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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彥宏：智能經濟將成中國新標籤
百度無懼美打壓 正研在港二次上市

企業的社會責任一向是李彥宏
所強調的。他在訪談過程中直言，
在新冠疫情爆發以後，百度利用自
身優勢技術和平台資源，積極參與
國內外抗疫工作，並發布多項扶植
計劃幫助中小微企業加速復工復產
。目前，百度已經發布了 「免費開
放AI技術、幫助傳統企業線上化轉
型、全方位營銷賦能」 等一系列措
施，並提供總價值20億元人民幣的
專項基金，幫助近百萬合作夥伴企
業渡過難關，減少因為疫情而帶來
的損失。

據中國中小商業企業協會和百
度共同發起的中小企業受疫情影響
調研，為了彌補因延遲復工造成的
損失，有26%的企業選擇擴大線上
營銷，同時積極將業務轉向線上尋
找新的商機。對此，李彥宏表示，
疫情爆發給許多行業帶來衝擊，在
生產端急迫的復工需求刺激下，製
造企業開始加快擁抱智能化。

「我和百度會繼續發揮大數據

和人工智能的價值，用技術創新更
好地解決社會問題。」 李彥宏並提
及，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
『十三五』 規劃收官之年，也是脫
貧攻堅決戰決勝之年，突如其來的
新冠肺炎疫情給我們完成既定目標
任務帶來挑戰。作為平台型公司，
我們還要幫助合作夥伴深蹲蓄力、
穩定起跳，共同為中國經濟強勁反
彈注入新的能量和活力。」

「目前，百度通過輸出AI大生
產平台上面的各項能力，正在推動
企業供應鏈進入標準化、自動化、
模塊化時代。百度為精研科技打造
的智能質檢系統，能夠實現24小時
不間斷工作。」 李彥宏還透露， 「
我們正運用自身百度雲的圖像識別
能力，幫助製造企業，提升數據標
註精準度。」 以工業質檢為例，首
鋼已開始進行數據標註相關試點，
通過共享鋼板質檢圖片，借助百度
雲，聯合專家共同標註，將檢測準
確率提升至99.98%。

AI服務傳統企業
科技助復工復產

大公報記者 張聰、朱燁

李彥宏今年的提案 「無論是新
基建、智能交通還是支持繼續教育
方面，均符合後疫情時代加速經濟
發展的命題需求。」 他在過去幾年
的兩會中，提案也多次涉及人工智
能，曾引起較大的社會關注。李彥
宏告訴記者， 「加強人工智能倫理
研究、開放人工智能平台、加強人
工智能應用……」 國家發力人工智
能就像一場及時雨，不僅能有力推
動中國經濟高質量轉型，更將為中
國在未來引領智能經濟時代奠定扎
實的基礎。

製造業開始智能化探索
過去幾年，不少製造企業已經

開始了智能化的探索，而今年的新
冠肺炎疫情成為倒逼製造業轉型的
催化劑。李彥宏指出， 「疫情爆發
後，許多行業受到衝擊，不少中小
企業意識到智能化的重要性，開
始張開雙臂迎接新技術時代的到
來。」

李彥宏認為，疫情過後，整個
社會會重新審視技術的價值和企業
的社會責任感。 「我們要抓住國家
推進製造業智能化升級和新興產業
發展的機遇，加快5G、人工智能、
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推
動智能經濟加速到來。」

面對國際局勢的瞬息變化，針
對近期美國政府收緊中國在美上市
公司監督審查的行為，李彥宏坦言
，作為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的中國
公司，百度目前並不擔心美國政府

的打壓。 「如果是一個好的公司，
上市的選擇地是非常多的，並不局
限在美國，所以我們沒有那麼擔心
美國政府的打壓會對公司業務產生
不可挽回的影響。」 百度內部亦在
研討 「有哪些可以做的事情，包括
在香港等地的二次上市。」

新基建加快經濟發展
展望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李

彥宏強調，無論經歷多少風雨，中
國經濟長期穩定向好的趨勢是不變
的。中國經濟能夠持續快速增長二
三十年，不僅離不開國家長期、大
規模、高質量的投資，更與很多基
礎行業統一部署、統一建設息息相
關，而未來智能經濟基礎建設的水
平，更決定了中國在新一波技術紅
利的全球格局中，能否佔據到更有
利的位置。

李彥宏預測，未來十年，智能
經濟將成為中國經濟的新標籤，而
新基建則是讓智能經濟火箭加速升
空的燃料艙。

他建議，國家應加快打造具備
國際領先水平的人工智能新型基礎
設施，加強人工智能基礎和應用人
才培養，推進各行業積極應用自主
可控的開源深度學習平台。同時，
還應大力推進智能雲工程，支持開
放平台的建設，以此加速產業智能
化。 「百度也會在國家的新基建戰
略中繼續扮演好平台型公司角色，
發揮技術創新優勢、積極賦能產業
轉型，促進智能經濟早日到來。」

「經過半年的試運營，本月起
，長沙的百度用戶，已經能使用我
們的自動駕駛服務Robotaxi了。」李
彥宏接受採訪時表示，今年兩會期
間，他持續關注智能交通領域。

