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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互联网风起云涌，在互联网野蛮生长的年代，全国政协
委员周鸿祎作为亲历者敢为人先，尝到了互联网发展的红利。在
与中国互联网共同成长的30年间，他对中国互联网发展有着细腻
的观察，对于未来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之路有着更加深刻的思考。

中国是否会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破
灭后“失去的三十年”？面对这样的疑
问，只需看看正在举办的广交会客流潮
涌，看看北京车展的人头攒动，放眼中国
平台、电商应用 （App）“出海”在国际
市场攻城略地的凌厉态势，就不难明白，
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是“创造性破坏”的
阵痛，而不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长久
没落。

在南方，截至4月26日17时，第135
届广交会境外采购商线下到会 189233
人，来自全球214个国家和地区，到会人
数比上届同期增长 21.8%；在北方，无论
是国内观众还是海外观众，这次北京国际
车展毫无疑问都正在创造其问世以来的最
高纪录，世界各地的经销商、业界人士和
发烧友蜂拥而至，甚至出现外国客人趴到
地上看中国新能源汽车细节的景象，说中
国车展已成全球车展“顶级”，成为海外
业界和发烧友寻觅技术前沿的“圣地”，
实不为过。

“中国市场就是健身房，不上强度跟
不上”——对一个国家长远前途而言，比
数量扩张更为关键的是新技术支撑下的新

兴产业、新兴业态成长，北京车展的场
景、与会外资车企的决策选择充分展示了
中国新兴产业的极速成长和跃居全球同业
台柱；正是在中国经济“见顶”论的聒噪
声中，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奥利弗·
布鲁姆 （Oliver Blume） 携集团旗下多
个品牌的7款车型参展，在车展开幕前夕
的媒体之夜先行首发，集中亮相，向中国
汽车业界、中国汽车市场发出了这样的
赞叹。

比在华首发新车数量更为关键的是，
大众公司还宣布了实行新的中国市场汽车
开发策略，即从零开始在中国开发汽车，
而不是根据当地市场特点调整已有的欧洲
车型，“大众要为一个与本土截然不同的
市场开发新车型”。如同大众这样在中国
加码投入的外资车商并非一家两家。

大众等外资车商作出这样的选择是正
确、顺理成章的，是因为中国汽车消费市
场火爆异常，长期稳居市场中心地位的外
资品牌却在逐渐边缘化，即使市场表现比
其他外资“友商”好很多的德资品牌也不
例外，大众汽车在中国的整体市场份额从
2018年的18%降至去年的14%。如果是在

一个已经“见顶”、正在三十年下坡路上缓缓
滑行的市场，大众何须费心费力费资源在这
里加码升级投入？

进一步深入考察，中国是 20世纪 90年
代以来全球化最大的成功故事，汽车业的发
展与超越是“入世”二十年来中国名列前茅
的成功故事，新能源车异军突起则是中国汽
车产业最大的成功故事。今天威风八面的中
国汽车产业，是在“入世”之后实现了产销
总量登顶世界的跨越。

“入世”当年的2001年，中国汽车产量
234 万辆；“入世”次年猛增至 325 万辆，
2022年已达 2718万辆，2023年突破 3000万
辆。至此，中国汽车产销总量已经连续 15
年高居全球第一，无论是产量还是销量，在
可预见的未来，中国汽车产销量的绝对优势
还将继续保持。

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本土车
企已经实现了大面积弯道超车和较大幅度领
先。2023 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58.7 万 辆 和 949.5 万 辆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35.8%和 37.9%；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
汽车新车总销量的31.6%。同年，我国汽车
整车出口 491 万辆，同比增长 57.9%。新能

源汽车出口 120.3 万辆，同比增长 77.6%。
今年一季度，中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660.6
万 辆 和 672 万 辆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6.4% 和
10.6%；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11.5
万辆和 209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8.2%和
31.8%；汽车整车出口132.4万辆，同比增长
33.2%，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30.7 万辆，同
比增长23.8%。

