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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信

开源推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

本报记者 路轶晨

开源正在成为新的工作模式、生产手段和扩张工具，如同催化剂一样，极大地激活社会创新活力，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
展提供路径。在近日举办的2024开放原子开源生态大会上，华为、腾讯、阿里云、科大讯飞、浪潮、软通动力等国内各领域科技企
业相关负责人聚焦开源实践、开源建设思路，突出人工智能、云原生等重点领域，探讨开源技术促进产业升级、推动未来发展的美
好蓝图。

随着互联网和全球化的推动，
全球越来越多的政府和企业积极参
与开源，开源已经成为全球数字生
产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近年来，
我国将开源纳入国家级数字化战略
转型，并且在“十四五”规划中首次
提出“支持数字技术开源社区等创
新联合体发展，完善开源知识产权
和法律体系，鼓励企业开放软件源
代码、硬件设计和应用服务”，为共
促开源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软通动力集团董事黄颖表示，
回首全球开源事业的发展，至今经
历了启蒙、成长和繁荣三个阶段，从
1983 年创立的自由软件基金会为
开源软件奠定了基础，到20世纪90
年代的快速成长期，为开源社区提
供了丰富的软件资源，也让开源的
理念深入人心。如今，开源已经成
为全球数字生产发展的核心要素，
有超过90%的公司都在使用开源相
关产品。

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于 2020
年6 月由阿里巴巴、百度、华为、浪
潮、360、腾讯、招商银行等多家企业
联合发起，打造开源开放框架，搭建
国际开源社区。此外，华为的开源
社区欧拉（openEuler）、华为投资的
开源社区鸿蒙（OpenHarmony）、阿
里巴巴的龙蜥、百度的超级链等开
源平台也陆续涌现。

OpenHarmony 项目群技术指
导 委 员 会 主 席 陈 海 波 介 绍 ，
OpenHarmony 带动终端产业链协
同发展，成立了约 30 家高校技术
俱乐部开展产学研协同，已经成
为发展速度最快的智能终端操作
系统根社区。

据了解，目前已有超过 70 家
共 建 单 位 加 入 OpenHarmony 生
态、8000 多名共建者参与贡献，
贡献代码超过 1.1 亿行，超过 750
款软硬件产品通过 OpenHarmony
兼容性测评。

OpenEuler 委员会执行总监胡
正策表示，OpenEuler 已经实现了
跨 越 式 的 发 展 ， 2023 年 年 底 ，
OpenEuler 已经占据了中国操作系
统市场的 36.8%。截至 2024 年 8
月，OpenEuler 社区的开发者已经
发展到 2 万多人，OpenEuler 社区
单位成员已经突破了 1750 家，连
接了525所高校，与3200多家业内
软件开发企业建立了密切的兼容认
证的机制。

华为云副总裁、华为云战略
与产业发展部总裁黄瑾对记者表
示，开源“非常重要”，“我们积
极拥抱开源、回馈开源，发起了
20个主流的开源项目，在全球120
多个主流的开源社区里，做出了
积极贡献”。据介绍，到大会召开
时为止已经有 760 万开发者在华
为云上进行了注册，比去年增加
了超过100万。

开源更加有效地降低了整个科

技创新要素配置和产业转型成本，
促进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此基
础之上，进一步发挥了优化创新环
境、加快技术攻关的作用，为产业科
技创新能力、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
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助力，推动了新
型工业化的发展。

但开源社区的推进还需要很多
持之以恒的工作，例如开源方面的
人才还存在短缺。阿里云智能集团
副总裁，阿里云市场营销总裁刘湘
雯告诉记者，2022年阿里云和中国
计算机协会的开源委员会一起发起
了大模型的社区，如今已成为中国
最活跃和最大的社区之一，每天有
690万开发者活跃在社区上，但“这
对整个产业的推进速度还是有
限”。刘湘雯特别强调：“我们会为
每一位注册的开发者提供100个小
时的GPU的免费算力，以及无限时
长的CPU的算力，就是希望降低模
型使用、体验的门槛。”

开源已在我国落地生根
开源有效降低了科技创新

要素配置和产业转型成本，促
进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开源作为技术创新的强劲引
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引领未来
的发展方向，由AI开源项目带来的
AI基础设施构建、平台软件技术能
力等，已为AI的爆发奠定了基础。”
黄颖说道。

近年来，随着 GPT、通义千问
等大模型的出现，提升了人工智能
应用的普适性。人工智能正逐渐渗
透到更广泛的场景中，为各行各业
带来深刻的变革，包括中国、美国、
欧洲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
积极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
机遇，加快对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
工智能技术的布局。在这个过程中，
开源正逐渐成为推动人工智能技术
进步的重要途径，开源开放平台为
开发者提供了宝贵的支持，显著加

