的落地模式。

2021年10月19日，小鹏汽车生态企业小鹏

汇天宣布完成超过5亿美元A轮融资，成为当时

亚洲低空载人飞行器领域企业获得的最大单笔

融资。据小鹏汽车财报，2023年三季度公司研

发投入 13.1亿元，历史累计研发投入超 181亿

元。持续的研发投入，为小鹏飞行汽车“捅破

天”奠定了基础。

在小鹏汇天陆空一体式飞行汽车的旁边，

摆放着华为智选车模式的首款轿车智界S7。据

介绍，11月 9日开启预售的智界 S7是首款搭载

华为全新“途灵”智能底盘的汽车，也率先搭载

了HarmonyOS 4智能座舱，内置的智慧语音助

手小艺还接入了华为盘古大模型，整辆汽车在

智能化领域走到了行业前列。

华为常务董事、终端BG CEO、智能汽车解

决方案BU董事长余承东在朋友圈发文称，首款

轿车智界 S7预发布仅两天，预定量就超过了 1
万台，比问界新M7同期的势头还猛。

销量火爆的背后，是华为坚持不懈砸钱投

入研发。华为 2022年财报显示，自智能汽车解

决方案BU成立以来，累计投入已达 30亿美元，

研发团队达到7000人的规模。

本届高交会，华为带来的不仅仅是汽车，还

有华为液冷超充解决方案、昇腾 AI 等多项产

品。2022年，华为研发费用支出为 1615亿元，

占全年收入的 25.1%，研发投入创下历史新高。

过去十年，华为累计投入的研发费用已经超过

9773亿元。正是对研发的高度重视和大量投

入，才换来华为在通信、手机、AI等多个领域的

领先地位。

上述企业对研发的重视，是中国民营企业

啃科技创新“硬骨头”的缩影。全国工商联发布

的《2023研发投入前 1000家民营企业创新状况

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研发投入排名前 1000
的民营企业的研发费用总额 1.24万亿元，占全

国研发经费投入的 40.14%，研发费用总额复合

年均增长率高于全国水平11个百分点。

串联中外的“科技纽带”

在本届高交会“登台唱戏”的不仅是中国企

业，更有来自海外上百个国家的企业代表。

在奥地利展区，名为“skills.lab”的足球训练

系统吸引了许多观众围观。据介绍，有了

“skills.lab”，就相当于有了私人足球教练，能对

传球/射门准确性、控球等能力进行精准训练，共

有108种训练模式。

奥地利展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称，本次

共有 5家奥地利企业参展高交会，企业产品覆

盖了运动、照明、新能源汽车等多个行业。“很

多企业其实已经和中国市场有密切合作了，比

如做照明的奥德堡，在深圳机场、深圳美术馆

和故宫博物馆都有用到它的照明技术。”上述

工作人员说。

为了吸引观众，一些外国企业也入乡随俗，

点满了很多“参展必备小技能”。意法半导体甚

至搞起了“扫码有奖问答抽奖购物卡”等活动，

吸引观众了解公司的产品和技术。

除此之外，还有俄罗斯联邦科学与高等教

育部带领了多家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参加本届

高交会，匈牙利展台展示了最新电动汽车和轻

型运动飞机……整体来看，有超过105个国家和

地区团组参会参展，高交会已经成为了连接中

外交流合作的“科技纽带”。

自 1999年首届举办以来，高交会已随中国

科技企业走过二十多年的风雨历程，见证了中

国科技的腾飞，也成为了一张“黄金名片”，牵引

着中外科技的交流与合作。一个个企业的研发

投入，终将汇成科技创新的滚滚浪潮，让“中国

科技第一展”成为全球性的科技盛会。

实探史上规模最大高交会——

从“中国科技第一展”感受经济新脉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