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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新时代背景下，新一代信息技术瞬间将人工智能技术推向全球科学技术的最高点，其衍生的技术进入应用爆发期，

通用深度学习、机器学习、大模型等新技术的蓬勃发展，使得人工智能赋能产业的应用愈发广泛，加速推进了其商业

化进程。对此可知，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是推动产业变革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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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a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oment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o  the peak of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s derivative  technology  into 

application outbreak, general deep learning, machine learning, large model of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makes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u  industry  is more  extensive, 

accelerate  the commercialization proces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innov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s the key factor to promote the industrial change. With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expansion of  industri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future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industries to the direction of intelligent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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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以 ChatGPT、文心一言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被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科学技术的更新

迭代，预示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重大飞跃。人工智能大模型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创新的最佳成果，更是促进产业创新、优化产业新模式、推

动社会进步的新质生产力。在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和国家政策引导下，各大企业看准机遇，开始创新和开发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相关研

究，力争站立在人工智能最高点。然而，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大模型发展仍存在不少问题和缺点。此外，在发展大模型产业过程中，

部分企业存在技术研发盲目跟风等问题。对此，企业需要立足产业发展特点，围绕人工智能技术，科学推进大模型产业，实现我国产业

的智能化、可持续化发展。

一、人工智能赋能大模型平台发展的相关概述

（一）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

随着科技的不断更新，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已成为推动产业

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其中，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大数据等技术

的不断突破，使得人工智能具备前所未有的数据处理与分析能

力，并在各个领域产业出巨大的应用潜力 [1]。具体来说：

机器学习技术的发展，使得人工智能从海量数据中自主学习

并提取有用信息，从而实现对未知情况的预测和决策。这种能力

在生产制造、服务行业、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可

以极大地提升工作效率和准确性 [2]。例如，在生产制造领域，通过

机器学习技术对生产数据进行分析，可以优化生产流程、节约成

本、提供人力资源管理效率。

深度学习技术作为机器学习的一个重要分支，通过模拟人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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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网络的运作方式，实现了对复杂数据的深层挖掘和处理 [3]。并

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

为产业的智能化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持。例如，在服务业中，深度

学习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智能客服系统，通过识别和理解客户的语

音和文字信息，提供快速、准确的服务响应。

近几年，以深度学习为主要研究方向的人工智能，从图像、

文字、语音识别到生成式技术取得突破，ChatGPT、文心一言、

DeepSeek 等平台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多种应用可能性。作为新

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正加速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工作

和学习，推动人类经济社会信息化进程迈向智能化的新阶段。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创新与变革

近年来，以大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各个领域

得到了明显的发展，使得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产业新一轮创新变

革 [4]。作为一种具有巨大参数量的深度学习模型，大模型中极具有

代表性的模型有 GPT、LLaMA 等。目前，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

发展，大模型种类逐渐丰富，其中包括语言大模型、多模态大模

型等。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延伸和扩展，大模型的应用数量和

计算能力持续提升，在准确性和泛化能力上取得了显著提升，并

在不同领域得到了应用 [5]。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大模型的应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

最初的文本生成扩展到医疗、金融、制造等多个领域，为这些领

域智能化转型带来了机遇。大模型作为新型的技术创新工具，为

创新管理研究提供了更加智能化和自主化的手段。一方面，运用

大模型进行文本挖掘和分析，可以快速识别市场需求和竞争态

势，为创新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6]；另一方面，大模型在数据处理和

模型预测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不仅可以加速科学研究和技术创

新的进程，还可以助力科学家和研究院更快地发现新规律、开发

新技术。

二、人工智能赋能产业的优势与价值

人工智能赋能产业的优势与价值共同推动了产业的智能化转

型和升级，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7]。人工智能赋能

产业所带来的优势与价值日益凸显，主要体现在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运营成本、优化资源配置等多个层面。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

不断创新与广泛应用，各行各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变革与机遇。

在生产效率方面，人工智能的引入可以显著提高生产流程的

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例如，项目工作人员可以利用曲尺平台提

供的视觉算法生成高精度的图像分类、对象检测和图像分割模

型，实现智能生产和数据搜索和图像编辑等多种功能 [8]。在机械

和工程项目中，基于曲尺人工智能平台通过数字人服务和图纸识

别的应用，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生产，且生产速度和质量都得

到大幅提升。生产效率的提升，不仅有助于企业快速响应市场需

求，还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在降低运营成本方面，人工智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传统的

