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近 40 度的高温，并没有阻止人们参会的热情——相反，7 月 4 日于上海举办的 2024 
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比去年更为火爆了。 
 
「就是一个火爆。」一位现场工作人员说。据了解，仅今天一天，此次大会的曝光量就有超

过去年总和的趋势。 
 
大会第一天，19 场论坛、数百位 AI 圈最瞩目的学术界、产业界代表展开了密集的讨论。
可无论是图灵奖得主、科技公司一把手、还是展台前被 AI 裹挟的普通人，又都在说同一件
事——AI 应用如何落地。 
 
这里没有「大模型颠覆世界」的夸夸其谈，也没有「AI 应用落地不及预期」的断言，聊的
都是：当下、今天，如何摘取大模型的果实。就着大模型「木桶效应」的最短板，怎么做出

今天能用得上、用得好的 AI 应用。Transformer 和 Scaling Law 未必通向 AGI，但一个 LUI
（自然语言交互）的新世界已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徐徐展开。 
 
大会的议程设置往往反映了行业的普遍趋势。除了大模型之外，具身智能、机器人、芯片等

领域也延续了去年大会的热度。论坛上，多位 AI 行业大咖都表达了自己的思考，从中可以
一窥行业目前的大趋势。Enjoy。 
 
 
 
周伯文-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 
 
衔远科技创始人 
 
对 AI 安全的投入远落后于 AI 性能的投入 
 
目前，从算法研究、人才密集度、商业驱动力、甚至包括算力的投入等方面来看，我们对 AI 
安全的投入远远落后于对 AI 性能的投入。现在，世界上只有 1% 的（资源）投入在对齐或
者安全考量上。 
 
 
 
姚期智- 
 
图灵奖得主、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院长 
控制好 AI，但又不能破坏它 
 
AI 风险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网络风险延伸和扩大。现在，我们觉得管理数据安全已经是
很困难的，出现了 AI 会困难 100 倍。二是没有意识到的社会风险，比如说 AI 非常强大，
而且是可以有很多方式去使用，所以颠覆现在社会结构在短时间内发生的可能性，这是存在

的。比如说有人提到，AI 可能带来大规模未来的失业。三是最有意思的层面，生存或者存



在的风险。以前也面临过，当火车或者蒸汽机发明的时候，就有人有这样的担忧。 
 
作为计算机科学家看到了最有深度的问题，一方面我们把 AI 控制好，毕竟这是我们设计出
来的；另外一方面，也不希望它被我们给破坏了，这样权衡是非常困难的。正如图灵所说，

这是无法预测的，预测不了机器有了足够算力之后会做什么。 
 
 
 
李彦宏- 
 
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我们要避免掉入「超级应用陷阱」 
 
一定要出现一个 DAU10 亿的 APP 才叫成功，这是移动时代的思维逻辑。其实不一定，AI 时
代，「超级能干」的应用比只看 DAU 的「超级应用」恐怕要更重要，只要对产业、应用场
景能产生大的增益，整体价值就比移动互联网要大多了。 
 
 
 
智能体是最看好的 AI 应用方向，搜索是智能体分发的最大入口 
 
热衷于「用 AI 写一个作文能得多少分」，其实这个使用价值是不大的，人家不会让你带一
个大模型去参加高考。但是真正的需求是，大量的考生在考完之后要报志愿、要选择学校、

选择专业，他们对一所大学、一个专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每一个考生的情况又是不

一样的，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智能体来回答每一个考生专有的问题。 
 
制作一个好的智能体通常并不需要编码，只要用人话把智能体的工作流说清楚，再配上专有

的知识库，一般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智能体，这比互联网时代制作一个网页还要简单。 
 
未来，将会形成庞大的智能体生态，而搜索是智能体分发的最大入口。 
 
开源模型在特定场景有价值，但并不适用于大多数应用场景 
 
开源大模型在学术研究、教学领域等特定场景下有存在的价值，但并不适用于大多数应用场

景。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需要让业务效率比同行更高、成本比同行更低时，商业化的闭源

模型是最能打的。 
 
（业界可能会）混淆模型开源和代码开源这两个概念。模型开源，你拿到的是一大堆参数，

还是要去做 SFT，还是要去做安全对齐。你不知道这些参数是怎么来的，是无法做到众人拾
柴火焰高的，即使拿到对应的源代码，也不知道他用了多少数据、用了什么比例的数据去训

练这些参数。所以拿到这些东西，并不能够让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迭代和开发。 
 
 



傅盛- 
猎豹移动董事长兼 CEO， 
猎户星空董事长 
 
智能涌现，是一个灰盒状态 
今天我们讲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不是人工智能核心的道路？按照这条道路走，是不是能够

创造通用人工智能？还是说也会有别的路线？ 
今天业界、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仿人类的智能、仿人类的框架才能真正发现智慧的过

程。因为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我们叫智能涌现，其实对中间的原理并不是特别清楚，是

