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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志明：

Web 3.0和工业4.0融合首先要强“端”

中国移动披露

5G-A近期和中期商用计划

4月28日，在2024中关村论坛年会互联
网3.0：未来互联网产业发展论坛上，中国科
学院院士郑志明表示，工业4.0的核心理念是
工业互联、制造数据、柔性集成，与Web 3.0
的连接性增强和互操作性、数据完整性和可
信任性、可扩展性和灵活性分别对应。

Web 3.0以区块链、隐私计算、人工智能
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创新为基础，有
望解决网络空间的信任和安全问题，推动互
联网从传递信息向传递价值转变。

当前Web 3.0不断融合区块链、开源软
件、虚拟现实、物联网，更加开放和去中心
化，并且设备友好，可以在任何类型的硬件和

软件上执行操作。郑志明表示：“去中心化、
基于区块链技术、加密货币使能、语义化组
织、高度自治、融合人工智能是Web 3.0的六
大支撑技术。”

工业4.0主张将数字化技术与智能技术
集成到制造和工业流程中，包括工业物联
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和自动化等系
列技术。

在郑志明看来，工业 4.0 具备四大核心
支撑技术。其中，工业物联网实现工业装置、
产品等通过工业互联网通信和共享，大数据
分析与人工智能实现各类“端”数据的获取与
智能分析，仿真/数字孪生可以根据工业知识
与物联网信息对真实过程模拟，网络安全确
保工控网络安全与工业数据安全。

郑志明指出，Web 3.0和工业4.0的融合
发展主要在于四点：一是，Web 3.0的互操作
性标准与工业4.0的互操作的物联网和传感
器网络相融合；二是，Web 3.0的去中心化身
份与工业4.0的安全和隐私增强相融合；三是，
Web 3.0的数字货币化与工业4.0的数据变现
和价值交换相融合；四是，Web 3.0的区块链
技术与工业4.0的分布式数据管理相融合。

郑志明表示，要实现Web 3.0和工业4.0
的融合，本质上需要解决“端—网”融合的问
题，首先要打造制造强“端”，比如高端数控软
件与高档数控机床是我国智能制造业发展的
重点突破方向，要加快推进 CAD/CAM/
CNC技术融合驱动的下一代国产智能数控
软件研发，提升国家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能力。

本报记者 卢梦琪

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朱松纯：

实现通用人工智能的关键是为机器立“心”

4月27日，在2024中关村论坛年会通用
人工智能论坛上，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
院院长，北京大学智能学院院长、人工智能
研究院院长朱松纯表示，人工智能的科研
范式要从“数据驱动”转向“价值驱动”，而
实现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关键是为机器
立“心”。

“通用人工智能是技术领域的颠覆性
突破，对生产生活、国家安全和人类未来会
产生深远的影响。”朱松纯表示，通用人工智
能研究的目标是寻求统一的理论框架解释
各种智能现象，并研发具备自主的感知、认
知、决策、学习、执行和社会协作等能力，且
符合人类情感、伦理与道德观念的通用智
能体。

朱松纯认为通用人工智能需具备以下

三大基本特征：
一是完成无限任务，在复杂动态的物理

和社会环境中不局限在预先定义的任务，任
务泛化；二是自主定义任务，不依赖人类去
定义每一个任务；三是由价值驱动，智能体
的内在价值体系要与人类价值伦理对齐。

朱松纯提出，通用人工智能系统还需具
备 AI 系统的两个完备性：一是完备的认知
架构，即任意一个 AI 任务都可在该架构中
解决，并能分析任务的复杂度；二是完备的
测试环境，即可提供任意场景、任意任务，使
人类遇到的任务均可在平台上复现。

过去几年，人工智能的发展主要由数据
驱动，各界往往将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大算力
和大模型联系起来。但在当前的模式下，人
工智能的产业化落地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
任务泛化性弱，在复杂场景难以落地；AI 黑
盒（指的是其内部工作原理对用户不可见

的 AI 系统）不可解释，难以获得人类的信
任；大数据与计算的成本高昂，难以盈利。

“人工智能的科研范式应从‘数据驱动’
转向‘价值驱动’。”在朱松纯看来，实现通用
人工智能的关键要素并不是大数据、大算力
或大模型，而是为机器立“心”——智能体要
有自己的认知架构和价值体系。

