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商报：旷视作为AI企业，对“小康之治”
有怎样的认识？

付英波：AI公司应该让大众享受科技发展的
成果，让人们居住、生活、工作的环境变得更加智

能化。在海淀公租房改造项目中，旷视将成熟的AI

技术进行了先行先试场景落地，通过对物联网设

备的智慧赋能、应用软件的重点升级，大幅提升了

公租房区域管理安全性与居民生活便捷性。

北京商报： 在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期，AI企
业对拉动宏观经济有什么帮助？

付英波：“新基建”正成为疫情之后企业降本
增效的新发力点，也进一步推动计算机视觉等AI

技术的广泛运用，为AI发展提供更多应用场景。

当前，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进入下半场。不仅

要让互联网应用层嵌入更多的“互联网+”技术，

更需要AI生产力的底层系统去赋能城市与工业

场景。

北京商报： 经济转型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AI化的实现会呈现怎样的特点？

付英波： 技术演进具有单点突破的特征，AI
“新基建”很可能会在某几个数字化程度高的行

业率先实现智能化，再反向催生基础设施建设。

长远来看，AI一定会颠覆人们的生产、生活，成为

经济社会的底座。

北京商报：AI能为企业客户提供什么价值？
应该怎样帮助传统产业？

付英波：我们希望可以帮助企业通过采用AI
技术降本增效，进一步驱动企业自身的商业创新

能力，最终实现企业商业价值最大化。AI必将成

为经济新常态下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新动能，中国

经济也将从人口红利转向AI红利。AI企业需要长

期坚持，真正深入到传统领域。通过开源平台等方式，

向传统产业真正释放AI生产力，降低传统产业使用

AI的门槛，帮助传统产业实现全面AI技术革新。

旷视总裁付英波：

AI必是数字经济下半场主动力

【对话企业家】

2015年，旷视开始提供城市管理解决方案。

“个人设备领域，考验的是技术，城市管理解决方

案不光要求有过硬的技术，城市本身的支持、开放

力度也至关重要。”比达咨询分析师李锦清认为。

在6月发布的《北京市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行动方案（2020-2022年）》（以下简称“行动方

案”）中，明确提出了智慧城市应用。行动方案指

出，聚焦交通、环境、安全等场景，提高城市智能

感知能力和运行保障水平。实施智慧交通提升行

动计划，2020年内推进1148处智能化灯控路口，

2851处信号灯升级改造，三年内新建不少于5万

个电动汽车充电桩，建设换电站100个左右。

扎根在北京的旷视早在智能城市领域就有

所布局，在智能城市建设中抓住了先机。2019年4

月，海淀区正式发布了海淀“城市大脑”顶层设计

规划纲要，未来五年，要将海淀“城市大脑”打造

成国内一流的新型城市治理平台，建成持续演

进、自主创新的新型城市生态。

为在全区率先建成“城市大脑”亮点工程，东

升镇与海淀城市大脑科技产业联盟成员单位旷

视合作，共建东升镇城市大脑。东升镇与旷视计

划组建“东升镇城市大脑专班”，结合东升镇电子

政务和视频基础建设水平的优势，围绕“城市治

理、智慧交通、智慧社区、科技公园”等应用方向，

构建“两个社区、两个公园、两条道路”，为东升镇

城市治理、服务模式和产业经济发展提供支撑。

2019年11月，旷视与北京中海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达成合作，围绕海淀“城市大脑”顶层设计规

划纲要，向城市各类细分场景不断输出产品价

值，用AI技术以及由此驱动的全栈解决方案打通

城市脉络，部署真正具有万物互联意义的城市物

联网络。

例如，针对城市管理中需要着重解决的渣土

车识别问题，通过前端IoT物联设备的接入和专

用算法的结合，便可在边界路口或者微卡口对特

定目标进行检测和识别预警，并向交管部门实时

通报，有望解决渣土车超载上桥、违章限行、肇事

逃逸等问题。

在付英波看来，“‘新基建’，不仅是要让互联网

应用层嵌入更多的‘互联网+’的技术，更需要AI生

产力的底层系统去赋能城市与工业场景。旷视在内

的AI公司将推动AI在城市场景进一步应用，以城

市操作系统构建起‘城市大脑’，配合以众多物联网

设备组成的感知系统，去感知城市运行的状态和数

据，为城市管理者提供更好的视角和维度，为其决

策提供更多的智能参考”。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从普惠个人到城市治理·

旷视AI与“智能”北京

在AI应用落地上，付英波对北京市相关部门

的帮助更是记忆深刻。

他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在北京市海淀区以

及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的统一调度下，旷视研发

团队提出了‘人体识别+人像识别+红外/可见光双

传感’的AI测温创新解决方案。研发期间，有很多

产品的元器件和产品的配件需要外部的协作或

外部的供货。北京市政府、海淀区政府和中关村

城管会，包括工信部，在旷视整个产品开发过程

中，给了我们大量支持，让旷视的产品能够在关

键时期顺利诞生和面世。”

这体现了中国AI产业十年来的变化，深度科

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告诉北京商报记者，那就是

“产业发展动力由过去的市场驱动技术驱动，变

成了政府驱动”。

目前，旷视推出的多类AI测温产品已经相继

在北京191家超市、部分三甲医院等场景落地并

投入使用，帮助各地实现高效率、高质量、更安全

的体温检测与人员管理。

旷视在北京的成功样本也开始在全国、全球

范围复制。

“目前，旷视AI测温产品已在全国部分高校、

政府大楼、商业园区、社区校园使用，成功落地泰

国多家政府医院，除此之外，旷视的AI测温产品

走入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东、日韩和其他东

南亚国家。”旷视相关负责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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