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年前，波音737签下首家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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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史今朝

科技前沿

近期，“杭州六小龙”火爆出圈，从推出
火爆游戏《黑神话：悟空》的杭州游科互动科
技，到开发大模型的AI公司深度求索，再到
开发扭秧歌机器人的宇树科技；从深耕脑机
接口领域的强脑科技，到聚焦智能机器人制
造的云深处科技，再到研发云设计软件系统
的群核科技，6家科技新贵风靡海内外，甚至
被称为“神秘的东方力量”。

“为何是杭州？”“杭州做对了什么？”“该
向杭州学习什么？”

《黑神话：悟空》游戏主创冯骥曾说：“踏
上取经路，比抵达灵山更重要。”看城市的产
业发展，倘若只看到“修成正果”的当下，忽

视了自身的功能定位、优势特点、发展阶段，
容易“刻舟求剑”，甚至“喜新厌旧”“捧高踩
低”。更重要的是需要保持长期主义，学习
如何负芒披苇，化解“九九八十一难”。

“杭州六小龙”的一鸣惊人绝非偶然，而
是杭州这座城市在产业培育、创新驱动方面
长期积累与精准发力的必然结果。

杭州有两大“特立独行”让人印象深刻。
一是以前瞻眼光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杭州早早跳出“产业舒适区”，把战略重点精
准投向科技创新领域。当移动互联网红利
渐退，杭州率先转向“硬核创新”。从2017年
成立之江实验室到2022年余杭区规划千亩

AI产业园，逐渐形成“算力基建—算法研发
—场景落地”新架构。DeepSeek的崛起正是
得益于杭州丰沃的产业土壤。

二是打造优质营商环境，坚持有所为有
所不为。最近网络上流传着一张评价杭州
营商环境图，其中提到，“公司整个入驻过
程、补贴申请过程，没吃过一顿饭，没喝过一
顿酒，没送过一根烟”“答应你的政府补助，
按约定时间自动打款，无需你再去问、再去
催、再去请吃饭”“事办完，政府部门的人就
消失”。2023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显
示，杭州合同执行效率指标排名全球第12
位，超过硅谷所在地旧金山的第19位。杭

州人才净流入率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是
年轻人创业就业的优选地。

通过找准方向、不断“打怪升级”，杭州
拾级而上。于其他城市而言，杭州的经验弥
足珍贵。但是，也需要明确，各地的资源禀
赋、基础条件不同，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简
单照抄，应坚持因地制宜，警惕一哄而上。

当今之中国，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正
以汹涌澎湃之势席卷，在时代的广阔版图
上，新领域、新赛道、新机遇不断涌现。期待
各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创新中，相
互学习、相互启发、相互借鉴，各美其美、美
美与共。 据《证券时报》

本报讯 2月17日9时25分，随着深圳
证券交易所内上市钟鸣声响起，中航成飞
正式登陆资本市场。

中航成飞由中航电测向中航工业发
行股票购买中航工业成飞100%股权重组
而来。本次重组历时18个月，交易金额高
达174.39亿元，成为注册制以来深市金额
最高的重组项目。本次中航成飞核心军
工资产整体上市，是新“国九条”、“科技企
业16条”发布后，资本市场精准支持科技
创新领域资产并购重组的典型案例。

中航电测与中航工业成飞的“联姻”
自2023年初首次披露起便备受瞩目。

中航工业将中航成飞注入上市公司，
通过上市平台加强对先进航空装备建设任
务的保障和支撑，不断提升航空产品制造
水平，借助资本市场推动核心企业高质量
发展。

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实现从“配
套供应商”向“整机+核心系统集成商”的
跨越式升级，形成航空装备整机研制的核
心竞争力，进一步加强对先进航空装备建
设任务的保障和支撑作用。

中航成飞创建于1958年，为中航工业
直属单位，是我国航空武器装备研制生产
和出口的主要基地、民机零部件重要制造
商。中航电测是中航工业控股企业，2010
年在创业板上市，是国内智能测控龙头。