而且，中国新能源汽车业的高增长建立
在一系列领先全球同行的自主技术创新基础
之上。在公认的传统汽车业强国德国，早在
去年，到中国车展实地见识了中国同行的实
力之后，梅赛德斯-奔驰公司高级内部人士
也向《慕尼黑水星报》等媒体公开承认，在
软件集成、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等领域，中
国本土新能源车企相对于欧美同行的领先优
势已经巨大而无法赶上。直到今天，海外车
友体验、展示中国汽车酷、炫功能与质量，
已成世界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流行的时尚。

无需讳言，我们的经济确实面临一些
困难，但总体而言，这只不过是源于一些
旧产业旧模式难以适应新环境的暂时性局
部性困难，以及一些周期性压力。中国新
兴产业正在蓬勃发展，而且形成全世界无
与伦比的产业生态。如小米从决定造车到
批量生产整车上市惊艳亮相不过短短 3
年，就充分体现了中国新兴产业生态的强
大，以新技术、新业态重塑传统产业的进
程也在全面推进。从全局、长期来看，我
们现在的一些暂时局部困难只是“创造性
破坏”的阵痛，这已经不言而喻。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
院研究员）

“中国市场就是健身房，不上强度跟不上”
梅新育

Z 学人观潮

Z 市场风向

30 年前，1994 年的 4 月 20 日，随着
一条 64K 国际专线的开通，中国实现全
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成为国际互联网
第 77 个成员。这一年，也被认为是中国
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元年。

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 30 年来，从一
根网线起步，“串联”出互联网蓬勃发展
的时代篇章，中国由互联网“追随者”
跃升为“引领者”，如今更是在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引领的数字浪潮下向着更加美
好的未来奔涌而去。

三十而立，互联网改变中国，中国
也改变互联网。这 30 年间到底发生了什
么？未来中国互联网如何走出自己的发
展方向？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
能否助力中国互联网实现弯道超车？如
何走出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
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全国政
协委员、360公司创始人周鸿祎。

▶▶▶与中国互联网共同成长

记者：您是何时与互联网结缘的？
有哪些难忘的时刻与记忆？

周鸿祎：我从初中时就迷上了计算
机。1987 年 9 月 20 日，一封内容为“越
过长城走向世界”的电子邮件从北京计
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发往德国卡尔斯鲁
厄大学。那一年我在河南郑州九中读高
中二年级，当时的中国家庭还没有家用
电脑，我用一台借来的单板机连着同学
家的电视机，眼睛盯着电视机跑出的程
序，那时我可以忘掉整个世界。

1995 年，我大学毕业后就一直身处
中国互联网创新创业一线。并于 2005 年
创立了 360，带领 360 开启了互联网免费
安全的探索。

可 以 说 ， 在 互 联 网 野 蛮 生 长 的 年
代，我做过急先锋。如今，互联网进入
下半场，产业互联网勃兴，在产业智能
化的命题下，中国互联网将掀起新一轮
的产业革命，帮助实体产业完成数字化
转型和智能化升级。

记者：作为亲历者和观察者，您认
为中国互联网 30 年经历了怎样的巨大变
化？身处其中，您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周鸿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确实是
一个从“接入互联网”到“万物互联”
的演进过程，而非简单地“从 0 到 1”。
在这个演进过程中，有多个里程碑式的
时间节点。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互联网在 90 年
代迎来了创业大潮，随即开启了沸腾的
三十年。我们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技术领
先的网络基础设施，并成长出一大批互
联网企业。这一阶段，大部分的中国公
司还是在模仿西方的互联网模式。

到 2018 年，中国网民数量达到了 8
亿，互联网的重心已经开始转移，中国
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互联网大国。

此后，国家进一步创造有利的营商环
境和创新环境，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也抓住
了时代的发展机遇，凭借巨大的人口红利
和巨大的场景创新，实现了商业模式的创
新，成功将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
实现了数字化。同时，来自中国的各种软
件应用、智能硬件也开始走向世界，中国
互联网模式开始被全世界所复制，实现了
从“追随者”到“引领者”的转型。

