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主持召开全面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强调，以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为

动力，开创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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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上海合作

组织妇女论坛致贺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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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甘肃考察

时强调，深化改革、

勇于创新、苦干实

干、富民兴陇，奋力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甘肃篇章。

习近平向2024年中国

国际服务贸易交易

会致贺信。

9版

12版

金秋北京，天高气爽，一年一度的服务贸易

盛会如期而至。

85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50余家世

界 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上百场活动

先后举办，200 余项融合创新成果发布……9 月

12-16 日，以“全球服务 互惠共享”为主题的

2024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

贸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来

自全球的参展客商相聚服务贸易领域的“首秀

场”，共享中国机遇，共促全球增长。

数智创新彰显新趋势

随处可见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创新应

用、越来越像“人”的机器人……本届服贸会上，

一大批数智创新产品和服务集中亮相，集中展示

了我国服务贸易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最新成

果，参会观众可以在这里沉浸式体验最炫酷的数

智“黑科技”。

“AI正在重塑千行百业，也改变了人们生活，

让美好数字生活的愿景正在成为现实。”中国移

动互联网运营公司高管张虹告诉记者，中国移动

创新研发基于爱家光网的移动爱家超级网关，依

托算力协同、AI大模型、短距网络等核心技术，打

造集连接、控制、通感、智算多功能于一体的智慧

家庭统一中枢，推进家庭宽带网络从传输为主向

通感存算一体网络演进，从而点亮智慧家庭。

联想新视界（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

陶晓宇说：“我们自研的数智专家一体机，将AI大
模型与三维数字人融合，能够提供智慧问答服

务。”

机器人成为本届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仿生

人形机器人“小柒”可以与人进行智能交互问答；

戏曲人形仿生机器人能够模拟戏曲演员的动作

和唱腔，进行戏曲表演；“智咖大师”咖啡机器人

能够自动化调制可口的手冲咖啡……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结合，将会孵化出更多

新技术与新应用场景，为相关行业发展创造出更

大想象空间。”大连EX机器人公司联合创始人、

总裁李博阳表示，EX机器人公司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150余项，突破了机器人在柔性关节、操作系

统、智能表情、仿生灵巧手等方面多项关键技术，

还首创了以人形机器人为核心的未来科技文商

旅综合体，推动人形机器人应用场景落地。

成果“首秀场”展现新质生产力

全球首款“AI+ROBOT”骨科手术机器人、

首次公开展示全面应用大模型的教育科技新品、

全球首款量产无辐式超级氢能摩托车……多个

首创产品、首个研究成果、首发项目在服贸会上

集体上新、大放异彩。

走进首钢园 6号馆长木谷的展台，一台骨科

手术机器人正“拿”着一把截骨刀，演示膝关节

置换手术。“它叫 ROPA，是全球首款搭载了人

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的 AI+ROBOT 骨科手术

机器人。”长木谷董事长张逸凌向记者介绍说，

该手术机器人由数智脑、数智手、数智眼精妙

融合而成，手术控制精度突破了亚毫米级别，

已超越国内外同类型骨科机器人 2 倍以上，展

示了我国在“AI+医疗”服务贸易新业态的深

厚技术实力。

在教育服务专题展上，飞象星球集中展出基

础教育大模型应用产品系列。其中，“飞象AI作
文”是首个成功落地公立学校的作文辅导大模

型。“‘飞象AI作文’将猿辅导集团自主研发的教

育大模型首次应用在学校的‘写作+批改’场景，

可以实现1分钟完成100份作文批改。”飞象星球

公关经理郑玥告诉记者。

在国家会议中心的综合展区，一架拥有 8个

轴、16个螺旋桨，可同时搭载两人的无人驾驶垂

直起降航空器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它是全球首

款也是唯一获得型号合格证、生产许可证、标准

适航证‘适航三证’的载人垂直起降航空器。”广

州亿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贺天星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其采用纯电力驱动，最大航程空

