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将AIoT（智慧物联网）的产品理解运用到

营销环节？近日，旷视企业业务事业部产品营销总监

乔梁向北京商报记者分享了他的思考：智慧城市的

AIoT解决方案会在“城市小空间”中先行落地，在AI

技术落地的过程中，最难的是算法如何产品化，企业

需要选定自己的垂直赛道，和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

伙伴一起协作完成，旷视一直基于这个理念在消费

互联网、智慧城市、智慧供应链赛道深耕。

“三四年前，整个行业对AI的理解都在算法层

面，比如AlphaGo战胜围棋大师，是单一技术上的突

破。最近三年，整个行业关注的是AI算法怎样产品

化，产品怎样形成行业解决方案，最终为行业产生商

业价值。旷视也从算法公司蜕变成产品公司，最后由

产品公司蜕变成行业解决方案公司”，乔梁表示。

旷视官网上显示，旷视可提供消费电子、泛互联

网、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智慧园区、智慧楼宇、智慧

金融、智慧物流等解决方案。

乔梁致力于智慧建筑等场景下的AIoT产品探

索，推动AIoT产品在智慧城市、智慧建筑方向上的

商业化落地进程。他向北京商报记者解释，“在智慧

城市赛道，AIoT中的创新型解决方案往往会在‘城

市小空间’中先行落地。旷视将其定义为‘智慧建

筑’。智慧建筑是一个包罗很多小空间业态的抽象模

型，是‘道’，而到了‘形’的层面，则会体现在智慧楼

宇、智慧园区、智慧校园、智慧社区等场景上面”。

围绕城市中的小空间，旷视提出的是3+2+2核

心业务模块。据乔梁介绍，“我们把核心业务模块分

成三部分。第一个模块在小空间的安防管理上，有三

个功能：一脸通、人车管控、周界警戒。第二个模块有

两个功能：智能守护、人数统计。第三个核心业务也

有两个功能：算法商店、算法工厂”。

车辆检测、周界警戒等需要算法来实现，但乔梁

站在技术的角度向北京商报记者强调：“AI算法是基

于算力和AI算法框架，这三者配合起来才能提供最

优的算法性能效果。最近一两年大家都从研究单一

算法本身慢慢蜕变到研究算力芯片、AI芯片，蜕变到

去研究AI软硬操作系统和框架。”同一个算法在不同

的场景下，企业客户的要求不一样。“有的场景下容

错率、实时性要求非常高，工程部署架构又要求边端

分离。那如何做到可落地呢？就需要人工智能企业选

择垂直赛道去关注，并且和上下游的芯片等合作伙

伴做好协同。”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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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我国科研方向上的优越性展露无

疑，已经连续五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又因为国家

在政策方面的大力支持，这几年人工智能技术水平

不断提升、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然而，人工智能在很

多人眼里，仍然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距离产业的真

正爆发还有一定的距离，无论在技术还是推广上，都

存在还未攻克的难题。

政策大力支持

在政策层面，人工智能的“戏份”逐年增加。

2016年3月，人工智能被写入“十三五”规划纲

要；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2017年，人工智能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将人工智能升级为“智能+”；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人工智能作为“新基建”

建设重要一环，“十四五”指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同各产业深度融合。

人工智能产业链包括三层：基础层、技术层和应

用层。其中，基础层是人工智能产业的基础，主要是

包括AI芯片等硬件设施及云计算等服务平台的基础

设施、数据资源，为人工智能提供数据服务和算力支

撑；技术层是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以模拟人的智能

相关特征为出发点，构建技术路径；应用层是人工智

能产业的延伸，集成一类或多类人工智能基础应用

技术，面向特定应用场景需求而形成软硬件产品或

解决方案。

“随着人工智能商业落地的推进，各层级的市场

规模在快速发展。”武建宝表示，根据中国电子协会

发布的数据，上述三个层面的产业规模在2018年约

557亿元，2019年1078亿元，2020年1600多亿元，预

计今年是2190亿元，增长率在30%-35%左右。

由概念变现实

如今，人工智能已经广泛渗透于各行各业中，但

它并不是手机、电视机、汽车这样的实体物质，消费

者对它的体验感也比较弱，因此仍存在应用场景落

地的难题。

李婷在谈到猎豹移动发展难点时表示，“其实就

是产品商业化的问题”。她介绍道，目前猎豹移动主

要做的就是两件事情：一是培养用户使用习惯，因为

现在的应用距离大家想象到的人工智能还差很远，

真的能把人工智能技术在各个场景里运用起来，才

是最重要的事。

还有一件事就是垂直场景实际落地，真正要和

场景有深度捆绑、深度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只有把机

器人技术嵌入到相关技术里面，才能发挥更大的效

率。“我们觉得刚刚从0到1走了一小步，下面的路还

有很长。”李婷说。

而对于旷视科技来说，如何让大众了解智慧建

筑的概念、将其与一般智慧园区和智慧社区明确区

分也是一个难题。

乔梁解释道，建筑是抽象的概念，可以理解建

筑是道，智慧园区是形，最终所有的AI解决方案体

现在形上。“比如说在校园里，我们的管理可能是

围绕宿舍楼、教学楼的，在工厂里面是围绕工厂生

产车间、工厂流水线的。如果从上帝视角抽象来

看，这些都统称为智慧建筑，只不过智慧建筑在不

同形态的表现下，业务需求完全不一样。在校园里

面，智慧宿舍为了保障学生进出安全，工厂里保障

工厂生产安全，AI和行业结合有更加丰富的行业

解决方案产生。”

