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2025年7月25日
编辑：许子皓 电话：010-88559409 E-mail：xuzihao@cena.com.cn 信息通信

7月23日，在北京开幕的第二十四届
中国互联网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
铨发表题为《智能体驱动互联网焕新》的主
旨报告。邬贺铨表示，人工智能将从生成
式大模型向 AI Agent（人工智能体）和
Agentic AI（代理式人工智能）发展，互联
网进入智能体时代。

“智能体即服务（AI Agents as a Ser-
vice）”成为互联网演进的核心标志，传统
的“用户主导操作”转变为“智能体自主执
行+人类监督决策”的新范式，人从操作者
转型为AI行为的决策者。

AI正在重构

互联网流量结构

“互联网现在已经进入由人工智能增
速驱动的时代。”邬贺铨说道。根据数据
统计，2021 年到 2024 年，人工智能对互
联网流量增长的贡献率达 48%，也就是
说，近一半的流量增速是由人工智能贡
献的。

与此同时，AI正在重构互联网流量结
构。传统的“下行主导”模式被颠覆，上行
流量占比从传统的10%~15%跃升至40%~
50%；核心网压力正在转至边缘层，边缘节
点流量占比从不足 15%提升至 65%；流量

密度也在发生变化，多模态AI融合了多元
数据，使单次交互数据量提升5~8倍，AI服
务流量已达普通服务的3倍。

邬贺铨介绍，根据 CNNIC 的统计报
告，2024 年年底，我国网民中有 2.49 亿人
使用AI；根据QuestMobile的最新统计，截
至今年 5 月，中国网民中有 5.7 亿人使用
AI，仅半年时间就实现使用人数翻倍。此
外，我国日均 token 消耗量在 2025 年年初
已经达到10万亿，同比增长100倍。

但是，邬贺铨认为，生成式AI目前仍
然存在“问答被动、目标缺失、商业闭环难”
等局限，未来AI企业需要向智能体和群智
协同发力，形成AI应用场景的大突破。

互联网步入

智能体时代

什么是智能体？邬贺铨解释，它是“大
模型+记忆系统+工具调用+规划能力”形
成的闭环，能通过反馈、反思执行结果，并
调用包括应用软件、向量搜索引擎、数据库
等在内的“工具”，分解任务逐步执行。邬
贺铨认为，人工智能从生成式大模型向
AI Agent 和 Agentic AI 发展，互联网进入
智能体时代，引发功能、业态与体系架构的
变革。

从智能时代互联网在 B 端的赋能趋
势看，邬贺铨认为，智能体即服务成为核

心标志，通过标准化接口提供智能体能
力，以知识库形式支持企业内部多种角色
的需求。邬贺铨还提出了“嵌入式智能
体”概念，智能体将嵌入到实际场景的各
个环节。以药物研发为例，从文献筛选，
到分子模拟，再到药物设计，均能借助智
能体赋能。在医疗诊断领域，也有望出现
影像分析、基因检测、病例分析的智能体
联合诊断。此外，智能交通调度智能体、
运行管理智能体、公共服务智能体等将在
城市管理中发挥作用。

从智能体时代对消费领域影响看，邬
贺铨认为将催生出消费电子的新业态。
如，Agentic AI 将推动手机功能深度升
级：支持复杂任务代理（如语音指令规划
旅行、预订交通住宿），实现多设备协同
（智能家居控制、健康管理、服务订阅等），
还能结合智能眼镜、AR/VR 等扩展感知
与交互能力（如AI健身指导、自然语言操
控虚拟角色）。

邬贺铨表示，AI Agent和Agent AI已
经在To C 和To B 场景中起到了提质增
效增值的作用，但目前的应用还只是初
步阶段，在技术和商业模式上还有待创
新。”技术与需求将推动单智能体发展到
多智能体协同，从‘工具辅助’迈向‘自主
协作’，AI正从单点效率工具进化为系统
生产力引擎。Agentic AI 还将向 Internet
of Agents（IoA）发展，扩展应用领域，同时
为通用人工智能探路。