生产方式往往依赖于大量的人工操作和监控，而人工智能技术的

应用则能有效减少对人力的依赖。在进行智能分析和预测后，企

业可以更加精准地进行综合管理，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问题出现。

三、人工智能赋能产业高效推进路径

（一）加大政策支持，助力人工智能技术高效发展

基于大模型时代，人工智能赋能产业的发展不仅仅要依赖行

业的垂直化和技术深度、广度的发展，还需要受到政策支持、产

业协同和人才市场多方面因素的驱动 [10]。各国政府从过去主要

支持基础研发，到现在更加侧重于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产业化应

用。在此基础下，政策的变化可以最大程度加速人工智能技术的

商业化和市场化进程，从而更快地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近

些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政府政策也开始关注 AI

伦理、数据隐私保护、跨境数据流动等新兴领域 [11]。针对这些领

域出台的政策，可以有效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合规发展，

同时保护用户权益和数据安全。政府的引导和监管为创业公司提

供稳定的发展空间，降低市场不确定性，有利于推动人工智能技

术在产业中快速发展。在大模型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具有不确定

性和复杂性，这使得部分企业难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覆盖整个产

业链的需求。

（二）发挥本土优势，强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我国在新型基础设施的布局上具有较强的前瞻性，这为人工

智能技术的发展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网络

基础设施、数据中心等数据枢纽与数据流通基础设施方面，我国

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而在算力和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还需要进

一步努力 [12]。在算力方面，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是推动

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构建公共云计算平台，有利于实现算

力的统筹与智能调度，可以有效归集和增强可共享的算力资源，

从而突破当前算力资源供给的瓶颈。算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有

效实现提升各个行业的运营效率。另外，大模型作为人工智能技

术突破中的重要成果，逐渐成为算力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此，加快大模型开源社区建设，推动算法产品的供给，有利于

丰富应用场景，满足各个行业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模型的要

求 [13]。

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建立标准管、查、用、编全生命周

期的数字生态系统，并将其深度融合到标准化工作、电网工程和

电网运行业务场景中。大幅提升标准业务应用场景下的工作效率

与准确性，为用户提供高效、智能化的知识服务体验。

（三）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产业高质量升级

从产业层面看，人工智能在推动企业智能化转型的过程中，

不断催生出产业融合新生态并带动一批新兴产业发展。人工智能

在推动产业智能化转型的过程中，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可以催

生一系列新兴产业，从而进一步构建全新的产业生态 [15]。这一趋

势不仅可以促进各行业的提质增效、降本降耗，还可以为未来的

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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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人工智能的适应性不断增强，可以跨越多个场景，深

度参与到人类社会的各种工作任务中。这一过程体现在两个核心

方面：一方面是替代劳动，通过自动化和智能化手段减少人力投

入或降低劳动强度；另一方面是人工智能赋能劳动，通过人机协

作降低技能门槛，使个人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将创意转化为现

实，优化劳动过程，提升劳动效率和价值。以润建曲尺平台为

例，智慧维建的应用可以有效推动智慧农业的发展。无人机巡检

技术的引入，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还可以实现精准施

肥、灌溉和收割，降低资源消耗，提升农产品质量。

人工智能技术核心优势体现在效率提升、服务精准度、自主

优化能力及跨领域应用等方面，为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推动力。值

得一提的是，服务业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正经历着从传统服务

向智能服务的深刻转变。以曲尺人工智能平台为核心的数字机器

人被广泛应用于服务行业，不仅可以替代部分低技能、高负荷的

服务形式，更有利于推动服务活动向自感知、自学习、自决策、

自执行和自适应的新型服务方式发展。“曲尺”人工智能开放平台

是一款基于深度学习框架的人工智能开发平台，通过引入大语言

模型能力，专注于生成视觉、语音和文本领域的人工智能算法，

加速构建各类软硬件一体的行业解决方案。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变革产业需求的重要技

术，对各行各业提出了创新的要求。不仅包括一些传统产业，还

需要重点关注一些未来产业。未来产业是新产品、新模式、新业

态集合而形成的一种形态，包括未来网络、未来能源、量子科

技、无人飞行器、深远海工程装备等，将人工智能赋能未来产

业，有助于提高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

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政务服务大厅积极探索新形

势的服务流程，旨在促进公众用户之间自动咨询服务过程的服务

水平。在曲尺平台的支撑下，政务服务大厅可以引入数字人服

务，以更好地提供个性化服务。搭载大语言模型和知识库的数字

人在政务方面可以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服务；同时，通过自然

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技术，数字人可以理解公众的提问并提供精

准的答案，有效解决传统机器人对话中理解能力不高问题，提高

对话的时效性和准确率，提升政府服务大厅的办事能力，满足用

户的各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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