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旷视擅长的计算机视觉是落地最成熟的AI

技术之一，应用场景广泛：安防（人脸识别）、医疗

（影像诊断）、移动互联网（视频监管）等。

在文渊智库创始人王超看来，任何企业想规

模化普惠大众，就必须顺势而为，抓住时代机遇，

为城市、产业、民众提供新动能。

作为旷视的大本营，北京无论从AI算法还是

AI应用落地上，始终给予支持。

AI的核心在于数据支持，AI的实现需要通过

从海量数据中快速获得有价值信息，为深度学习

AI算法提供坚实的素材基础。

北京拥有大量具有竞争优势的大数据企业，

在工信部公布的“2019中国大数据企业50强”榜

单中，北京企业占据了22家，全国排名第一。良好

的大数据产业背景，为北京的AI产业发展提供了

重大支持。北京还加快了大数据相关立法进程，

逐步通过公共数据开放加速北京AI企业发展。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布的《关于通过公

共数据开放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工作方案》

规划通过公共数据开放，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2019-2022年三个阶段目标：首先通过立法为公

共数据提供制度保障，分领域逐步扩大数据供

给；2020-2021年，以冬残奥会、城市副中心建设

等一批重大项目应用，实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融

合创新；2022年，基本形成管理制度完备、工作机

制完善、技术支撑系统完整、生态体系健全的公

共数据开放工作体系，实现政务数据、公共事业

单位数据等多源数据协同应用。

旷视成立的时代，科技企业都在抢移动互联

网“船票”，人脸识别、智慧交通等AI项目看不见

也摸不着。毕业于清华的印奇、唐文斌、杨沐将未

来押宝在AI身上，三人创立了旷视。此后旷视从

北京辐射向全国、全球，将AI技术从手机识别延

伸到城市治理、楼宇园区、智慧仓储、消费电子等

诸多领域。

在回答旷视为什么扎根北京时，旷视CTO唐

文斌向北京商报记者直言，“作为一家技术公司，

旷视必须有最好的技术人才，必须团结最优秀的

人，我们要不断地去创新、发展，探寻不同的应用

场景。人才、资金、应用场景都是北京可以带给旷

视的。如果把一家创业公司比作成一粒种子，北

京就是最佳的土壤”。

旷视总裁付英波进一步向北京商报记者解

释，这块土壤不单单包含政策，也包含政策带来

的人力、智力、高校和平台资源，“北京集聚了中国

最优秀的人才，中关村更是中国顶级高校的聚集

地，这是科技企业创新创业的一个得天独厚的条

件；在人才聚集的基础上，北京市也给予了非常多

的政策来支持创业创新，给了大家一个好的创业

环境，还有很多投资人和资本也在北京，这在旷视

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近年来，北京出台了多项支持人工智能创新

发展的政策措施：2017年9月，《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人工智能产业培育行动计划

（2017-2020年）》发布；同年12月，《北京市加快

科技创新培育人工智能产业的指导意见》发布；

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成立；北京成立国内首

个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根据2019年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数据，

北京有40所高校培养与AI直接相关的大学生，在

校生41169人，相关教师8501人。

汇桔网和胡润百富携手合作发布的《2019中

国AI产业知识产权发展白皮书》数据显示，中国

AI企业IP竞争力前100名中，有55家在北京，可见

北京对AI企业的吸引力。

在科技部2019年公布的十大国家新一代人

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中，京东、旷视、360、好未

来、小米、明略科技都是北京企业，占比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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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视：用AI为城市“测温”

旷视AI测温用于北京地铁防疫一线

北京向来是互联网企

业聚集地，因为看中这里的

人才、资金、应用场景，成立

近十年， 旷视搬家五六次，

从3人成长到3000人团队，

但从没有离开过北京，甚至

没有离开过五道口。

从名不见经传，到阿里

创始人马云“安利”的刷脸

支付供应商，再到视觉人工

智能四小龙，土生土长的北

京科技公司旷视，已成长为

承担国家新一代图像感知

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

设的领军企业。

2020年，AI测温让旷视

在抗疫一线找到了AI与城

市治理结合的无限可能。从

更长远看，AI与民众生活融

合的路径将越来越多样，在

这波浪潮中，旷视是北京小

康之治的参与者、 推动者，

也是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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