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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形机器人进厂“打工”、“空中出租车”首飞成功、通过意念控制鼠标移动……2024年的春天
是科学的春天，新质生产力在全国各地蓬勃起势。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一些过去看似遥不
可及的未来场景，正在加速冲入现实，不断塑造发展新优势，促进社会生产力实现新的跃升。

作为经济发展的新起点、新动能，新质生产力的规模和速度取决于当下，决定着未来。当新质
生产力成为高频词后，接下来该如何向“新”而行？

即日起，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正式推出“寻新记”——寻找新质生产力调研行系列报道。我
们将走进企业一线、对话行业专家，我们将聚焦未来产业，关注颠覆性、前沿性、引领性技术，梳理
产业背后的商业逻辑和发展前景，探寻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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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人一样去思考

类脑智能如何打造AI“最强大脑”？

发展新质生产力
“寻新”也是“寻路”

□蒋璟璟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
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
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置于
新一轮技术大变革的重大历史节点，关
于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论述，既是现实
研判，更是战略前瞻。现代社会，科学技
术构成了基础性的支配力量。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而更前沿、更具突破性和
创造性指向的科技成果，则带来了形成
新质生产力的更大可能。“寻找新质生产
力”，技术大爆发的日新月异中，我们见
证了太多奋斗的奇迹。

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是开启高质
量发展新格局的关键之钥。

空天、深海、深地智能制造风起云
涌，万亿级低空经济初露锋芒，量子信
息、脑机接口、生物制造、类脑智能、超导
材料，更是惊喜不断。“颠覆性技术和前
沿技术”，在这些领域高频出现，并在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旨统领下，得以以更
高的效率，完成产品转化和产业化延
伸。以点带面，由新质生产力所撬动的，
是新的产业集聚、新的产业人口、新的产
业结构。从当下通往未来，“寻新”也是

“寻路”。
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

遇，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是时代的大
课题，在“寻新记”中找到中国答卷，让我
们一起见证，这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2023年中国GDP十强城市中

成都等7个城市
已重点布局类脑智能

相关数据显示，2035年类脑计算市
场将占人工智能总收入的15%-20%，市
场规模将达到200亿美元。

在追逐类脑智能的路上，有志者正
相互竞速。2021年，科技部发布了“脑科
学与类脑研究”重大项目相关申报指南，
部署了近60个研究方向。近年来，我国
还成立了类脑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
实验室等机构。在地方层面，据记者梳
理，2023年全国GDP排名前十的城市中，
近期已有上海、北京、深圳、成都、杭州、
武汉、南京7个城市明确提出了将重点布
局类脑智能。

作为未来产业，类脑智能是未来战
略性技术，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阵
地。当类脑智能产业链完成闭合的那一
刻，我国将有望在新一轮国际科技竞速
中掌握主导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姚瑞鹏马梦飞

新年伊始，多地开始加快布局未来
产业。其中，“类脑智能”成为了热频词。
但在热度之下，仍有很多问题需要探寻：
何为类脑智能？类脑智能的产业化前
景如何？商业化落地的路径在哪里？

3月初，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走进电子科技大学的实验室，看见仪器
上字符跳动，一只黑白相间的机械手臂
随之灵活地舒展关节，而操纵它的却是
试验者的意念。

千百年来，人们观飞鸟让飞机翱翔
碧空，观鱼群使潜艇纵横海底。如今，
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终于立于
镜前向自己的大脑学习，一只机械手像
人一样握拳的背后，未来产业的浪潮已
扑面而来。

“软类脑”
让人工智能像人类大脑一样运作

3月的成都春风已至，电子科技大
学紧凑的实验室里，“隔空取物”这一充
满幻想的词语正在变成现实。由中国
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医学神经工程分会
委员、中国智能康复学会委员徐鹏教授
带领的类脑智能科研组的博士们紧盯
着屏幕上跳动的红白字符，旁边一只机
械手紧紧握住水杯，平稳送往嘴边，而
操纵它的却是人的意念。

类脑智能，又被称为神经形态计
算，通过模仿人类大脑的运作方式，让
计算机软硬件实现信息高效处理。其
中，对于模仿生物脑结构和神经机制的
研究，或是用模型和算法来实现类脑的
途径，通常被称为“软类脑”，侧重于基
础理论研究。

人脑拥有约1000亿个神经元，每
个神经元通过数千甚至上万个神经突
触和其他神经元相连接，规模庞大犹如
银河中的繁星交织，造就了人类无与伦
比的认知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
工智能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结构层次
模仿脑、器件层次逼近脑、智能层次超
越脑的类脑智能。在这个领域，徐鹏和
其团队就像是“捕梦手”——抓捕到每
一个突触的跳动，都意味着为类脑智能
的发展提供了更扎实的理论基础。

