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无人驾驶网约车“百度萝
卜快跑”订单量暴增；南京开启邮
政 EMS 首批量产自动驾驶重卡运
营专线；上海发放首批“完全无人
载人车牌照”；北京发布《北京市自
动驾驶汽车条例（征求意见稿）》为
高阶自动驾驶汽车上路提供立法
保障……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约20
个省份发布了自动驾驶相关政策
法规，共建设了 17 个国家级智能
网联汽车测试区、16 个“双智”试
点城市，开放测试道路 32000 多公
里。各大城市正铆足干劲儿，应
用场景商业落地、车路云一体化
基础设施、政策先行先试等方面
的竞争已趋于白热化。

各地争先探索

自动驾驶商业化落地

打开小程序，一键呼叫无人驾
驶车来到所在的位置接驳，这样的
场景在武汉越来越常见，正成为越
来越多当地市民日常出行的选择，
更成了外地游客来武汉旅游必打
卡的项目。

近日，武汉“萝卜快跑”无人驾驶
网约车单车单日峰值订单量超 20
单，与传统出租车司机一天的接单
量基本持平。百度萝卜快跑相关负
责人表示，2024 年年底，萝卜快跑在
武汉有望实现盈亏平衡，2025 年实
现盈利。

作为全国首批“双智”（智慧城
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
展试点）试点城市，近年来，武汉加
快开放自动驾驶测试道路，在全国
率先发布了全无人驾驶汽车试点政
策，实现跨区通行、跨江通行、机场
高速通行等多个自动驾驶应用场景

的全国创新突破。截至 2023 年年
底，武汉累计开放测试道路里程已
突破3378.73公里，辐射面积约3000
平方公里，触达人口超 770 万，拿下
开放里程和开放区域数量全国第一
的同时，也成为全球最大的自动驾
驶出行服务区。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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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

政策宣贯会在京召开

上半年我国规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6.0%

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

占出口比重近六成

自动驾驶进入快车道

智能家电+光储技术，一场绿色革命

图为美的光伏推出的家庭绿电解决方案图为美的光伏推出的家庭绿电解决方案

本报记者 宋婧

三问AI未来发展

本报记者 卢梦琪

本报记者 齐旭

使用空调不用交电费还能赚
钱，空调从用电设备转变为“发储用
管电”一体化智慧能源系统；不仅如
此，全屋家电可以接入家庭光储系统，
给智能家居底色增添厚重的“绿色”。

上述家电产品与光储技术形成
的“超能联动”，并非科幻小说中的
内容，而是众多企业正在尝试的新
技术，具有家电基因、积极布局光储
赛道的格力、美的、海尔、TCL已然
成为其中的典型代表。二者的联动
不仅加速了家电产品从使用传统能
源向清洁能源的步伐，也为光伏行
业开拓了新的应用场景。然而，要
真正实现广泛的应用和市场成功，
还需要面对成本等方面的挑战。

空调从“耗电大户”

到“低碳先锋”

人居环境能耗占全球能耗的

40％，其中空调和照明在建筑能耗中
占比最大，约占比40％~60％。

如今，“零电费”和“零碳排”空调
成为家电业瞄准的研发方向，而与光
伏技术融合成为达成这一目标的突破
口。其背后的逻辑在于，空调用电特
性与光伏发电特性相契合，当太阳辐

照强度高时，光伏发电量多和空调用
电量大的趋势相吻合，自发自用率
高。这为光伏与空调产品的结合提供
了天然土壤。

今年 3 月，格力推出新一代“光
储直柔”空调系统，由光伏系统、储
能系统、空调系统和能源信息管理

系统组成，可以覆盖整体住宅用
电，将家庭用电变革为清洁、高效的
能源形态。

据了解，格力光储直柔空调系
统共有五种工作模式。简单而言，
就是系统优先利用光伏发出的电去
满足空调用电需求，多余的电能存
到储能或者出售。光伏停止工作
时，再使用储藏的电能，储能放电结
束后，市电再作为辅助进行补充，从
而实现减少家庭电费支出。

