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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洋

““AI+AI+””经济狂飙经济狂飙：：流量密码还是产业升级流量密码还是产业升级

传统服务业正经历智能化升级的

浪潮。连日来，上海、深圳、福州等多地

出现AI洗头店，店内摆放着科技感满

满的头皮检测设备，配有可调节力度

与水温的智能洗头机，以及自动吹发

设备。其实，在AI涉足洗头这门生意

之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了AI健身、AI读
书等新业态。

“AI＋”经济的背后，究竟是流量密

码还是产业升级？

AI洗头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据悉，AI洗头服务采用智能设备替

代人工操作，结合高压水柱、仿生机械

手、自动按摩等技术，提供标准化的洗

护体验。与传统人工洗头相比，AI洗头

强调效率、卫生、个性化护理，部分设备

还能通过AI分析头皮状态，推荐合适的

洗护方案。

然而，这一新兴业态也面临争议：

部分用户认为AI洗头“像自动冲水器”，

清洁效果不如人工。目前，市场上的大

部分AI洗头店以9.9元的优惠价吸引顾

客，后续价格在 19-23元不等。这样的

场景，让人们对AI洗头的商业前景打上

了问号。

AI洗头到底是不是一门好生意呢？

对此，易观高级分析师马世聪分析

说，洗头实际是美发行业的前置流程，

头皮健康也是快速增长的健康管理细

分赛道，AI 技术的加入为美发行业从

单纯的生活服务业升级为轻医美+健

康管理业带来了技术动力，改善线下

美发门店的运营效率、运营模式。但

现阶段主要是上游设备厂商通过推动

设备铺装和低价促销来激发消费需

求，消费者在体验上对于相关服务的

专业性、体验感、精细度等方面都存在

一定质疑。

有不少体验过的消费者反映，当前

AI洗头仍停留在自动化阶段，距离真正

的智能化尚有差距。“洗不干净”“噪音

大”等吐槽频出，甚至有人遭遇“卡头

发”“引发毛囊炎”等问题。

北京市社科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

当前AI洗头仍以“流量获取”为主，通过

低价引流、标准化服务降低人力成本，

但长期需解决“个性化不足”“体验感

差”等问题。“AI洗头机通过头皮检测获

取发质数据，算法匹配洗头模式（如速

洗、养护），机器自动完成湿发、洗发、冲

洗，并配备按摩功能。但算法难以处理

如敏感头皮、头发打结等复杂需求,且缺

乏与美发师的人工互动，机械操作生

硬、存在设备噪音。”

“AI洗头等‘AI+’服务是技术赋能

传统行业的必然趋势，但需平衡技术、

成本与用户体验。”王鹏说。

广州市南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

狄嘉也认为，作为一种创新的尝试，AI
洗头将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服务行业

相结合，拓展了服务的边界，不过，要实

现可持续发展，还需进一步优化服务体

验、拓展服务内容、提升品牌附加值。

“万物皆AI”是噱头还是风口

AI洗头并非个例，“AI+”经济正快

速渗透到各个领域。如，AI健身通过智

能穿戴设备实现动作捕捉与矫正，结合

算法生成个性化训练方案；AI读书运用

推荐算法构建个性化书单，开发语音合

成实现“听书”功能……这些新业态以

标准化流程替代人工服务，通过“无人

化”概念降低运营成本，同时利用技术

溢价创造新的消费概念。

但争议如影随形。吴狄嘉作为AI
健身的前用户，认可其不受时空限制、

能实时调整训练强度的优势，但也坦言

AI难以完全替代人类教练的综合判断

与定制化方案。

科方得智库研究负责人张新原表

示，这些“AI+”服务在便捷性和个性化

方面确实具有一定的优势，可以帮助用

户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健康。“不过，也有

不足之处，比如对于隐私保护等方面还

需要进一步加强。”