中直线距离 30公里，可应用于城市空中交通、低

空游览、城市观光、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多个场

景。

“这是我们首次参展服贸会，希望通过这个

国际化平台，能够把中国低空经济领域好的发展

模式、创新产品、解决方案，向全球更多国家推介

和推广。”贺天星说。

在成就展区，全球首款量产无辐式超级氢能

摩托车亮相。“这款产品历时 9 年研发，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无辐式空心轮毂结构设

计，颠覆了传统的中轴结构，整车物理重心

低，动力数据分布合理，可以适应全地形全路

况。”北京聚智合众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许建涛告诉记者，其搭载第五代氢能混合动力

系统，具有体积小、能耗低、高安全等特点，标

准续航里程达 300 公里，最高设计时速可达每

小时160公里。

本报讯（记者 叶伟） 9月11日，工业和信

息化部印发《关于推进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

发展的通知》，旨在提升移动物联网行业供给水

平、创新赋能能力和产业整体价值，加快推动移

动物联网从“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发展。

移动物联网是以移动通信技术和网络为载

体，通过多网协同实现人、机、物泛在智联的新

型信息基础设施。截至 2024 年 7 月末，我国移

动物联网终端用户数达 25.47亿户，占移动网终

端连接数的比重达59%，移动物联网发展取得显

著成效。

《通知》立足移动物联网产业发展节奏、各

行业领域移动物联网应用现状，明确了移动物联

网发展目标：到2027年，基于4G和5G高低搭配、

泛在智联、安全可靠的移动物联网综合生态体系进

一步完善。移动物联网终端连接数力争突破36

亿，支持全国建设5个以上移动物联网产业集群，

打造10个以上移动物联网产业示范基地。

针对上述发展目标，《通知》部署4个方面主

要任务：夯实物联网络底座、提升产业创新能

力、深化智能融合应用、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其中，在夯实物联网络底座方面，《通知》提