▶▶▶人工智能引领互联网下半场

记者：弹指一挥间，中国互联网已
到了而立之年。您认为，中国互联网目
前处于怎样的一个阶段？有哪些新的增
长点？

周鸿祎：如今，中国互联网已开启
了下半场，也就是产业互联网。在互联
网的下半场，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
略，核心技术的竞争将会持续发酵。传
统行业成为了产业数字化的主角，所有
行业都值得用数字化的技术重新再造。
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赋能传统行业实现
数字化转型并迈向智能升级，成为了时
代的新课题。

其中，AI 技术 （人工智能） 正在互
联网行业中崭露头角。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出了开展“人工智能+”行动，
就像当年的“互联网+”的万物均可互
联一样，在当前产业智能化的命题下，
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将会深入到社会
经济、企业、城市、农村的方方面面形
成标配，随处可见、可用。而 2023 年以
来全球新一轮产业技术变革加速来临，
大模型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引擎，
正引发一场全新的工业革命。

记者：目前，中国的人工智能处在
怎样的发展水平？有哪些自身的发展
优势？

周鸿祎：从 科 技 企 业 实 际 感 知 来
看，全国上下，政产学研，都在积极推
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成果正在逐步落地。人工
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赋能千
行百业的效应初步显现。

最近，一些研究机构预测令人十分振
奋，国际数据公司 （IDC） 推测 2027 年，
中国人工智能总投资规模将突破 400 亿美
元，年复合增长率为25.6%，预示中国将引
领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市场的未来发展。此
外，我国在生成式 AI 服务领域也取得了显
著进展，截至今年一季度，已有 117 个大
模型完成备案，其中垂直大模型总数已超
过了通用大模型，表明人工智能企业已从
模型研发和能力比拼，走向了行业赋能。
以 360 自身为例，360 智脑通用大模型已经
在制造业、金融、医疗、教育等近 20 个关
键行业落地。

可以说，中美在 AI 上的差距主要在于
确定技术方向上，中国的优势是学习能力
很快，一旦方向确定，中美在 AI 上的差距
应该能在一两年内追上。

▶▶▶走中国特色大模型发展之路

记者：在追赶的过程中，中国人工智
能下一步发展的着力点在哪？面对全世界

“All in AI”这场人工智能革命，中国如
何结合自身的场景优势实现弯道超车？

周鸿祎：中国发展人工智能行业有三
个关键方向。第一，诸如OpenAI一样有能
力的互联网公司应该发展万亿规模的通用
大模型，聚集更多人才为国效力。第二，发
展企业级大模型，将大模型拉下神坛，走向
垂直化、产业化、行业化，赋能百行千业，
用大模型驱动产业打造新质生产力。第三，
加速场景落地，很多传统的To C领域都值
得重塑一遍。面向个人的To C的大模型也
是方兴未艾，这里面一样可以发挥中国的人
口红利优势和应用开发用户体验的优势。

中国经过30年的积累和努力，互联网数
字化技术的积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传
统制造业生产工艺的不断提升。今年提出要
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塑造新质生产
力，推动科技创新，其本质要点在于实现数

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
当前，中国互联网正面临“人工智

能+”行动的重大历史机遇。未来，应该
充分发挥中国的场景优势。一方面，我国
拥有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
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人工智能
应用基础牢固，大模型一旦实现广泛应
用，就能掀起中国的工业革命，激发经济
发展的潜力和活力。另一方面，在实际应
用中，我们发现企业需要的不是大模型本
身，而是要切实解决问题。大模型参数不
是越大越好，十亿、百亿模型和垂直场
景、自有知识相融合，效果远好于千亿模
型，这种情况下，算法、算力、成本、能
源等方面的要求都会大幅降低，都不再是
制约和瓶颈。

因此，企业打造大模型的正确路径，
最重要的是寻找明星场景、痛点场景、刚
需场景，聚焦“小切口，大纵深”，发展
专业大模型，在场景应用领域实现弯道
超车。中国发展大模型的一个重要方向
应是借助产业和场景的优势，将大模型
与业务流程、产品功能相结合，寻求多
场 景 应 用 、 垂 直 化 和 产 业 化 的 落 地 。
2024 年 是 大 模 型 应 用 场 景 元 年 ， 我 相
信，中国完全可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
色的大模型发展之路。

