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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驾驶车自动识别信号
灯；智能算法实现发电、用电自
动匹配；智能影像快速给出诊疗
判断；智慧工厂对生产流程进行
精细化管理……当前，人工智能
正不断赋能中国各行各业，成为
中国创新发展、产业升级、经济
增长的重要动力。不少外媒报道
称，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
发展和治理体系方面，中国走在
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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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农产品对华出口激增

越南今年通过北部山区省份老街的边境口岸向中国出
口的农产品大幅上升。老街省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
季度，通过当地口岸的进出口成交额接近 1.86亿美元。其
中，出口成交额达到9240万美元，同比增长约90.1%；进口
成交额达到9320万美元，同比增长约15%。

在老街口岸进出口的货物中，农产品仍是主要出口产
品，达到7100多万美元，同比增长约63.2%，占出口总额的
76.8%。主要农产品有火龙果、香蕉、红毛丹、西瓜、木
薯、榴莲等。

老街省海关局负责人说，每天约有300辆运载进出口货
物的汽车经过金城国际口岸。

——据越通社报道

中国电动车企加快出海步伐

近日，湖北襄阳腾龙汽车有限公司的装配车间里机器
轰鸣，工人们正赶工交付成倍增长的电动汽车订单。该公
司今年已接到至少 1000 辆汽车出口订单，是去年的 3 倍
多。公司主要面向缅甸、泰国、老挝等东南亚市场出口电
动巴士，今年开始拓展俄罗斯和中东客户。5月，该公司已
接待了3批外国客户。

日益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促使中国电动车企加快出海
步伐，欧洲和东南亚成为不少车企的首选市场。一些中国
电动汽车企业大举进军国际市场，而且成绩亮眼。

中国电动汽车企业比亚迪提供的数据显示，集团今年
前4个月出口乘用车接近5.36万辆，已达去年全年出口量的
95%。去年比亚迪乘用车主要市场包括挪威、德国、荷兰、
哥伦比亚、巴西、泰国、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今年以来
已在英国、西班牙、约旦、厄瓜多尔等地开启销售。另一
家车企蔚来在2021年进入挪威市场，去年10月进一步拓展
至德国、荷兰、丹麦和瑞典，同时提供整车零售和订阅式
租车服务。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报道

国际象棋受中国年轻人欢迎

中国人始终对策略类游戏很着迷。近期，国际象棋备受
中国年轻人欢迎。国际象棋职业运动员、中国国际象棋协会
前秘书长田红卫表示，过去10年间，中国下国际象棋的人数
增加了 4 倍，从 2013 年的 600 万人增加到了如今的 3000 万
人。飞速发展背后是中国政府的支持。中国不仅推出了旨在
推动该项竞技体育项目的全国性规划，还开设了国际象棋相
关的专业学校并组织了各种级别的全国比赛。

中国院校也逐渐将国际象棋纳入教学计划。国际象棋
手机应用程序的开发，也推动了这项运动在年轻人中的普
及。更可喜的是，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以国际象棋为职
业。许多年轻的中国棋手近年来在国际赛事中取得了不俗
名次。

——据法国《快报》周刊网站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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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现创新活力
本报记者 林子涵

中国中小城市旅游从“出圈”到“出彩”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日前报道称，山东淄
博的烧烤视频在社交媒
体爆红后，近期该市旅
游的受欢迎程度呈现井
喷趋势。目前，中国及
国际研究者都在关注，
中小城市旅游热能否推
动中国实现消费主导型
增长。

《纽约时报》近期也
关注到，由于淄博烧烤

“火出圈”，该工业城市
最近成为中国的热门旅
游目的地。如今，物美
价廉、热情好客已成为
该城市的代名词。报道
提到，常住人口 470 万
的淄博在 3月份接待了
480 万游客。“五一”期
间，淄博政府专门开辟
21 条游览公交路线，并
在海鲜市场举办烧烤
节，以此抓住机遇，延续
旅游热潮。

█ 受访专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 宋昌耀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 厉新建

█ 受访专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 宋昌耀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 厉新建

“硬核成果不断涌现”

不久前，天津港的智慧码头吸引了彭博社的关注。
“利用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及 5G等技术，工作人员可远
程实时控制无人驾驶电动集装箱卡车进行装卸作业。通
过这种方式，码头成功解决了工人安全、员工短缺和成本
问题。”彭博社报道称。

智慧码头是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一个缩
影。美国外交学者网站报道称，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
领域的硬核成果不断涌现。今年2月，中国宣布开发人工
智能算法，帮助卫星躲避空间碎片。与此同时，中国还在
开发一个由立方星组成的平台，该平台使用人工智能决
策，可用于防御针对中国太空资产的攻击。