相较常规“光伏+空调”方案，
格力推出的“光伏直驱”方案路径
短，减少多次转换，系统效率提升
了 8%，在电网不稳定或停电的情
况下可持续供电，储能系统可根据
电网、光伏、负荷等因素灵活调整
储能运行策略。记者从格力电器
获悉，他们正在针对中东全年高
温、光照丰富等气候特点，开发高
能效家用分体光储空调产品，能源
综合利用效率达 99%以上，目前正
处于产品小批试制阶段。

（下转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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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东时间7月10日，专攻语音
AI和语言识别的加州公司Sound-
Hound 宣布旗下结合了 ChatGPT
的AI语音助手在11个欧洲市场相
关汽车品牌中上线。这一消息为其
带来了 20%的股价增幅，使其一跃
成为投资界宠儿。在刚刚过去的一
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期间，
AI 相关概念股再度迎来新一波上
涨。可以看到，无论是在科技界还
是投资界，AI 的风头只增不减，然
而围绕 AI 发展路径的争论也愈演
愈烈。

开源是不是“智商税”？

随着 AI 技术快速从理论走向

实践，开源、闭源之争再度升级，引发
业内人士激辩。百度创始人、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多次在公开场合
力挺“闭源”。他认为，开源其实是一
种“智商税”。同样参数规模之下，闭
源模型的能力比开源模型要更好，而
如果开源模型想要追平闭源模型，那
么它就需要有更大的参数，这就意味
着推理成本会更高，反应速度会更慢。

李彦宏直言：“有些同行混淆了模
型开源和代码开源的定义，模型开源
与代码开源不同，无法做到众人拾柴
火焰高，商业化的闭源模型才是最能

‘打’的。”
月之暗面创始人杨植麟同样支

持闭源。他认为，像 OpenAI 一样的
闭源是通往超级应用的唯一通路，
而开源只是 To B 的获客手段。“AI
和其他领域不同，开源没有算力验

证，没有人力和资本聚集，是追不上
闭源的。”

魅族前副总裁李楠则发微博“怒
怼”李彦宏：“Lama3的性能撑起中国
AI 项目半边天。随着 OpenAI 的收
紧，开源将是 AI 发展的一条重要路
径。中国 IT 行业，无论是阿里云还
是鸿蒙都有大量的开源项目支持。
百度在基础技术层面为本土化发展
做了啥？”

猎豹移动董事长兼 CEO、猎户
星空董事长傅盛也对“开源大模型是
智商税”的说法表示不认同。他认
为，现在收费很高的模型授权费、
API 费，才是智商税。“从逻辑上来
说，开源大模型是免费的；从事实上
来说，开源大模型的各种性能已经够
好，很多企业都在用开源大模型，他
们也没向谁交钱。”他说道，但是反观

闭源大模型，“哪怕对用户，一个月要
交几十块钱才能用的那种闭源大模
型，也是智商税。”

尽管业内关于开闭源的争论不
休，但从目前的市场走向来看，似乎
越来越多的公司选择“押注”开源。
谷歌推出了开源模型 Gemma，从闭
源重返开源赛场。明星AI创企xAI
的创始人马斯克多次表示对OpenAI
不满，认为其背离了非盈利开源公司
的初心与使命，并积极开源旗下
3140 亿 参 数 规 模 的 大 模 型 产 品
Grok，以示其对开源路线的支持与
信心。

国内 AI 赛道涌现出诸多“开源
派”选手。比如，阿里云开源了参数
从5亿到千亿的数款模型，最新发布
的通义千问 2.5 版本性能全面赶超
GPT-4 Turbo。 （下转第2版）

本报讯 记者张维佳报道：
7月11日，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
件政策宣贯会在北京市召开。工
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王江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锂电池是支撑智
能终端、电动交通工具、新型储能
等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电子产
品，也是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和
新能源等增长引擎的中坚力量。
近年来，在《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
条件》等政策的引领下，我国锂电
池产业快速发展并取得显著成
绩，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产业规
模持续扩大，全球化发展步伐加
快，为全球经济绿色低碳转型作
出了积极贡献。

会议强调，新版《锂离子电池
行业规范条件》是顺应产业内外

部环境变化、不断巩固竞争优势，
推动锂电池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
力抓手。要提高政治站位，加强
协同配合，强化责任担当，以全面
增强锂电池产品安全保障为目
标，以深入实施新版规范条件、加
强行业规范管理为契机，引导行
业加快技术进步和转型升级。