马世聪进一步指出，目前 AI 技术

的加入为传统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方

向，但还没能创造出更有体验价值的

消费场景，在以新的消费理念或AI卖
点吸引用户流量后，“AI+”经济是否能

依托个性化、高品质、精细化体验将培

育出的忠诚消费群体转化为消费力，

还有待考验。

“AI+”经济是否存在过度炒作

短短几年间，“AI+”经济迅速蔓

延。吴狄嘉分析趋势背后有三大驱动

因素：一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

和成本降低，使其能够广泛应用于各

个行业；二是市场需求的多样化和个

性化，促使企业通过AI技术提升服务

质量和效率，以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

的需求；三是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为

“AI +”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

环境和资金支持。

不过吴狄嘉也坦言，当下“AI +”经

济存在过热或泡沫化的迹象。

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

家郑磊进一步解释说：“目前 AI 在一

些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方面尚未取

得根本性突破，通用人工智能仍处于

探索阶段，却已被市场过度炒作。众

多企业盲目跟风，缺乏核心技术和实

际应用场景，导致大量同质化、低水

平的 AI 产品服务涌现。”对此，吴狄

嘉建议，为避免行业无序发展，需要

加强行业监管，制定相关标准和规

范，引导企业合理布局。同时，企业

自身应注重技术研发和创新，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产品和服务。

张新原表示：“部分AI技术在实际

应用中还存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技

术成熟度和稳定性、法律法规和政策标

准等问题，需要进一步优化和改进。”不

过他也乐观地指出，在未来 3-5年，有

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技术包括更加智

能的传感器技术、更加精准的算法模

型、更加高效的算力和存储技术等。这

些技术将为“AI+”经济提供更加坚实的

技术基础和支持。

本报讯（记者 张伟）近日，“人

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在北京清华

园开班，来自35个发展中国家的37位

代表齐聚于此，开启了为期 6天的深

度交流之旅。

这场以人工智能发展、治理、应用

为核心的能力建设研讨活动，不仅是落

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的具

体行动，也将为开展人工智能国际合

作、弥合全球智能鸿沟作出北京贡献。

研讨班课程设置立足国家战略高

度，以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为导向，

遵循普惠合作、开放交流的原则。培训

形式多元化，注重教学与体验并重。研

讨班通过课堂授课、互动研讨、实地参

访等多元化培训模式，组织学员围绕本

国人工智能发展情况、人工智能全球治

理等话题展开讨论，帮助学员构建完整

的人工智能知识体系，提升战略规划及

人工智能治理能力。研讨内容兼顾前

沿技术与应用落地，融合多元优势资

源。课程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充分

展示北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创新、

应用场景等方面的资源优势。

不少学员表示，此次人工智能能

力建设研讨班让其看到了一大批北京

人工智能企业产品服务“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

生动实践，同时也为北京企业出海搭建了新的

桥梁，带来新的出海机遇。

近年来，北京市坚持“开源之都”建设，积

极探索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规范标准，推动人

工智能朝着友好、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

发展，人工智能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

加快扩展。目前，北京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数量

突破 2400 家，约占全国五成。2024 年北京人

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近 3500 亿元，同比增长

约29%。

“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由外交部主

办，清华大学承办，北京市政府协办，北京市科

委、中关村管委会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合

作实施。

“上地UPSIDE”2025人工
智能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本报讯（记者 邓淑华）近日，“上地UPSIDE”
2025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大赛在北京启动。

本届大赛继续围绕人工智能垂直领域展

开，覆盖AI产业链基础层、框架层、模型层、应

用层四部分，设置综合赛、专场赛、场景应用课

题需求赛、青少年科技作品创新赛四大赛道，

计划招募吸引 500多个项目参赛，设置 54个获

奖名额，奖金达230万元。

此次大赛在 2024年大赛的基础上全面升

级，呈现多个亮点：增设海外项目的招募，面向

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进行项目招募，汇

聚全球智慧；扩大赛事区域，在京津冀、长三

角、粤港澳人工智能集聚区域设立区域专场

赛，深挖区域合作潜能；增设链主企业专场赛，

为参赛项目提供与链主企业深度对接的机会；

联动上地辖区楼宇、孵化器、产业园区，形成

“赛事空间加速包”，为参赛项目提供全方位的

落地支持。

此外，本届大赛通过建立项目电子档案，

实现项目资源精准匹配与个性化服务；打造

“UPSIDE创新加速营”，助推项目从创意到市

场的转化；组建管家服务团队，助力项目的快

速落地；打造场景应用需求赛，针对残障服务、

智慧城市、医疗健康等垂直领域发布具体应用

场景需求，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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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在哈尔滨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第

三十四届哈尔滨国际经

济贸易洽谈会迎来公众

开放日，吸引众多观众观

展。图为在哈洽会深圳

展区，参观者与一款人形

机器人互动。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