目前，中國交通運輸發展迎來
重大歷史機遇期，智慧交通項目遍
地開花，儘管如此，中國智能交通
基礎設施仍處於起步階段，他建議
加強政策引導，鼓勵各地政府加大
探索和投入，加快智能交通基礎
設施建設的步伐，提升交通治理能
力。

李彥宏介紹，目前百度Apollo已
經成為全球最大的自動駕駛開放平
台，形成了自動駕駛、車路協同、
智能車聯三大開放平台。過去三年
，Apollo自動駕駛車輛駛入了全球
24座城市，累積實現10萬次安全載
客出行。

展望未來發展，李彥宏認為：
「我們應加強探索城市智能交通運

營模式，鼓勵有條件的地區先行先
試，統籌城市智能交通規劃和建設
，提升政府投資效率。」 除此之外
，還要加快交通路網車路協同智能

化改造，建設全國性的新一代智能
交通治理平台，加快形成安全可靠
的現代化交通治理體系。

關注智能交通 呼籲加大投入
全國兩會前夕

，李彥宏在百度APP
上迎來了直播首秀

，分享了自己的讀書經驗。對此，
李彥宏在接受《大公報》採訪時表
示，百度直播是百度移動生態重點
發展方向。基於百度移動生態 「以
信息和知識為核心」 的定位，百度
直播也將以傳遞信息和知識為重點
，採取差異化競爭策略。希望越來
越多人到百度來做直播，通過百度
直播傳遞信息與知識。 「如果有人
願意通過百度直播賣貨，也是沒問

題的。」
「我們直播內容的分發在過去

一段時間猛增62%，互動次數增長
127%，主動經營的作者數量增長
50%。」 李彥宏又說： 「我也喜歡
看直播，是因為直播的隨機特性，
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百度2014年在直播領域小試牛
刀，今年五一期間，百度更為用戶
帶來超過500場直播，涵蓋旅遊、美
食、體育、教育科技、文化、電商
、遊戲等眾多領域。其中，雲遊博
物館、故宮直播等備受網友好評。

首播首秀 分享讀書心得
花 絮

扶貧先扶智 堅信讀書改變命運
2020年是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

收官之年，談及扶貧攻堅工作，李
彥宏說： 「作為一名從小鎮走出去
的企業家，我始終堅信 『讀書改變
命運』 ，因此在扶貧工作中，百度
一直堅持 『扶貧先扶智，治窮先治
愚』 原則。目前，隨着百度AI技術
的快速發展，我們把許多獨有的技
術運用到扶貧項目，形成了AI助教
等一系列與時俱進的扶貧形式。」

李彥宏對《大公報》記者介紹
， 「百度小桔燈」 是百度最早發起
的網絡公益活動，自2006年成立以
來，已走過28個省市自治區近千所
學校，以捐書捐物的形式，為30多

萬落後地區的貧困學生提供了平等
獲取知識的機會，用科技為偏遠山
區、貧困地區、下沉城市的兒童和
特殊兒童群體解決教育和信息的不
平等問題。

「除了給貧困地區提供圖書、
教師、教研等資源，近年來，隨着
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我們也不
斷嘗試憑藉百度教育、百度百科等
平台，給予貧困地區的群眾優質的
網絡教育資源，把互聯網技術運用
到扶貧工作。」 李彥宏坦言，百度
目前相繼走進江西省、黔東南地區、
雲南省、安徽省，用AI賦能教育，運
用百度智能教室提供的智能備課、教

學，及個性化學習、VR教室、AR知
識點分析等功能進行教學工作，讓貧
困地區的教師和孩子們享受到和大城
市一樣的優質教育資源。

▲百度多年來向落後地區的貧困學
生，提供了平等獲取知識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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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爆
發後，許多行業受

到衝擊，不少中小企業
意識到智能化的重要性
，開始迎接新技術時代
的到來。

百度董事長李彥宏

◀◀李彥宏透露李彥宏透露，，今年今年
的兩會提案的兩會提案，，大都與大都與
人工智能有關人工智能有關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李彥宏簡介

出生
籍貫

職業

學歷

工作
經驗

公職

1968年11月出生，男，漢族，山
西陽泉人，無黨派人士

2000年1月，創建百度，出任董事
長兼首席執行官（CEO）

199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信息管
理專業，隨後前往美國布法羅紐約
州立大學完成計算機科學碩士學位

先後擔任道瓊斯公司高級顧問、
《華爾街日報》網絡版實時金融信
息系統設計者、Infoseek公司資深
工程師

2013年，當選第十二屆全國政協
委員，兼任中國民間商會副會長，
第十一屆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
主席、第八屆北京市科協副主席等
職務

▲中國Robotaxi邁入規模運營的新
階段

以人工智能為代表技術的新型基
礎設施，成為2020年兩會熱點話題。
面對後疫情時代加速經濟發展的命題
及新基建提檔加速的時代機遇，全國
政協委員、百度董事長李彥宏接受《
大公報》記者採訪時稱，今年共向兩
會提交了4份提案，涉及新基建、智能
交通、支持繼續教育及個人信息保護
。他透露，今年的提案大都與人工智
能有關， 「尤其是以人工智能為核心
的新型基礎設施，將成為經濟發展的
新燃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