记者：潮涌 30 年，中国互联网发展也
并非一路坦途，展望新的 30 年，您的期待
是什么呢？

周鸿祎：中国经过 30 年的积累和努
力，互联网数字化技术的积累、人工智能
技术的发展、传统制造业生产工艺都在不
断提升。互联网公司的发展得益于时代，
也要服务于时代。在这一过程中，互联网
公司应甘于充当配角，助力传统企业，特
别是制造业和工业企业实现“数转智改”。

面 对 “ 人 工 智 能 + ” 的 重 大 历 史 机
遇，作为互联网第一批创业者，更是要勇
于冲进人工智能大模型时代，做好配角，
把自己掌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资源，
赋能百行千业，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
献一份力量。

潮涌潮涌3030年年，，中国互联网未来更广阔中国互联网未来更广阔
——全国政协委员周鸿祎谈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全国政协委员周鸿祎谈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孙琳

Z 本期关注

记者从近日国新办举
行 的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了 解
到，2023 年，我国知识产
权强国建设成效显著，全
年 授 权 发 明 专 利 92.1 万
件，同比增长 15.3%。核准
注册商标 438.3 万件，认定
地理标志产品 13 件，核准
以 地 理 标 志 注 册 集 体 商
标、证明商标 201 件。在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2023 年 全 球 创 新 指 数 报
告》 中，我国拥有的全球
百 强 科 技 集 群 数 量 达 24
个，首次跃居全球第一。
我国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
率 首 次 超 过 50% ， 连 续 5
年保持增长。

全国政协常委、国家
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表
示，2023 年知识产权相关
部 门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党 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
快 推 进 知 识 产 权 强 国 建
设，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有力支撑。

2023 年，我国知识产
权创造量质提升。登记集
成电路布图设计 1.1 万件。
作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登记量分别达 642.8 万件和
249.5 万件，同比分别增长
42.3%和 36.0%。授予农业
植物新品种权 8385 件、林
草植物新品种权 915 件。

知识产权转化运用加
速推进。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 《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
动 方 案 （2023—2025
年） 》，大力推动专利转
化和产业化。专利商标质
押融资登记总额达 8539.9
亿元，同比增长 75.4%。著
作权质押担保金额达 98.6
亿元，同比增长 80.8%。知
识产权使用费年进出口总
额达 3765.2 亿元。通过专利开放许可试点，达成许可 1.7
万项。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持续加强，首批 10 家国家知识产
权保护示范区建设初见成效，第二批 15 家完成遴选。国
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总数达 112 家。全
年查办专利商标违法案件 4.4 万件，办理专利侵权纠纷行
政案件 6.8 万件，查办版权侵权盗版案件 4745 件。查扣进
出口侵权嫌疑货物 6.2 万批次，核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
案 1.9 万件。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案件 49 万件。受理审查起
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3.1 万人，办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诉
讼监督案件 2500 余件。侦办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
品犯罪案件 4 万起。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提升至
82.04 分，再创新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提出，要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制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政策举措。对此，申
长雨表示，国家知识产权局会同 8 部委共同完善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正在加快制定出台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工
程实施方案，这是今年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一项重点工
作。目前方案已完成部门会签，将于近日发布实施。

“方案聚焦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短板弱项，从政策标
准、授权确权、执法司法、保护管理、社会共治、安全
治理、能力支撑等 7 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希望通
过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设工程的实施，推动提高知识产
权保护的体系化、专业化、便利化水平，进一步夯实知
识产权保护的基础，更好塑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和营商环
境。”申长雨说。

知识产权是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越来越成
为国际竞争的焦点。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采取有力
措施，帮助我国企业维护海外知识产权合法权益。申长
雨说：“下一步，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和相关部门一起，进
一步加大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工作力度，完善相关制
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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