其实，AI之于算力时代就像灯泡之于电力时代。

在业内人士看来，虽然灯泡看起来稀松平常，但在那个

年代是改天换地的大事，或许技术和观念有落差，没有

办法让AI大规模深入城市和工厂里，然而，一旦AI走

到灯泡那样的阈值，它释放出来的力量是巨大的。

B端还是C端

一直以来，人工智能一直给大众留下一个“虚”的

印象，还因为产业还未迎来真正的爆发点。那么，人工

智能在服务场景和大众消费场景的爆发点在哪儿呢？

阿里云智能资深算法专家刘宇就此表示，“我的

观点非常明确，它是双轮驱动，两方面都很重要，共

同推动AI商业化的进程”。

刘宇举例说，比如送餐机器人的客户是餐厅，但

最后服务的是消费者。如果非要区分两个概念，可以

从“直接的售卖方，谁掏钱，按照付费的业主性质是B

还是C来区分”。又比如，现在做政务一网通办，属于

政府采购，但其实最后使用的是老百姓，是一整套办

事流程的自动化、智能化，办事效率大幅提升，服务

于办事的个人和企业用户。

“哪个先爆发，涉及到统计口径的问题，从产业

来说B端和C端都是庞大的市场，非要按照单品划

分，一般来说C端的单品用户体量更大。另外，B端和

C端是紧密联系的，大多数情况下，服务B端的东西

最终服务于C端。比如，对于制造业，B端的数字化、

智能化带来的企业效率提升和服务质量的提升，最

终会体现在C端服务的体验提升上。”刘宇说。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

AI的爆发节点何时到来

·策略篇·

千种幻影创始人张雷：

智能驾培新模式赋能安全绿色出行新范式

·案例篇·

AI渗透到各行各业，其中就包括传统驾驶培训

行业。北京千种幻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种

幻影”）创始人张雷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透

露，“也许自动驾驶真正实现的时候，千种幻影会成

为一家安全出行的解决方案商”。

千种幻影致力于成为驾驶人安全意识培训与行

为训练全流程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商，掌握VR（虚

拟现实）、AI（人工智能）和DA（数据分析）核心自主

知识产权技术。其VR沉浸式智能驾驶培训系统在国

内唯一实现从科目一到科目四教学任务覆盖，产品

效果获得了交通部公路研究院的论证，并在驾培唯

一主板上市公司东方时尚广泛应用。

张雷介绍，学员在取得驾驶证前需要完成40个

学时车辆驾驶的学习，其中的科目二中的20个学时

可以通过VR学车的方式学习。

VR学车已然如此，未来自动驾驶成熟，是不是

不用考驾照了呢？张雷认为，“人、车、路、环境是交通

四要素，无人驾驶不是从一楼直接上到五楼，它是分

阶段实现的。驾驶培训端与之共同成长、共同匹配、

共同变化，将来驾驶L3或L4级别的车，相关部门一

定会研究接管问题，技术和场景同向而行”。

张雷说，多年技术积累和验证、参与行业标准的

修订，以及越来越多的实验数据表明，VR+实车操作

是科学、严谨的学车方式。与传统学车相比，VR学车

科目二通过率提高了10%。交通部相关测试结果也

显示，比如合规性、前瞻性、平顺性等，新的驾培方式

可以通过科学认证。“根据数据，东方时尚近年拿到

驾照的人，没有死伤亡，违章率是北京市最低的。”

目前VR学车除了可以完成科目二、科目三实际

道路的学习，还可以通过模拟常见事故、恶劣天气、

复杂路况等实现防御性驾驶内容的学习，例如地下

车库、隧道驾驶、雨雪雾天气等场景。据介绍，千种幻

影联合东方时尚在北京24个核心商区部署完成了

VR智能驾驶学习中心，从2019年上线运行到现在，

共有20余万人取得驾驶证。

在谈到后续发展时，张雷透露，公司已经实现盈

利，并且有上市的计划。“我们不仅立足于东方时尚，

也在为行业输出解决方案，已经在全国11个城市开

始商业运行。”他说，除了东方时尚、北京公交驾校、

龙泉驾校已经率先开始投入使用千种幻影的VR沉

浸式智能驾驶培训系统，北方驾校和海淀驾校也在

商谈之中。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

旷视企业业务事业部产品营销总监乔梁：

AI算法的产品化考验产业链上下游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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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视觉 智能安全监控 智慧交互大屏

>>�语音识别 AI客服系统 智能语音助手

>>�自然语言识别 文本内容智能审阅 自动报告

>>�知识图谱
智能辅助指挥决策/商业情报分析决策 智能诊断与维修助手

>>�机器学习 预测模型 智能风控

文娱场景35.1%

医疗场景40.5%

教育场景39.4%

交通场景45.2%

办公场景33.7%

金融场景33.3%

社区场景23.3%

2020年中国网民最常接触的
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