2023年1月11日，中航电测公告拟向中航工业发行股份购买其
持有的中航成飞100%股权。最终，此次股份发行价格被定为
8.36元/股，总发行20.86亿股，交易作价174.39亿元。

此次中航成飞登陆资本市场，是中航工业贯彻落实全面深
化国有企业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要求
的重要举措，也是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实践。

中航成飞表示，将以登陆资本市场为契机，进一步聚焦首责
主责主业，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争做上市公司高质
量发展的表率，努力成为经营业绩佳、创新能力强、治理体系优、
市场认可度高的世界一流创新型航空高科技上市公司。

截至2月17日收盘，中航成飞股价为68.01元/股，总市值达
到1820亿元。

1912年2月19日，德国齐伯林硬式飞艇LZ11“维多
利亚?路易丝”号首次试飞，日后由德国飞艇航空公司
（DELAG）运营，机组乘员6人，可以搭载11名旅客。一
战爆发后转给德国陆军用作训练艇。到1915年10月8
日报损，共飞行1400多次。

1937年2月19日,美国“飞机大王”霍华德?休斯
（HowardHughes）驾驶自己公司研制的H-1飞机的改进
型，从洛杉矶飞到新泽西纽瓦克，以7小时28分25秒创
造了跨美洲大陆飞行速度新纪录。

1965年2月19日，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签约成为当时
即将推出的波音737飞机的第一家客户。该公司的第一
架737-100于1967年首次试飞，1968年投入运营。

1982年2月19日，波音757-200基本型原型机在西

雅图首次试飞，当年12月21日取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适航证。

2002年2月19日，巴西航空工业公司ERJ-170原型
机首次试飞。E170系列是巴航在21世纪开发的新一代喷
气产品，于2003年投入营运。

2014年2月19日，美国联合航空公司（UnitedAir-
lines）宣布，在全新改装的波音737-800上，首次使用新型

“分裂式弯刀小翼”进行商业飞行。据称，与使用基本混合
小翼的飞机相比，新小翼可以显著降低飞机阻力，从而使
每架飞机额外节省2%的油耗。

2022年 2月 19日，中国南方航空接收了两架
A319neo，用于取代其逐渐老旧的高高原型A319ceo。南
航也成为全球首家运营A319neo的航司。钟强 辑录

从推动科研到赋能制造，AI的潜力不可估量
□ 李飞飞

编者按：
DeepSeek的横空出世，再次将

人工智能推到了时代发展的聚光
灯下。近期，享誉全球的人工智能
顶尖华人专家、美国国家工程院院
士、斯坦福大学教授李飞飞在巴黎
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发表了开幕
演讲。她将人工智能的发展历史
放到了“生物进化”的宏大脉络中，
探讨了从“感知智能”迈向“行动智
能”的转型路径、AI发展的伦理观
与治理原则。这些深刻思考，为我
们理解人工智能提供了一个独特
视角。让我们一起回顾她在这次
演讲中的精彩内容。

多个城市发出“为何是杭州”的灵魂拷问

城市的产业发展需要保持长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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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的历史可追溯到生命起源

对我们许多人来说，人工智能通常被视为一
个关于技术和现代世界的故事，当然也是一个关
于未来的故事。但对我而言，这更是一个可以追
溯到生命起源的故事，一个开始于5亿年前的故
事。那是极其遥远的时代，“视觉”的概念甚至还
不存在。事实上，眼睛尚未进化，没有任何生物亲
眼目睹过这个世界，所有生命都处在黑暗之中。

当进化赋予简单的生物感知周围世界并做
出反应的能力时，哪怕这种感知非常微弱，一场
进化“军备竞赛”便拉开了序幕。最初，这还只是
一种被动的体验，即简单地让光线进入，但很快
就变得更加丰富和活跃。神经系统开始进化，视
觉发展为洞察力，“看到”演变为“理解”，理解力
进而催生行动，所有这些共同孕育了智能。而这
一切，将永远地重塑地球生命的本质。

快进到5亿年后，人类的智慧已经引导我们
去构想和塑造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不
再满足于仅仅拥有大自然赋予的智能。现在，好
奇心驱使我们去创造像人类一样智能，甚至超越
人类的机器。