“目前，通过对脑功能的研究，我们
对脑部情绪和脑疾病的原理掌握得更
全面一些。”徐鹏说，他们团队对孤独症
早期筛查，抑郁症、睡眠治疗的相关治
疗体系已在全国多家医院先试先行。
这也是“中国脑计划”中的“理解脑、修
复脑、模拟脑”三个方向的实际落地。
当患有孤独症的孩子经过治疗转入普
通学校就读，当瘫痪多年的患者重新站
起来迈出第一步……这些，都让类脑研
究有了极具温度的表达。

“硬类脑”
全球首个动态视觉类脑芯片量产交付

在技术飞跃的今天，普通嵌入式芯片
处理不了海量信息，而且必定会发热灼
烧。这就需要处理信息的芯片实现低功
耗、高算力，也就是不会发热、侧重于商业
应用的类脑芯片类产品——“硬类脑”。

在成都高新区，成都时识科技有限

公司的门头并不显眼，但大声争论的声
音却此起彼伏，一个个指头大小的类脑
芯片就在这些争论和画满字符的白板
中“突出重围”。

时识科技的创始人乔宁从中国科
学院博士毕业后，于2012年前往瑞士苏
黎世大学做类脑智能领域的博士后研
究。2017年2月，他在瑞士苏黎世成立

“SynSense时识科技”。从学者到CEO
的身份转变，意味着乔宁研究的类脑技
术开始了产业化进程。

在察觉到中国脑类研究市场和发
展空间后，乔宁将时识科技落户成都，
先一步打开了硬类脑商业化应用空间。

2023年，时识科技的类脑视觉芯片
Speck批量出货，成为世界上第一颗正
在商业量产的动态视觉类脑芯片。此
外，超低功耗类脑处理器Xylo已小批
量送样，在消费电子、智能穿戴、工业检
测等领域的应用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从1到10”
类脑芯片刚刚走到“3”

如果用“从1到10”的路程来类比
“硬类脑”方向的发展进度，乔宁认为，
类脑芯片的步伐才刚刚走到“3”。

“好像讲了好多年，但类脑产业真
正大规模落地并没有实现。”乔宁说，算

法优化、生态搭建、人才培养等问题都
横亘在面前。比如，芯片的运算信息还
得更加像脑，处理数据需要更快；行业
还需从购置链、应用开发、产品维护等
方面打造成熟生态；最关键的是，类脑
智能需要培养多学科复合型人才，甚至
得有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学科视角。

“类脑芯片大规模商业化应用的最
关键所在，还是要找到场景中需要用到
该芯片的比较强的理由，要么是性能
上，要么是成本上，一定得有明显优
势。”乔宁说，因此，在他看来，类脑智能
产业化其实才刚刚起步。要往前走，

“市场应用+先进研发”的模式依旧需要
时间的催化，但他坚信，10年内，这片蓝
海就将卷起巨浪。

技术和资源储备
成都发展脑产业经济的两张王牌

类脑智能作为产业链的上游技术，
面向的是千亿级下游市场，如何链接两
端是四川脑科学与类脑智能研究院研
究员谢佳欣博士专注的问题，他所在的
四川脑科学与类脑智能研究院，让成都
成为全国为数不多在脑智科学研究方
面走在前列的城市之一。而“打前阵”
的人，总会遇到更多问题。

“我们针对大脑认知障碍康复的科
研成果样品，正进行工程化。类脑应用
于智能家居的控制、无人操控等领域的
嫁接将成为重点。”午饭时间，谢佳欣和同
事讨论着项目推进情况，他们认为，从全
国范围来看，发展脑科学和脑产业经济，
成都最大的优势在于技术和资源储备。

“我们明白技术的革新是伟大的，
但也清楚市场的需求是滞后的。”谢佳
欣说，两者之间的矛盾是类脑智能产业
尚未形成规模的重要原因。

四川脑科学与类脑智能研究院的
中试平台正是为破解这一难题而诞
生。该研究院院长尧德中介绍，在底层
数据收集分析上，研究院建立了云脑信
息平台，可实现数据、算法、计算资源三
方资源汇聚。中间层，科研技术成果和
中试平台，可以为产业化成果转化提供
方法论和设备仪器。当产品从实验室
走出来，可以直接对接企业和机构实际
应用。通过研究院的各方资源，未来将
成都相关企业进行整合，“如果能带动
一批小企业成长为大企业，那这件事就
很有意义了。”尧德中对此很有信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姚瑞鹏
马梦飞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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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评论

电子科大研究人员正在测试机械臂的性能。

可以通过意念控制的机械臂。

指甲大小的类脑芯片。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