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
司局负责人分别介绍强制性国家
标准和规范条件政策制定实施情
况。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
家能源局、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
航空局、国家消防救援局有关司
局业务负责人作交流发言。有关
省（区、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负责人，锂电池行业重点企业、
电动自行车龙头企业、研究机构
代表参加会议。

本报讯 记者路轶晨报道：
7 月15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
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数据显
示，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稳中有进，生产稳定增长，国
内生产总值61.7万亿元，同比增
长 5.0%。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
长7.8%，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
长8.7%，增速分别快于全部规模
以上工业1.8个百分点和2.7个百
分点。其中，3D打印设备、新能
源汽车、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同比
分别增长51.6%、34.3%和28.9%。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
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其
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增加值增长11.9%。

就2024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
行情况，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
表示，上半年，产业向“新”向“绿”
转型态势更加明显，规模以上高
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5.8%，比第一
季度提高 0.6 个百分点；集成电
路、服务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太
阳能电池等智能绿色新产品表现
亮眼，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为
经济发展积蓄了新动能。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催生新的
消费场景。

今年以来，我国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需求正在逐步释
放。在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带动
下，上半年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
同比增长 17.3%，拉动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2.1%，贡献率达54.8%；制
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10.0%，高
于制造业投资0.5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还表
示，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引领
作用增强，新质生产力培育成
长。今年以来，重大科技成果不
断涌现，大国重器频频“上新”，国
内首个“地面空间站”通过验收，
C919大型客机累计交付6架，深
中通道正式通车试运营，“嫦娥六
号”实现月背采样返回，成功搭建
国际首个通信与智能融合的 6G
试验网，科技自立自强水平持续
提升，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注
入了新动能。制造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扎实推进，新产业新
产品日益成为新的增长点。上半
年，3D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智
能手表等智能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51.6%、22.8%和 10.9%。上半年，
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0.6%，
快于全部投资6.7个百分点。截
至5月底，全国新建5G基站46万
个；规划具有高性能计算机集群
的智算中心达十余个，智能算力
占算力总规模比重超过30%。

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深
入，能源生产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34.3%，配套产品充电桩、汽车用锂
离 子 动 力 电 池 产 量 分 别 增 长
25.4%和16.5%。光伏产业链增势
良好，主要原材料多晶硅、单晶硅、
太阳能工业用超白玻璃产量同比
分别增长55.4%、43.6%和42.8%。

本报讯 记者齐旭报道：7月
12日，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上半
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1.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6.1%，贸
易规模再创新高，外贸向好势头得
到进一步巩固。具体来看，上半
年，进口9.04万亿元，增长5.2%；出
口12.13万亿元，增长6.9%。其中，
我国出口机电产品7.14万亿元，增
长8.2%，占出口总值的58.9%。

出口方面，记者注意到，上半
年，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
件、集成电路和汽车出口增长势
头较好：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
零部件6837.7亿元，增长10.3%；集
成电路5427.4亿元，增长25.6%；汽
车3917.6亿元，增长22.2%。

进口方面，上半年，进口机电
产品 3.25 万亿元，增长 10.1%。
其中，集成电路2588.9亿个，增加

14.1%，价值1.27万亿元，增长14.4%；
汽车 33.2 万辆，减少 4.1%，价值
1323.5亿元，下降11.8%。

值得一提的是，以中小企业为
主的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国有企业
进出口均增长。数据显示，上半年，
民营企业进出口11.64万亿元，增
长11.2%，占外贸总值的55%，比去
年同期提升2.5个百分点。其中，
出口7.87万亿元，增长10.7%，占出
口总值的64.9%；进口3.77万亿元，
增长12.3%，占进口总值的41.8%。
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6.17万
亿元，增长 0.2%，占外贸总值的
29.1%。其中，出口3.31万亿元，下
降 0.1%；进口 2.86 万亿元，增长
0.5%。国有企业进出口3.31万亿
元 ，增长 1.2% ，占外贸总值的
15.6%。其中，出口9312.8亿元，增
长1.9%；进口2.37万亿元，增长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