“在中国，人工智能已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日常生活
中。”拉美社报道称，人脸识别、语音识别、无现金支付、自
动驾驶、无人机、机器人、5G连接和大数据分析等逐渐成
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目前，中国还出现了“人工智
能酒店”，由员工和机器人共同负责客房服务、餐厅服务
等，客人可以通过人脸识别自助办理入住手续。中国的
官方媒体团队中也已有了人工智能主播，其外貌和姿态
都相当逼真，以至于很难相信其由人工智能程序生成。
人工智能也在医疗保健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是不少疾病
诊断、血栓检测、假牙制作等设备和软件的底层技术。

专利数量反映了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活力。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2018 年 1 月至 2022 年 10 月间，
全球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共申请115万件人工智能领域
相关专利，其中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 3 个国家分别是中
国（64.8万件）、美国（19.1万件）和韩国（5.28万件）。中国
的专利申请量比第二名及第三名的总和多一倍，这意味
着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非常活跃。

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正在逐步形成。据中
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2022年中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
规模达 508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8%。代表性企业超
过4200家，约占全球16%。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乔治城大学科技政策小组今年2
月发布的报告显示，到 2021 年年底，中国拥有超过 1600

家人工智能公司，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仅次于美
国。从2015年到2021年，有1239家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在
36个国家吸引了2299笔投资，筹集了1100亿美元。

“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是中国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
权的重要战略起点。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
展。中国正在利用人工智能建立发展优势、加快创新步
伐。”“美国之音”电台网站报道称。

多方持续创新发力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是政府、企业、科
研院所等多方持续发力。

拉美社报道称，2017年，中国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规划》。自那之后，中国加快了步伐，力争到 2025 年
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实现重大突破、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
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等目标。这一进程
伴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以及制定实施关于人工智能
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的政策。当前，中国还在不断完善相
关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向进一步发展的目标不断迈进。

近期，以ChatGPT为代表的一批现象级应用出现，生
成式人工智能和大语言模型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热烈讨
论。路透社、《经济学人》等外媒报道称，中国科技巨头正
在加快推出相关应用，在人工智能竞赛中争取一席之地。

“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科技企业正在竞相推陈出
新。中国科技行业目前正围绕人工智能进行深刻转变。”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报道称。

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中国也展现了强劲实力。《日
本经济新闻》与荷兰学术信息公司爱思唯尔进行的一项
调查显示，中国在2019年首次在人工智能相关论文的质
量方面跃升至世界第一。目前，中国人工智能相关论文
数量及质量仍显著领先。2021年，中国人工智能相关论
文数量是美国的约2倍，为4.3万篇。以“被引用数”进入
前10%的论文数量作为论文质量指标，2021年，中国论文
在高被引论文中占7410篇，比美国多70%左右。

“中国培养了世界上最顶尖的人工智能科学家。在顶
级人工智能会议上发表论文的研究人员中，来自中国的
人数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美国《时代》周刊杂志网站日前

报道称，“中国政府还在努力提升其国内科学基础。为了
吸引人才，中国政府推出了多项人才引进计划。”

治理体系的完善，进一步助力中国人工智能健康有
序发展。美国媒体 Axios报道称，中国在人工智能监管
方面领先全球。自 2021 年以来，中国出台了包括个人
信息保护法和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等在内的系列文
件，保障了公民权利。目前，中国用户有权关闭算法推
荐服务、有权决定何时向他们提供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中国还在 2022 年推出了 《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
理规定》，以防止人工智能用于深度造假。

“为长期增长奠定基础”

“人工智能是中国制造业创新发展的‘关键一招’。”
美国外交学者网站发文称，预计中国2023年将在人工智
能领域投入 147 亿美元，约占全球投资的 10%。到 2026
年，这一数字估计将达到260亿美元左右。

“今后，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领先势头可能还会持
续。”《日本经济新闻》称，中国的目标是到2030年成为世
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预计中国科技企业将继续大
力推进人工智能研发，众多初创企业也将不断发力。

“中国已经设定了到2030年成为人工智能领域全球
领导者的清晰目标。中国发布的一系列治理措施将进一
步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赋予优势。未来，中国可能在人工
智能竞赛中进一步脱颖而出。”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称。

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报告称，中国人工智能技
术创新迭代，驱动应用场景不断落地，生成式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决策等热点也为中国人工智能带
来了更多可能性。同时，企业数字化转型也催生了对人工
智能技术的需求，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的长期增长
奠定了基础。预计中国人工智能市场支出规模将在 2023
年增至147.5亿美元，约占全球总规模1/10。2026年，中国
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超过260亿美元，硬件占比达56%。