一个灰盒状态。 
智能的涌现，可能是多条路线的。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今天看到了这一波人工智能带来的

巨大的生产力变革，就应该是坚定地投入。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上，去完成一系列产业变革。 
 
安德雷斯·韦思岸 
（Andreas Weigend）- 
社交数据实验室创始人、亚马逊前首席科学家 
 
人和 AI 不一样在于：好奇心和审美 
到底推动人们发展的是什么？我们和 AI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我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好
奇心。 
我还想再加一句，上周世界上最好的交响乐团——爱乐乐团来到了上海进行表演，他们演奏

的音乐会特别棒。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好奇心让人类疗愈人类了，而是欣赏、审美、热爱。 
 
王坚- 
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任、阿里云创始人 
 
GPT 的潜力还没有被完整地探索 
80 年代初，发明了人工智能这个词的十个人之一——赫本山姆（Herbert A. Simon）跟我们
讲，人工智能是未来。你想一个大学生被讲了以后，可以想象是多么热血。但等了几十年，

（人工智能）也没有来。所以很多问题的探讨，困难要超出我们想象。 
但这一次可以说，人工智能是有别于过去的人工智能。不好说它是不是通用人工智能，但是

它一定跟过去五六十年是不一样的。 
General Intelligence 被翻译成通用人工智能，我个人觉得有一点点混淆，翻译成普通人工智
能会更加确切，它是一个最最基本的东西，而不是从通用不通用的这个角度来讲。 
 
人工智能的机会属于谁？ 
（考虑到大模型所需要的算力、算法、数据门槛，）人工智能对大公司会友好一点，但是友

好并不意味着宽容，一定会有新的大公司出现，也一定会有大公司烈火重生。大企业（可能）

会觉得 AI 是工具的革命，小企业一定会觉得这是革命的工具。我想大企业也要意识到这是
革命的工具，那这个变化就来了。 
 
张平安- 
华为常务董事、华为云 CEO 
 



AI 创新，离不开「在云端释放算力需求」的创新 
中国的 AI 发展，离不开算力基础设施创新。这条 AI 创新道路，包括把端侧硬件 AI 算力
的需求，释放到云端。就像华为手机的拍照功能已经可以把图片呈现得逼真、有丰富的细节，

但如果把图片处理放在云端计算，图片会更立体清晰，像单反一样，（像所展示的这张图片

里）蚂蚁绒毛清晰可见。 
在云端，通过云网端芯架构上的协同创新，来构建可持续发展的 AI 算力基础，包括芯端算
力上云、面向 AI 的网络架构升级、云基础设施系统架构创新三个方面。 
 
井贤栋- 
蚂蚁集团董事长兼 CEO 
 
大模型落地三大难 
业界普遍认为，通用大模型落地严谨产业，面临着三个「能力短板」：领域知识相对缺乏、

复杂决策难以胜任，以及对话交互不等于有效协同。 
 
通过专业智能体的深度连接，AI 会像互联网一样带来服务的代际升级 
为了破解这些难题，专业智能体是通用大模型落地严谨产业的有效路径。通过专业智能体的

深度连接，Al 会像互联网一样，带来服务的代际升级。（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APP 小程序是
服务载体，未来是要往专业智能体方向推进。） 
未来智能化的用户体验，一定不是只靠一个大模型，而是需要全行业深度协作，需要很多的

专业智能体共同参与、各司其职。蚂蚁坚持走开放道路，和行业共建专业智能体生态。 
 
徐立- 
商汤科技董事长兼 CEO 
 
应用是 AI「超级时刻」的关键 
我一直的观点是其实虽然我们的行业非常的热，包括像 GPT 带来的聊天式的应用，Sora 带
来的视频应用，但它还没有到「超级时刻」，是因为它没有真正走进到一个行业垂直应用当

中、引起广泛的变化。 
可是这两天，我忽然感觉有点变化的想法。因为我的中学的退休的老师不停的在群里面问我，

怎么样用人工智能去写文案、生成祝福的图片，发到他的退休群里等等。 
我突然想，其实超级时刻和应用是互相成就的。只有超级时刻带来的认知的变化，最后才能

推动应用。倒推回来，如果我们有应用作支撑，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刻就是「超级时刻」。

所以，应用是「超级时刻」的关键。 
 
走向广泛应用的三大突破点：高质量数据、流畅的交互、可控性 
如果要推动人工智能超级时刻的到来，需要大模型可以展现出卓越的深度思考的能力。那么

合成的人工数据，特别是高级思维的数据非常重要。所以越是有应用的场景，才能形成更好

的、高质量的数据。 
第二，自然的没有延迟的交互。端侧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点，推动模型的端侧优化，