出，进一步加大5G RedCap部署力度，加快推进

新建 5G 基站同步开通 5G RedCap，支持已建

5G基站完成5G RedCap升级，推动在行业虚拟

专网应用；基础电信企业要加快探索人工智能

技术在移动物联网络的应用部署，推动实现网

络连接、资源管理、运行维护等方面的内生智

能，提升网络智能化水平。

在提升产业创新能力方面，《通知》提出，行

业标准组织、基础电信企业要加强终端标准制

定，加快平台物模型标准统一，提升智能连接能

力，降低产业链上下游适配复杂度；支持基础电

信企业和移动物联网专业公司发挥产业优势，培

育掌握关键资源和核心能力的链主企业，形成大中

小、上下游企业协同共生、韧性强劲的产业格局。

此外，《通知》还要求，基础电信企业要加强

与工业、交通、能源等企业协同，促进移动物联

网在工业制造、交通物流、智能电网等领域融合

应用；发挥产业和技术优势，支持各地推进移动

物联网在市政、环保、应急等领域规模化应用；

深化与汽车、医疗、家电等企业合作，推广移动

物联网在智能网联汽车、医疗健康、智能家居等

领域应用。同时，优化收入统计口径，将物联网

终端硬件、平台服务等纳入通信服务收入，将带

动业务收入纳入移动物联网业务统计口径，科

学合理体现移动物联网业务价值，为移动物联

网产业链健康发展创造有利局面。

本报讯 9 月 10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

厅等四部门发布《关于推动车网互动规模化应

用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在全国开展车网互

动规模化应用试点，将选取不少于 5 个发展基

础好、政策力度大、带动效应强的城市及不少

于 50个双向充放电（V2G）项目列入本次试点范

围。

《通知》提出，按照“创新引导、先行先试”的

原则，全面推广新能源汽车有序充电，扩大双向

充放电（V2G）项目规模，丰富车网互动应用场

景，以城市为主体完善规模化、可持续的车网互

动政策机制，以V2G项目为主体探索技术先进、

模式清晰、可复制推广的商业模式，力争以市场

化机制引导车网互动规模化发展。

《通知》明确了 5项重点任务，包括电力市场

的激励作用、完善价格与需求响应机制、加强智

能有序充电应用推广、促进V2G技术与模式协同

创新、强化工作保障和有效引导。

具体看，《通知》提出，逐步完善车网互动资

源聚合参与电力市场的交易规则，推动充电负荷

规模化、常态化参与电力市场交易，支持探索负

荷聚合商参与电力市场的商业模式，推动电力市

场各类新业态主体培育，逐步形成模式清晰、发

展稳定、具备推广条件的负荷聚合商业模式；建

立健全居民充电峰谷分时电价机制，鼓励围绕居

民充电负荷与居民生活负荷建立差异化的价格

体系，优化峰谷时段设置，合理扩大峰谷价差；探

索新能源汽车和充换电场站对电网放电的价格

机制。

此外，《通知》还提出，制定完善充换电设施

智能化相关技术要求，推动智能有序充电桩建

设、替代或改造；探索与园区、楼宇、住宅等场景

高效融合的V2G技术和模式，满足公共领域和私

人车辆的V2G应用需求；支持有关企业联合开展

V2G项目申报，鼓励车企和电池企业完善电池质

保体系和提升电池技术。同时，强化标准实施应

用，支撑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有效推进；积极发

挥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作用，建立健全车网互

动数据接入和评估机制。 孙立彬

新质生产力闪耀服贸会新质生产力闪耀服贸会
▶ 本报记者 罗晓燕 叶伟

我国将开展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试点我国将开展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试点

工信部推进移动物联网工信部推进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万物智联””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

大会上强调，紧紧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朝着建成教

育强国战略目标扎

实迈进。

习近平同志《论教育》

出版发行。

中国首个量子计算
专项智库成立

本报讯（记者 李洋）近日记者从安徽省

量子计算工程研究中心获悉，中国首个量子计

算专项智库“量子计算观察”正式成立，中国科学

院院士郭光灿受邀担任该智库名誉主编。

量子计算是国际前沿科技。当前，中国量子

计算科技“硬实力”已居全球第一方阵，中国是世界

上第三个具备超导量子计算机整机交付能力的

国家，由此形成同我国量子计算科研实力相匹

配的量子计算话语“软实力”迫在眉睫。

量子科技产业是中国未来产业之一，量子

计算是量子科技的核心。郭光灿院士为“量子

计算观察”智库发来贺信：“中国首个量子计算

专项智库‘量子计算观察’的成立，是中国量子

计算专业科研团队和专业新闻队伍的一次‘科

技自立自强协同合作’，是中国迈出量子计算

‘软实力’的第一步。”

郭光灿院士在贺信中表示，“量子计算观

察”智库的成立是中国中部崛起的“新引擎”和

全球前沿科技的一次“未来产业拥抱”。从理论

探索到技术突破，从实验室研究到产业化应

用。中国在量子计算“硬实力”“软实力”两方面

齐头并进。

据悉，“量子计算观察”智库由中国通信学

会量子计算委员会、中新社（北京）国际传播集

团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安徽省量子计算工程

研究中心、量子计算芯片安徽省重点实验室四

方联合创办，将针对全球量子计算研究及产业

发展进行跟踪分析并发布前瞻研判信息。

中国通信学会量子计算委员会、安徽省量

子计算工程研究中心和量子计算芯片安徽省重

点实验室是我国量子计算专业人才最密集的学

术及工程化研发机构。

“量子计算观察”智库将优先为中国首个量子

计算产业联盟102个成员单位提供相关参考信息。

中原算力仓

聚优成势加速崛起

15年砥砺前行，

国家自创区风鹏正举

新材料企业呼吁“雪中送炭”

互联网互联互通

监管何时出重拳

三折叠手机

能否成为市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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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2024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主题为“全球服务 互惠共享”。图为在国家会议中心，观众正在驾驶模拟飞行器，体验飞行乐趣。 邓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