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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員建言模型應用 落地細分行業更實用

聚焦會兩新 質 生 產 力 篇

北京奧運會、上海
世博會、G20 杭

州 峰會、北京冬奧
會、杭州亞運會……
十多年來，中國承辦
的一系列世界級盛會
上，都能看到萬事利
絲綢的身影。以杭州
亞運會為例，無論是
獎牌上的真絲綬帶，還是冠軍獨有的「奪冠時刻」訂製絲巾，都出自這家有着
49年歷史的杭州企業。
1975年，屠紅燕的母親沈愛琴帶領22位剛放下鋤頭的農民，依靠17張國營大廠
淘汰下來的原始鐵木織機，創辦了萬事利集團的前身——杭州筧橋綢廠。在屠紅燕
的記憶裏，除了勇氣與勤奮，母親留給她的最大財富，就是「對新技術的癡迷」。
正是在母親的影響下，屠紅燕把自己定義為「創二代」，不斷將新技術賦能
於絲綢這個最古老、最傳統的產業中。「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繭絲綢生產國
與出口國，生絲產量約佔世界的75%；然而在利潤端，由於我們賣的是初
級原料與中低端商品，處於產業價值鏈的最末端，利潤微薄。」屠紅燕舉
例道，同樣一條絲綢領帶，意大利製造的創匯率是中國製造的10倍以
上！

AI設計「千人千面」 傳統產業現商機
守正與創新是傳統產業面臨的時代命題。怎樣通過發展新質生產力，

賦予傳統產業新的商機？屠紅燕以在杭州亞運會上大放異彩的「一小時
絲巾訂製」為例，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了萬事利運用AIGC技術打造
的全球首款「花型大模型」。「我們採用民族文化藝術與時尚品牌設計學
習思路，在垂直花型領域對其進行LoRA訓練（利用小量數據實現定製化
需求），不斷增強AI的算法與設計能力。」
「截至目前，該模型集合了50萬種花型數據庫以及300多種AI圖像算法，

可以為全世界80億人每人設計10萬條絲巾且不重樣。」屠紅燕頗為驕傲地說，
有了它，每個人都能成為優秀的絲巾設計師，與此同時，也真正實現了產品端的
「千人千面」。「這種對消費者個性化需求的深度滿足，不僅增強了消費者的購
買慾望，也為絲綢紡織行業開拓了全新的市場空間。」

大模型非「萬金油」 中小模型可更強
屠紅燕認為，一個成功的人工智能應用場景開發，其核心價值在於能夠為
行業、企業帶來創造性變革、創新性轉化。「這種變革可能體現在提高生產
效率、優化運營成本、提升用戶體驗、增強創新能力等多個方面。」為此，
今年她帶來的幾份建議都圍繞着「如何運用新質生產力推動傳統產業守正創
新」展開。
「近年來，以ChatGPT、Sora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應用大模型受到火爆追捧，彷

彿只要搞定了大模型，就是萬金油，可以做任何事情。實際上，人工智能的發展
落地，尤其進入千百個細分領域，往往是靠那些行業針對性、實用性更強的中小
模型。」為此，屠紅燕建議，政府可以出台專項政策，鼓勵行業龍頭企業打造國
家級AIGC創新平台，加快新技術在本行業的落地實踐。
談到了傳統產業「求賢若渴」的困境，屠紅燕建議政府，「將企業主導的創新
平台與高水平國家級實驗室、科學院等進行研發資源的打通，促進人才的流通與
培養。具體而言，企業可以與科研機構進行項目制合作，人才的編制仍留在科研
機構，但科研成果由企業落地實現，最終實現利潤共享。」

「新質生產力的源頭在科

技 創 新 ， 落 腳 點 在 產 業 升

級，關鍵因素在人才支撐。

因 此 ， 加 快 形 成 新 質 生 產

力，不僅需要『高精尖缺』科技人才，還要有一大

批高素質技術技能人才、大國工匠、能工巧匠

等。」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知乎

CEO周源帶來了《關於以高質量技能人才供給，推

動新質生產力快速發展》的提案，聚焦「新職人」群

體的職業技能提升。

「新職人」規模將達4億人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和人社局的數據，截至2022年末，全

