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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加快“互联网3.0+”应用场景建设

作为一个新兴概念，新型实体企
业的概念在近两年不断拓展。“新型实
体企业既是这些年迅速成长起来的和
数字经济高度结合， 走在前列的企
业，也是经过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之后
的传统的制造业企业。”清华大学全球
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李东红教授在论坛
中表示，新型实体企业的关键点在于

“新”与“实”。
“‘新’是翅膀，而‘实’则是基础。”

京东云副总裁何方认为，新型实体企业
的“新”，体现在企业对先进技术的持续
研发投入和场景应用，“例如云计算、大
模型等先进技术，这些技术的运用场景
则一定是‘实’的”。何方表示，新型实体
企业的“实”，表现在企业拥有的实体基

因和属性，以及对实体产业有深度理解
和实践。“用新的技术，去助力实体经济
的发展，用实体的基因反哺、促成新的
技术落地，这也是‘实’。”何方说道。

“新型实体企业的发展，能够很好地
解决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中存在的问
题。” 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党委书记、执
行副会长兼秘书长熊梦指出， 产业链和
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提升是制造强国建
设的必要条件，也是我国保持制造大国优
势的迫切需要。“但是在目前的制造业中，
仍然是有一些‘卡脖子’的短板存在的。”熊
梦表示，核心基础零部件、核心关键基础材
料、产业技术基础等要素的发展薄弱，让

演示、验证、计量、检测等关键环节出现
了测量困难、没有整体性、不能强溯源等
问题，不利于技术创新发展。

想要解决产业链、 供应链的问题，
需要培养新型实体企业的“链式思维”。
“过去我们在思考到实体行业的时候，
常常会用分行业、分领域的‘块式’思维
去做规划布局，但随着产业的内在逻辑
发生改变，企业也需要强化自己的‘链
式’思维，要建立链式联动机制。”熊梦
认为，只有把行业从自身笼统的属性中
抽离，深入到整个产业上中下游，联动
各个环节，才能够解决堵点和痛点。

北京商报记者 何倩 乔心怡

新型实体企业需培养“链式思维”

早在上个世纪，钱学森便关注到VR（虚
拟现实）领域，他将此称之为“灵境”。5月
27日举办的2023中关村论坛“互联网3.0：
未来互联网产业发展论坛”上，《北京市互
联网3.0创新发展白皮书（2023）》正式发
布。《白皮书》建议，北京应加强政策支持
与组织保障，加快技术攻关与共性平台搭
建，推动“互联网3.0+”应用场景建设，做
好风险监管工作，为北京互联网3.0创新发
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

“新型实体企业”的内涵也在不断外延。5月27日，中关村论坛新型实体
企业论坛上，《新型实体企业与数实融合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正式
发布，让新型实体企业的“新”与“实”有了新的注解。《白皮书》指出，当前国
内产业数实融合呈现出了“三二一”倒置的特点。

虚实融合的灵境
“VR是指用科学技术手段向接受的人输送

视觉、听觉、触觉甚至嗅觉的信息，使接受者感到
如亲身临境”，20世纪90年代， 钱学森便提出灵
境系统的运用，在写给好友的信中他这样说：“我
对灵境技术及多媒体的兴趣在于它能大大扩展
人脑的知觉， 因而使人进入前所未有的新天地，
新的历史时代要开始了，我们应该高兴啊。”

5月27日，钱学森数字人坐在一排书架前再
度分享自己的观点：“1990年，我曾将VR翻译成
‘灵境’。今天元宇宙概念兴起，我觉得‘灵境’较
元宇宙表达的意愿更为广阔深远，也更有中国
味。‘灵境’是一个崭新的信息空间，即将推动思
维科学与大成智慧的发展，将引发一系列震撼
世界的变革。”

《白皮书》认为，互联网3.0是现代科学技术
的集大成者， 被视为未来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新
形态，高度的智能化、虚实融合发展和完整的经
济形态是其主要特征。互联网3.0涵盖元宇宙和
Web3的内涵，体现人类社会和经济形态由实向
虚、以虚就实、虚实融合的趋势。

《白皮书》指出，互联网3.0根据虚实融合程度，
可分为初具沉浸式体验阶段、逐步进入虚实体验模
糊阶段、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完全融合的成熟阶
段。互联网3.0成熟形态具备虚实高度融合、开放创
作、经济闭环、可持续发展四个核心属性。

新的商业化可能
一直以来， 体现虚实融合的元宇宙也吸引

了专家、市场、媒体的关注。去年1月，《“十四五”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明确将重点发展七大数字
经济产业，同时也是元宇宙核心产业，包括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
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平的理解是元宇宙本质
是虚拟的社会经济系。 为什么说它是经济系统，
“因为数据成为数字经济社会新的生产要素，ICT
（信息通信）技术成了驱动数字经济的引擎。整个
社会将从规模经济到范围经济，到分布式经济，再
呈现出数字资本与虚实共创的融合”。

被誉为硅谷精神之父的《连线》杂志创始
主编凯文·凯利也提到虚实融合后新的商业
化可能。“正如我们在互联网时期将所有信息
数据化了一样，现在我们要把以前没有数据化
的所有事物都数据化， 让它们可被机器读取，
这是一件大事。因为数据化整个世界，让它变
得可被算法控制、分析，我们可以利用它来更
新改进各种新产品和服务，实际上这跟创造一
个新地球一样，一个完整的、数据化的、可被检
索并利用的地球。 只要你输入一些提示词，AI
就会创造一个新世界，利用物联网我们可以让
以前从未被定价的事物具备商业价值，这点让
我非常激动。”

元宇宙未死
《白皮书》 认为，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XR

（扩展现实）交互终端、内容制作工具平台等是互
联网3.0产业的研究热点，苹果、Meta、微软、英伟
达、百度、字节跳动等国内外科技巨头纷纷开展
布局并引领产业发展。

电气和电子工程学会（IEEE）标准协会主席
袁昱， 在论坛上分享了一张ChatGPT、 元宇宙、
NFT的网络梗图，他解释称，“以ChatGPT为代表
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崛起，所以这张网络梗图上
表现了ChatGPT现在是一个备受宠爱的孩子，元
宇宙好像失宠了，NFT已经沉到水下”。

到底是生成式AI抢走了元宇宙的风头还是
加速元宇宙的发展？袁昱认为，首先要明确“元宇
宙已死” 观点中的元宇宙到底是什么。“如果是
NFT，是一部分人卖的一些声称是元宇宙的2D图
片和头像，那我同意‘元宇宙已死’，IEEE对元宇
宙的定义是， 是一种数字化的宇宙， 它有三种形
态：一是纯粹的数字化的不一样的宇宙，二是当下
宇宙的数字化扩展，三是当下宇宙的数字化副本，
分别对应三种典型的元宇宙应用：VR型、AR（增
强现实）型和数字孪生型。”他说。

袁昱表示，生成式AI会加速元宇宙的发展，
“生成式AI可以生成大量的元宇宙的内容。在理
解世界的层面，AR型的元宇宙最大的挑战是对
周围世界有精细的理解”。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听钱学森数字人畅聊元宇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