这项开创性技术的探索之旅，始于20世纪中
期。英国伟大的数学家艾伦?图灵（AlanTuring）
极具远见卓识，甚至在计算机诞生之前，他已经
开始思考如何赋予计算机媲美人类的认知能
力。同样的好奇心和雄心也深深吸引着早期的
美国计算机科学家。他们不仅发起了首个探索
智能机器可能性的研究项目，更在1956年那个闷
热的夏天，提出了“人工智能”这一术语，比这个
概念被大众所熟知还要早几十年。

有趣的是，他们当时认为只需两个月就能解
决这个问题的绝大部分，甚至揭开智能之谜。如
今，这个“两个月项目”已经过去了820个月，但我
们确实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算法、数据和算力催生现代AI

我们当今所处的现代AI时代，正是3项极其
重要又各自独立的技术与科学进步汇聚而成的
成果。

第一项是对感知算法的研究——即生物

（包括动物乃至人类）如何理解周围世界，并最
终创造出让机器也能具备类似能力的数学模
型。在达特茅斯AI夏季研讨会上延续了图灵的
大胆假设之后，神经生理学家戴维?休伯尔（Da�
vidHubel）和托斯坦?维厄瑟尔（TorstenWiesel）
率先揭示了哺乳动物视觉皮层中神经处理的层
次结构，这为他们赢得了诺贝尔奖，也彻底改变
了我们对视觉处理的认知。大约在同一时期，
心理学家弗兰克?罗森布拉特（FrankRosenb�
latt）搭建了最早的神经网络原型之一——感知
器。这项工作启发了数十年后无数计算机科学
家，尤其是早期先驱者，去设计愈发先进的模
型，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深度学习神
经网络算法，让机器拥有了自身近乎神奇的感
知和分析能力。

与此同时，第二条研究脉络也开始出现——
认知科学家转而研究人类自身的大脑，揭示我们
对周围环境进行感知时所拥有的惊人深度和复杂
性。他们的研究明确指出，无法将我们的脑与其
所处的进化环境分割开来。大脑不过是一个被禁
锢在颅骨黑暗之中的机器，却又从生命最初时刻
开始，就急切地向外部学习，通过每一次光线的照
射、每一次触觉刺激、每一声细语来获取信息。

对我个人而言，作为在21世纪初成长起来的

科学家，当时感知算法几乎是我所在领域的唯一
关注点，而认知科学带给我的启示在于“规模”。
演化与发育能如此有效地塑造人类智慧，是因为
它们能利用大量数据来驱动我们的学习。我和
我的合作者、学生们推测，同样的规律也适用于
机器，只不过这一次，数据来自现代数字设备和
互联网，而不再是依靠生物感官。由此激发了我
所在实验室发起的ImageNet项目。我们提出了
一个关键假设：数据是让神经网络等高容量算法
真正“活起来”的关键。这个理念让神经网络焕
发新生，开启了利用海量数据来推动AI进步的全
球趋势，也成为如今所说的AI“规模定律”（scal�
inglaw）的一部分。

最后，如果没有极其强大的运算能力来支
撑，以上所有成就都不会发生，或者根本连起点
都无法跨越。最初的里程碑包括冯?诺依曼
（vonNeumann）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计算机
体系结构理论，它一直沿用至今，并在上世纪70
年代初催生了第一批微处理器。可有趣的是，真
正让硅芯片原始运算速度获得飞跃的，竟是电子
游戏。为追求更逼真的游戏画面，上世纪90年代
初诞生了一个小型产业，但在短短20年迅速膨胀
为全球巨头——以英伟达（NVIDIA）等公司为代
表，开发出了越来越强大的图形处理器（GPU）。

结果证明，这恰恰是让神经网络算法得以利用互
联网规模大数据进行学习的最后一块拼图。

更“主动”的AI正在到来

2012年，在ImageNet挑战赛上，我的实验室
率先将算法、数据和计算这三大要素首次大规模
结合在一起，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了我们整个
领域。那是机器首次能够理解并准确地描述海
量图像——成百上千万张之多。如今我们对此
已经习以为常，但在当时，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
壮举，甚至有些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它就像推
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随后的一系列突破接连
不断，并且来得越来越快。