本报讯 记者张琪玮报道：7 月 21 日，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
56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截至 6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1.23 亿人，互联网普
及率达79.7%。

基础设施方面，《报告》指出，2025 年上
半年，基础资源保有量保持稳定，信息基础设
施持续夯实。截至 6 月，我国域名总数为
3262万个，其中，国家顶级域名“。CN”数量
为 2085 万个，IPv6 地址数量为 68567 块/32；
此外，截至6月底，我国5G基站总数达455万
个，行政村通5G比例超过90%，移动用户上
网流量连续6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

人工智能方面，《报告》显示，2025 年上
半年，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实现了从技术到
应用的全方位进步，产品数量迅猛增长，应用
场景持续扩大。截至3月，共有346款生成式

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完成
备案，其中，人工智能产品DeepSeek 受到全
球广泛关注，上线不足20天全球日活跃用户
就突破3000万，登顶全球140个国家及地区
的应用市场，成为全球用户增速最快的生成
式人工智能应用。

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向具体
应用场景纵深渗透。用户方面，截至6月，用
户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回答问题的比例
最高，达80.9%。产业方面，2024年我国人工
智能产业规模突破7000亿元，连续多年保持
20%以上的增长率。

此外，《报告》还显示，当前互联网的普
惠发展正深度赋能银发经济与乡村振兴。
截至6月，60岁及以上银发网民规模达1.61
亿人、农村网民规模达 3.22 亿人，保持稳定
增长态势；当前我国老年群体互联网普及率
达52.0%，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69.2%。

本报讯 7月23日，2025开放原子开源
生态大会在京开幕。

会上，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发布了《中
国开源发展深度报告（2024）》。报告指出，
中国已成为全球开源生态的主要支持力量，
2024 年中国开源贡献量超 5000 万次，居全
球前三；活跃开源项目超 300 万个，居全球
前十；活跃开源开发者约 220 万人，居全球
首位。

多位专家围绕 2024 年度我国开源发展
整体态势，对开源许可证、代码托管平台、地
方开源产业布局、重点技术领域、行业应用、

开源安全、开源教育和开源学术、商业化等重
点领域进行解读。

会上还举行了“2025年首批开源先锋企
业”授牌、开源项目捐赠、开源项目应用案例
发布、第三届开放原子大赛启动等多个仪式。

本届大会由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主
办，持续至 7 月 24 日，并设置了 26 场分论
坛、多场交流会及开源生态交流区等形
式，旨在打通政、产、学、研、用、金等多方资
源，为开源合作伙伴、项目设置充分的合作
交流场景，协同各方形成合力为项目社区及
生态发 展 赋 能 。 （陈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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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21日，中国移动在北京以
“民有所呼，我必有应”为主题召开“三个一”
服务举措发布会，正式推出一套客户服务承
诺、一个服务监督平台、一个“全客户、全业
务、全流程、全场景”大服务体系。此次发布
会是央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
动实践，也是通信行业回应社会关切、推动服
务升级的创新探索。

中国移动总经理何飚在发布会上详细阐
释了“三个一”的具体内涵。

一套客户服务承诺：聚焦“透明消费，明
白办理”“主动提醒，放心使用”等核心诉求，
明确服务标准，规范业务办理流程，杜绝隐性

消费，保障用户知情权与选择权。
一个服务监督平台：依托数字化技术打

造全渠道监督平台，集成用户投诉、建议反
馈、服务评价等功能，实现问题“实时响应、闭
环解决”，并定期向社会公开服务改进数据。

一个大服务体系：构建覆盖个人、家庭、政
企客户的全场景服务网络，通过“网络质量、触
点体验、产品创新”三大质量提升计划，推动服
务从单一通信向数智化综合服务转型。

据介绍，下一步，中国移动将持续深化
“三个一”举措，通过 5G-A、算力网络、人
工智能等技术融合，打造更智能、更人性
化的服务场 景 。 （罗 醒）

中国移动发布

“三个一”服务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