速了技术创新的步伐，提升了人工
智能产业应用和研发的生产效率。

黄颖表示，软通动力面向不同
维度打造 AI station、AIPC 和人形
机器人三大智能终端产业，今年发
布了首款使用昇腾NPU打造的AI
工作站，适配主流 AI 开源大模型。
软通动力还将通过 AI+OpenHar-
mony，推出全国产的 AIPC。在机
器人终端，软通动力与北京理工华
汇联合成立软通天汇特种人形机器
人实验室，赋能消防工业的复杂环
境和各种场景。

科大讯飞副总裁徐甲甲表示，
科大讯飞在人工智能开源领域做了
很多工作，如发布了开源大模型“星
火开源-13B”，该大模型拥有130亿
参数，包括基础模型、精调模型、微

调工具，以及人社定制工具等。如
今，科大讯飞开放平台已开放了
709 项AI 产品及能力，在其开放平
台上的开发者数量已经超过 730
万，开发出来的应用已有250万，覆
盖的终端超过40亿。

开源数据集的提供降低了研究
和应用的门槛，使得更多的研究人
员能够积极参与到人工智能的研究
之中，共享数据、共担算力、共建算
法，有利于汇聚全球智慧，构建一个
充满活力，并能够持续进行技术升
级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系统。

“人工智能对我们非常重要，
要拥抱智能时代，关键在如何共筑
智能时代的生态、打造好统一开发
者的平台，实现共赢的发展。”黄瑾
表示，“这需要开发者们和社区的

支持。”
如今，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过程

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例如不
法分子可以通过 AI 伪造音视频来
实施电信诈骗，通过AI破解人脸支
付，以及 AI 换脸造成的版权侵犯
等，除了数据安全外，还涉及算法公
平性、道德论理等诸多问题。

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秘书长助
理兼运营部部长李博表示，人工智
能产业开源生态的建设不仅需要技
术的创新，更需要法律、伦理和社会
责任的共同支撑，开放原子开源基
金会将在开源项目培育、开源平台
建设、开源许可规范等多个方面组
织社会各界的力量，汇聚上下游伙
伴，以开源开放合作的方式，推动人
工智能产业开源生态发展。

开源推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
开源使得更多的研究人

员能够积极参与到人工智能
的研究之中。

本报讯 近日，华为全联接大会
2024在上海举办。会议期间，华为
终端云总裁朱勇刚宣布，鸿蒙生态
已全面成熟，当前，已经有超过1万
个应用和元服务上架了 Harmon-
yOS NEXT应用市场，满足消费者
99.9%的使用时长。同时，华为持续
推动原生鸿蒙开发者创新，年投入
高达60亿元。在其大力推动下，华
为开发者联盟注册开发者数量已增
长至675万。

锚定全场景智能操作系统，
HarmonyOS NEXT 带来了全新系
统架构、鸿蒙原生智能、分布式软总
线和星盾安全架构等全面升级。鸿
蒙内核是首个面向全场景的微内核，
其性能、弹性与安全性均超越Linux
内核。

据了解，基于端云协同的架构，
华为重新构建了以 AI 为中心的鸿
蒙原生智能，从内核到系统应用实
现全面智能化。其智能语音助手

“小艺”升级为智能体，基于大模型
的高阶理解和交互能力，构建全新

的系统级 AI 助手，实现知识问答、
文档智能、对话识别屏幕内容、帮记
等功能；同时，鸿蒙原生智能实现从
AI模型能力到AI控件分层全面开
放，使能第三方应用，繁荣鸿蒙原生
应用生态。

朱勇刚指出，鸿蒙生态的成功，
离不开所有开发者和合作伙伴的共
同努力。截至会议当日，已有 1 万
多个应用和元服务上架到 Har-
monyOS NEXT 应用市场，覆盖了
18 个垂域，满足消费者 99.9%的使
用时长需求。在蚂蚁集团、中国银
联、科大讯飞等千余家伙伴助力下，
470 多款 SDK 正在适配原生鸿蒙，
使得应用开发工作量最高可降低
90%。目前，华为开发者联盟注册
开发者数量已增长至675万，5年时
间增长了10倍以上。目前，已经有
305 所高校开展鸿蒙课程，有 38 家
专业人才培训机构参与鸿蒙人才培
养，为鸿蒙操作系统走进千行万业
奠定人才的基础。