毫无疑问，历史学家今后一定会把这段时间
称作“真正的第一个AI时代”。从任何一个能想
到的指标来看，AI都是一场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
扩大的革命。过去几年里，人工智能又迎来了更
惊人的跃进——也就是大型语言模型的出现。

这些大型语言模型把现代AI所依赖的算法、
数据和计算力三大要素都推向了更极致的规
模。它们采用了一种名为“Transformer”的新型
模型架构，训练数据几乎覆盖了整个互联网，并
在数量惊人的最新、最强大芯片上运行。正如我
们所见，其结果是在机器能力上比过去10年来的
任何一次突破都更为迅猛。

而且，这些能力并不只是表面上看着“会说
话”而已。现在AI模型在各种基准测试（从手写
识别到博士水平的科学问答）上的表现近几年都
在飞速攀升；其中一些难度极高、对人类来说具
有挑战性的任务，AI的成绩简直像坐火箭一样往
上蹿，几乎呈垂直上升的趋势。

不仅如此，从能够流畅使用语言开始，大型
语言模型还在朝更具“主动性”的方向发展——
它们学会了将复杂任务分解成若干步骤，并逐步
规划如何实现目标。人们目前将这种趋势称作
“具备代理能力（agentic）的AI”。对许多用户和
企业而言，这些能力已经非常实用，而它们还远
不止于此，后续的发展潜力更是不可估量。

我们目前所讨论的还大多停留在“语言智
能”层面，但人类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拥有更
全面、更完整的智能。从“被动感知”到“主动行
动”的新阶段正在到来。在我自己的研究领域
——涉及摄像头和机器人时，我看到AI正逐渐具
备“创造、理解、推理和交互”这些维度，进而在数

字或物理的三维空间里与人和环境相互作用。
我们称之为“空间智能（spatialintelligence）”和
“具身智能（embodiedintelligence）”。

实际上，就连我一直崇拜的图灵先生，他对
于未来的预见在这一点上也可能有些“过于狭
隘”或“向内看”了。因为进化本身已经一再告诉
我们：智能的真正强大之处，不仅仅在于“思考”，
而在于让思考能驱动行动。

构建以人为本的AI

如果AI不仅能思考，更能行动，成为真正的
“行动机器”，那么我们引导这项技术的集体责任
就变得更加紧迫和重要。这一切已将我们带到
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刻。那么，我们该如何
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挑战？

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在指引我的研究工作。
虽然我肯定，想要找到简单答案几乎不可能，但
有一个主线在我多年的探索中始终贯穿，那就是
我所说的“以人为本的AI”，并且它包含3个核心
价值：尊严、能动性和社区。

首先是尊严。当面对越来越强大的技术时，
我们人类常常会反思：到底是什么在定义“我们
是谁”？如果把我们能做的所有事情都一一剥
离，剩下的那份能够自主决策并亲自行动的尊严
感，依然是我们作为人的本质之一。如果AI这项
技术能帮助我们守护并且“找回”这份尊严，尤其
是能帮助到最脆弱的人群，那将是让我最激动的
事情。

其次是能动性。我所在的实验室多年来的
核心理念，就是探索如何让AI“增强”人类的能
力，而不是取代人类。毫无疑问，每一次重大的
技术变革都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AI也不例
外。然而，我相信AI可以帮助我们从创造力到医
疗保健、从科研到制造业，在方方面面获得新的
能力。因为在许多方面，AI的技能与人类的技能
其实是互补关系。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数字
或物理上的合作者”来强化自身能力。

最后是社区。过去10年里，科技也常常被诟
病“把人们越拉越远”，催生了各种“信息茧房”和
“狂热话题诱饵”等。如今，AI又一次走到了十字
路口：一条路是让AI主导很多社交体验，甚至为
每个人极度定制并强化他们原本的偏见；另一条
路则可能帮助我们构建更健康、更强大并具有包
容性的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