为此，科研人员需要解决认知架构、价
值函数、自我意识、社交智能、价值驱动、具
身智能、可解释性、人机互信等八个关键技
术问题。

未来，在工程架构上，要实现从计算到
智能的颠覆式跨越。通过行业用户的自然
语言，在智能系统上运行，实现由价值驱动
的各种复杂的行业任务。在理论框架上，要
实现从信息科学到智能科学的颠覆式跨
越。比如，在智能体的测试上，要从图灵测
试转变到通用人工智能测试上。

本报记者 杨鹏岳

本报讯 记者张琪玮报道：4 月 28
日，在与中国移动算力网络大会同期举
办的 5G-A 分论坛上，中国移动研究院
无线与终端技术研究所副所长胡南表
示，将5G-A分为近期和中期两类需求，
近期需求将于 2024—2025 年规模商用，
中期需求则于2026—2028年商用。

“结合业务需求和技术产业成熟度，
5G-A 大致分为近期和中期需求两类，
目前正分别开展技术攻关、试验验证和
应用推进。”胡南表示。

据介绍，近期需求指业务需求较明
确、技术及产业成熟度较高的需求，部分
已具备预商用产品，例如三载波聚合及
Redcap 技术、确定性传输、通感一体自
发自收方式、组网式无源物联、网元智能
化，以及高轨空天地技术等，预计2024—
2025年实现规模商用。

中期需求则指技术及产业在逐步成
熟中，或商用模式仍需要探索的需求，如
通感一体多站协同方式、低轨空天地、蜂
窝式无源物联、UDD、XR等多媒体增强
技术等。胡南表示，这类业务距离大规
模应用仍有一定差距，预计 2026—2028
年初步商用。

谈到未来如何推动 5G-A 技术与产
业的发展，中国移动集团政企事业部副
总经理喻伟在会上表示，将着重做好“三
个A”的建设：

一是坚持 5G-A 的创新引领，持续
推进 5G-A 向轻量化、高性能双演进，
加速低成本的 Redcap 的规模应用，加
快打造一批无源物联、通感一体等典
型标杆。

二是坚持 5G+AI 的一体推进，持续
推进 5G-A 新技术的融合创新应用，重
点聚焦巡检、素材、视频、调度、远控、质
检、运配等场景，打造一批5G+AI的典型
应用。

三是坚持 5G+Alliance 的合作共赢，
繁荣数智生态。

记者在论坛上了解到，今年中国移
动将正式启动 5G-A 产业应用招募计
划，旨在协同终端、网络、平台、应用等全
产业链，拉通端到端的一体化供需，助推
5G-A技术的商业化进程再加速。

胡南还指出，应一体化推进 5G-A
和6G发展，在技术和标准方面推动R19
标准化的同时，提前布局 R20，做好和
6G的贯通工作。

阿里云首次推出

千亿级参数模型

本报讯 4月29日，阿里云首次推出
千亿级参数模型Qwen1.5-110B，在多项
基准测评中都创下当前开源模型最优成
绩。目前Qwen1.5系列已累计开源10款
大模型，通义千问开源模型下载量超过
700万。

记者从阿里云了解到，通义千问
1100亿参数模型延续了Qwen1.5系列的
Transformer 解码器架构，采用了分组查
询注意力方法（GQA），使得模型在推理
时更加高效。110B模型支持32K上下文
长度，具备多语言能力，支持中、英、法、
德、西、俄、日、韩、越、阿拉伯等多种语言。

在MMLU、TheoremQA、GPQA等多
个基准测评中，Qwen1.5-110B展现出其
卓越性能，基础能力可与Meta刚刚发布
的 Llama-3-70B 模型相媲美，相比通义
千问 720 亿参数开源模型也有明显提

升。研发团队指出，Qwen1.5-110B的性
能提升主要来自参数规模的扩增。研发
团队还在 MT-Bench 和 AlpacaEval2.0 两
个测评集上对1100亿参数模型的Chat版
本做了评估，通义千问110B比通义千问
72B的效果有显著提升。

据悉，从2024年2月初至今，通义千
问团队已陆续开源了8款大语言模型，参
数规模涵盖 5 亿、18 亿、40 亿、70 亿、140
亿、320亿、720亿、1100亿，在开源社区收
获热烈反响。目前通义千问开源模型下
载量超过700万，是最受开发者欢迎的开
源大模型之一。

近期，新东方、同程旅行、长安汽车、
西部机场集团、亲宝宝等多家企业宣布接
入通义千问。本土大模型正加速在千行
百业落地生花。

（宋 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