实时的交互变化会更加流畅。用好端和云两部分的计算机资源，才能够成为一种全自然的交

互模式。 
第三，所有的生成都要可控，你不需要做得很好，但你需要知道你哪里做得不好，并且说做

哪里进行一些修改，有了这样的一个边界，那么实际上才能做到真正的可控技术以及可持续



的技术发展。 
 
孟樸- 
高通公司中国区董事长 
 
终端与云端的紧密结合，将成为推动生成式 AI规模化扩展、加速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虽然当前生成式 AI 的研发和应用主要集中在云端，并且云计算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如果
将 20% 的生成式 AI 工作负载转移到终端侧，预计到 2028 年将节省 160 亿美元的计算
资源成本。 
这种终端与云端的紧密结合，将成为推动生成式 AI 规模化扩展、加速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所
在。同时，为了推动生成式 AI 的广泛应用，我们也需要将其能力延伸到日常使用的智能设
备上，如智能手机、移动 PC 和智能网联汽车等。 
实现生成式 AI 在终端上的落地，需要在终端侧打造高性能 AI 处理器；还需要对生成式 AI 
模型进行训练优化，使其体量越来越小，效率越来越高。 
IDC 预测，预计 2027 年中国新一代 AI 手机出货量将达到 1.5 亿台，市场份额将超过 50%。
在 PC 方面，咨询公司预计 AI PC 的渗透率将从 2024 年的 2% 上升到 2028 年的 65%。 
 
闫俊杰- 
MiniMax 创始人兼 CEO 
 
应用的关键是，要降低模型错误率 
我觉得目前大模型最核心的问题是，错误率还是比较高的。比如 GPT4 在很多测试指标上，
正确率只有 60%、70%，也就是有 30%、40% 的错误率。国内的模型整体有 60% 到 70% 的
错误率。 
为什么大模型的产品都是一个对话的形式？因为对话的容错率比较高。为什么它不能成为一

个独立的 Agent？是因为如果是个 Agent，需要进行多步、错误率就更高，就没有办法用。 
所以我觉得最核心的问题是，怎么把大模型的错误率从 30%、40%，降到 3%、4%、或者 2%。
AI 从一个辅助人类的工具到能独立完成工作的最核心标志，就是错误率整体的降低。这对
于更大的社会价值是至关重要的。 
 
提升模型正确率的关键路径 
比如为什么我们要做合成数据？比如为什么我们在不停提高训练的效率？比如我们为什么

要研究新型的、比 Transformer 更好的网络结构？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各种各样的算法？
比如说为什么要做更好的对齐……所有这些事都是围绕着怎么把这些技术加在一起、或者乘

在一起，能够让我们半年或一年之后，有一个错误率个位数的模型。 
 
大模型降价是一件好事 
我觉得大模型的价格持续走低整体来说，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事。因为它本来就应该降低。同

时它降低的同时，效果就应该更好。 
但是对于大模型企业来说，价格降低的好处是你可以有更多的用户、有更多在线的用户使用

时长、有更多的流量，产生更大的价值，更多是基于这种流量价值来找到一种好的商业模式。 
 
 
张鹏- 



智谱 AI 首席执行官 
 
大模型的核心突破是多模态 
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去突破大模型的多模态。为什么要多模态？是因为真正的人在

现实世界中解决问题的时候，他需要的、输入的信息本身就是多模态的。 
除了自然语言以外，还有视觉、听觉、触觉，还有常识，所有这些需要综合起来，才能解决

现实世界中很多常见的问题。 
 
大模型降价不能长久 
价格的下降是因为技术驱动，因为本身技术越来越好，成本越来越低、价格持续走低。但是

这个事情过度就不好，真正的价值应该是逐级去做的。 
我们给大家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大家能够用这个服务创造更大的价值，然后我们创造这一部

分价值应该反向再传递回来，大家各自得到自己价值的部分，这是一个正常合理的市场的价

值链。从这个角度来说，降价这种事是不长久的。 
 
应用落地，顺着大模型最本质的变化——认知能力和泛化能力 
过去一些 AI 的方法，比如说人脸识别，它已经可以在指标级上超过人类的水平了，为什么
大家觉得这不是我们 AI 的终极答案呢？ 
比如说感知时代的 AI，能够产生实际的效能，但是它是受限的，泛用性不够、成本太高、
需要垂直化去做很多事情、ROI 算不平。 
而大模型带来了全新的能力，我们称它为「类人」的认知能力，让机器能够像人一样去思考。

并不是让机器成为一个机器、一个工具，而是让机器像人一样去思考，思考这个能力所带来

的效能提升是更重要的。 
今天我们希望通过「让机器思考」演进的方向去赋能实体经济，大模型能够提供泛用化的能

力，解决一系列的场景和应用需求，从而来解决成本和收益平衡的问题，这是它本质的特点。 
所以一定要从这个方向去思考，我们怎么去用新一代生成式 AI 和大模型的技术赋能实体经
济。要构建更通用、更基础的一个能力，去解决多项的问题。这个过程中，模型本身的能力

水平是最核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