美国《国家》周刊网站报道称，基于中国强大的技术
基础、消费市场“无可置疑的优势”和强有力的政策驱动，
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突飞猛进，并且有可能成为中国经
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在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目的地格局中，京沪广深以
及苏杭成渝这样的城市仍占据主流地位，但中小城市
正在快速崛起，成为充满创新活力的重要力量。这其
中，有以旅游为经济发展核心依托的丽江、张家界、敦
煌，也有以特色旅游业态脱颖而出的大理、安吉和东

阳。大理的民宿业态、安吉的乡村旅游度假、东阳的影视主题休闲都
可圈可点，正受到越来越多关注。近期因烧烤而爆火的网红城市淄博
不仅在国内赚足了人气，也得到了外媒广泛关注。扬州、镇江则因其
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宜居的城市空间而广受游客喜爱。

与传统上凭借资源禀赋、交通条件、经济实力、消费人口等方面
优势而成为重要旅游目的地的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在旅游业竞争
中不仅没有“出局”，反而频频“出圈”、持续“出彩”，其主要共同原因
在于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传播特性。后来居上的中小城市借助互联网
和社交媒体的信息扩散和触达能力在市场关注度上另辟蹊径。只要
产品足够有特色，即便是地处天涯海角，也能在短时间获取巨大流
量，吸引足够客群。

旅游客群结构变化也助力成就中小城市旅游的“风光”。随着人
们旅游阅历的不断丰富以及新兴消费群体的持续壮大，以往走马观
花式的旅游诉求逐渐开始向慢休闲、深体验转变。新兴的年轻客群更
加注重参与性，中小城市的环境、节奏和产品及业态恰恰满足了这些
需求和变化，从而获得了快速增长。

中小城市旅游的崛起与当下中国交通条件整体大提升密切相
关。大城市拥有内在的庞大、稳定且高频的休闲旅游消费市场，而中
小城市旅游供给无法通过内源性旅游需求获得足够的价值实现机
会，对外源性客源市场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近年来，中国高速交通体
系的高质量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小城市的可进入性，开启了外源性
客源的“闸门”，为中小城市旅游发展打下基础。

网络流量赋能让很多中小城市成为旅游新“顶流”。但流量总是
围绕着新的热点聚集，一个网红城市要想真正“长红”，可以从以下几
方面入手：

第一，要营造包容性发展的大环境，培养内生创新力，以“常红”
保障“长红”。“一招鲜吃遍天”的时代已经过去。虽然出圈需要聚焦单
品，但“长红”需要持续不断地涌现出具有网红潜质的新产品新现象，
通过单品轮动形成继起性推动力。这就需要该地激发市场主体的创
造性、创新性和创意性，为各种新业态、各类中小微旅游企业的发展
提供良好的外围环境。

第二，要从流量轨道转向体验轨道。良好的产品体验和深刻的
形象认知才是一个目的地持久吸引力的根本动力。网红城市需要及
时转换轨道，从流量依赖型城市转化为产品体验型城市，在产品、
服务、环境上下功夫，让流量和故事能够沉淀在实实在在的产品内
容和品牌形象上。

第三，要牢固树立“玩法就是内容，玩家就是生产力”的思想。资
源很重要，“玩法”更重要。无论是中小城市还是大城市，都不能停留
在资源依赖上，更不能形成资源本位的思想。资源需开发形成不同的
玩法才能适应不同的客群，释放价值潜力。随着市场的年轻化，让更
多年轻化的玩家们以年轻人的视角和方式来发现一座中小城市隐藏
着的旅游吸引力，就变得至关重要。

第四，要加强产品和能力建设。这是决定爆火之后的目的地尤
其是中小城市能否接得住急剧增长的客流的关键。社交媒体流量可
以带来“出圈”，丰富的产品生态和强大的能力体系才能带来“出彩”。
唯有扎实的能力体系，才能有效动员目的地相关资源来应对快速涌
入的客流造成的市场需求压力；唯有扎实的产业生态，才能突破单
一业态的局限，让爆火业态的“树干”长出更多“枝丫”，真正长成

“参天大树”。 （李 怡采访整理）

今年4月举行的第三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期间，越
南、泰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 成员国的企业积极参展，带来食品、
保健品等消费产品。图为在消博会上拍摄的越南榴莲饼。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比亚迪电动大巴交付仪式今年2月在日本北海道北广岛
市举行，这是比亚迪汽车日本公司首次向北海道投放电动
大巴。图为比亚迪电动大巴停在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队主
场棒球场前。 新华社记者 姜俏梅摄

在今年 4 月举行的全国国际象棋锦标赛 （个人乙组）
上，两名棋手在对弈。 袁 兵摄 （人民视觉）

日前，以“机器智联、赋能万物”为主题的第八届中国机器人峰会暨智能经济人才峰会在浙江余姚开幕。
展示涉及人工智能的最新行业应用。图为客商在展馆展示最新型机器人。 吴大庆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