國就業人口約 7.34 億，其中第三產業就業人員佔比持續上

升，逼近50%。在周源看來，正如近年來出現的「新農人」一

樣，中國的就業人口中正在誕生「新職人」群體——他們是

接受過高等教育，具有科學文化素養和專業經驗技能，從

事先進製造業和第三產業，居住在城鎮的從業人員，

預計規模將達到4億人。

這一批「新職人」群體，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壓

力，擁有不斷學習、不斷更新專業經驗技能的強

大動力，對實現人生價值有更高的期待。因

此，周源認為，社會應為「新職人」提供更有

針對性的職業技能提升服務。「這將成為幫

助中國從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型，拉動未

來產業發展和形成新質生產力的重要引

擎。」

周源建議，應明確功能定位，健全「新

職人」群體終身職業技能提升機制。「在

制定科學系統的職業技能終身培養及發展規

劃方案的同時，推進學歷教育與技能培訓互

補、線下教育與線上培訓相融的職業培訓模

式廣泛運用，探索通過面向社會的成人職業教

育和培訓長效機制，增強人才培養的針對性和實

效性，提高勞動者的終身職業技能。」

軟硬協同實現產業升級
「新質生產力要持續發展，關鍵在於核心技術的自主可

控。」在全國政協委員、京東集團技術委員會主席曹鵬看

來，發展新質生產力，企業亟需從源頭和底層解決關鍵技術

「卡脖子」問題。「ChatGPT開啟了新一輪大模型熱潮，國

內一大批科技公司爭相發布大模型產品，加速行業發展。但

與此同時，算力是訓練大模型的基礎，尋求大模型算力集成

設施自主創新迫在眉睫。」

與此同時，曹鵬認為，軟硬協同才能最大化發揮智算底座

的作用。「例如，提升算力底座的效率，既要考慮GPU，也

要考慮算力調度的軟件。」為此，他建議抓住大模型發展的

契機，通過政策鼓勵國產化GPU適配國產的算力調度軟件，

建設自主可控的智算基礎，支撐行業智能化發展。此外，數字化轉型正在

從「企業級轉型」升級到「產業級轉型」。產業領軍企業牽頭，產業鏈大中

小企業融合推動數字化轉型成為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模式。「政府應鼓勵

鏈主企業在自身關鍵業務實現國產技術應用的同時，推動生態鏈上下游國產

自主研發技術替代，進而促進產業生態繁榮；同時，直接給予鏈主企業相關

的政策和補貼支持，讓他們更加開放、高效地選擇技術服務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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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新質生產力「我們企業算是絲綢產業中第
一批運用人工智能大模型技術的。」全國
人大代表、萬事利集團董事長屠紅燕繫着「玉
蘭賦」，喜氣洋洋地出現在人民大會堂裏，這款
由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參與設計的雙面印花方巾，
2023年僅在天貓平台就賣了1,300多萬元（人民幣，下
同），問鼎單品銷售冠軍，為企業帶來了更豐厚的利
潤。在屠紅燕看來，大模型技術正加速通用人工智能時
代的到來，是新質生產力迅猛發展的典型案例。
從202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地方考察時首次提出，到
今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體學習再次聚焦，如何加快
發展新質生產力成為今年兩會的熱詞。包括屠紅燕
在內的不少代表委員，都非常關注這個議題，並
在各自細分領域提出思考。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兩會報道

◆圖：受訪者供圖

無獨有偶，全國政協委員、360集團創始人
兼董事長周鴻禕今年帶來的提案也與「新質
生產力」相關。「國家提出要打造新質生產
力，其中的重要抓手是利用數字化技術實現
新舊動能轉換，推動傳統行業實現高質量發
展。」在周鴻禕看來，數字化的本質是智能
化，只有智能化才能實現業務的自動化，而
大模型就是解決自動化的一部分。

大模型非作秀要推動數轉智改
「中美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競爭，一方面是
對抗OpenAI的通用大模型基礎戰；另一方
面是差異化、特色化的大模型應用戰。」周

鴻禕坦言，當前，中國在通用大模型核心技
術上趕超美國還需要時間，但在大模型應用
方面，中國完全可以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
的大模型發展之路。「大模型雖然是個有腦
的『通才』，但缺乏行業深度，必須將其與
具體業務結合，才能長出『手腳』。」
「在許多垂直領域，其實不需要千億規模

的大模型，百億大模型足夠賦能百行千
業。」周鴻禕建議，政府、央國企應該率先
提供更多應用場景，聚焦「小切口，大縱
深」，推動大模型垂直化、產業化落地；與
此同時，企業用大模型不能冒進，而是要用
AI逐步改造業務，循序漸進，積小勝為大

勝，在實踐中要
拆分場景具體分
析，在業務流程
上找準切入點。
「大模型像發
動機，不是用來
秀的，而是要與
業務相結合，特
別 是 傳 統 製 造
業，大模型是推動數轉智改的利器。」為此，
周鴻禕建議，國家應該鼓勵企業拿出一至兩個
業務場景與大模型融合，創造大量可落地推廣
的與業務緊密融合的大模型，推動這些大模型
與數字化系統融為一體。「這將對中國的產業
數字化、新型工業化產生巨大作用，本質上成
為新質生產力的重要部分。」

小資料

特稿

AI賦能民企升級

找準切入點 積小勝為大勝

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
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
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徵，符
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以全
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誌，特點是

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
形成新質生產力需要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積極發展未
來產業。其中，戰略性新興產業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
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新能源汽
車、綠色環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裝備等；未來
產業包括類腦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
術、未來網絡、深海空天開發、氫

能與儲能等。

新質生產力：
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

◆ 全 國 人
大代表、萬
事利集團董事
長屠紅燕

◆全國政協委員、360集
團創始人兼董事長周鴻禕

◆全國政協委員、
知乎CEO周源

◆消費者正在訂製個性化絲巾。

◆全國政協委員、京東集
團技術委員會主席曹鵬

◆人工智能大模型技術走進絲綢產業。圖
為杭州亞運吉祥物「探訪」亞運絲

巾生產線。

◆在瀋陽工學院智能製造實訓中
心，機械電子工程專業學生進行輪
轂柔性自動化加工實訓。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