（张琪玮）

华为原生鸿蒙

已上架超1万个应用和元服务

本报讯 近日，中国工程院信
息与电子工程学部、中国信息与电
子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在北
京和香港同步发布“新一代信息工
程科技新质生产力技术备选清单
（2024）”（以下简称“清单”）。

清单从“计算、控制与智能”
“网络、通信与安全”“获取、感知
与交互”“应用系统”以及“共性
基础”五个领域遴选了 163 项技
术，并从不同维度进行了分析研
判：首先，参考新一代信息工程科
技新质生产力技术和产业发展状态
评估情况，将技术按照成熟度划分
为近期 （5 年以内）、中期 （5~10
年） 和远期 （10 年以上） 三类。
其次，按照技术内涵和外延的广
度，将技术颗粒度划分为小粒度
（单一技术）、中粒度 （技术范畴）
和大粒度（学科领域）三类。

具体来看，计算、控制与智能
领域包括大模型训推计算系统、类
脑智能、具身智能、变结构拟态计

算技术等 26 项技术；网络、通信
与安全领域包括空芯光纤通信系
统、6G技术、星地融合通信、算
力网等 37 项技术；获取、感知与
交互领域包括4D打印技术、全感
监视、沉浸式 VR/AR/XR 技术、
实时全息近眼显示技术、脑机接口
等 25 项技术；应用系统领域包括
机器学习运营技术、车载光通信、
生成式人工智能、完全自动驾驶技
术、区块链、低空经济技术等 40
项技术；共性基础领域包括高带宽
内存 （HBM）、硅基光电子技术、
第三代半导体技术、数字化测量与
调控、可重构智能超表面技术等
35项技术。

中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
部主任费爱国院士表示，希望清单
的提出，能够尽快形成可感知、可
推广的创新技术，带动行业、产业
凝聚共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工 讯）

中国工程院发布

新质生产力技术备选清单

本报讯 近日，2024 世界计
算大会·“智赋万企”中小企业数
字化转型论坛在长 沙 举 行 。 会
上，中国电子旗下中电工业互联
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电互
联”） 正式发布新一代中小企业
数字化转型底座“灵雨”。

“灵雨”依托基于信创计算体
系的信息化基础资源，提供公共
服务组件、微服务管理、基础计
算等运行支撑服务，底座集成了
标识解析公共服务平台四大平台
核心组件，全面赋能企业数字化
转型。标识解析公共服务平台提
供了灵活的标识采集方式，统一
标识编码体系，实现了数据上云
标准化，优化了数据流通管理流
程；融合边缘计算的物联平台，
提供智能视觉网关，内嵌多模态
AI 算法，除支持种类设备数据采
集外，还可支撑生产现场安全生

产、产品质量等业务场景监测；
应用支撑平台融合低代码开发、
BI、GIS 等关键技术，构建高效
智能的应用生态；数据治理平台
归集了应用数据，融通与挖掘数
据价值，构建数据产品，促进流
通交易，实现数据资产化与价值
释放。

目前，“灵雨”底座已在中电
凯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电凯杰”）应用，帮助其实现生产
过程全数字化管理。经综合测算，
中电凯杰单条产线年平均增加收益
约23.8万元，良品率不断提升，产
品合格率达99.5%以上，订单逐年
增加，并吸引了汽车行业高端客户
群体订单，企业资产增值及信用提
升效果明显。日前，首款数据产品
智能货架仓储WMS系统已在湖南
大数据交易所上架。

（智 讯）

中国电子推出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底座“灵雨”

本报讯 近日，联通数据智能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联通数
智”） 正式揭牌成立。联通数智
由中国联通全资持股，注册资本
达 15 亿元，业务范围包括人工智
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人工智
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
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大数

据服务、数字技术服务以及互联
网数据服务等。

揭牌仪式现场，中国联通集团
副总经理唐永博表示，人工智能
是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
要驱动力，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
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中国联通
围绕网络向新、技术向新、服务

向新三个方面，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致力于把联通数智打造成
集团公司数智能力核心承载平
台，助力集团数智化水平国内领
先，跻身央企第一阵营。

联通数智公司筹备组组长陈海
锋表示，中国联通聚焦联网通信和
算网数智主业，将大数据、人工智

能作为下一阶段高质量发展的驱动
引擎，集聚资源，成立联通数智，
重点聚焦培育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
域专精特新产品与服务能力，对内
赋能智慧运营、对外拓展数智服
务，打造中国联通“数智服务创新
领先品牌”。

（路轶晨）

联通斥资15亿元建立数智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