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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千行百业”应用分析及建议
任雪荻

中共深圳市坪山区委党校，广东深圳，518000；

摘要：Chat GPT 的推出，引发人工智能新一轮的热潮。2023 年 4 月以来，党中央召开多次会议，指出要重视通

用人工智能发展，创造创新生态，把握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的浪潮。我国要抢抓新一轮人工智能发展先机，就

要以拓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的广度和深度为抓手，不断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赋能。本文从人工智能在金融、

医疗、软件、教育四大领域的应用场景入手，系统剖析不同领域加快人工智能推广的应用路径，以期为我国加快

形成以人工智能为引擎的新质生产力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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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工智能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 50年代。1950

年人工智能之父阿兰·麦席森·图灵在《计算机器与智

能》一书中提出了图灵测试，并大胆预言机器具备真正

智能的可能性。1956 年，“人工智能”一词首次出现在

达特茅斯会议上，这是人工智能正式诞生的标志。自此

之后，人工智能研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相关

研究成果相继出现。现阶段，学术界对人工智能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于数据的研究，数据

是人工智能的基石，没有充足、高质量的数据，AI模型

就无法进行有效的学习和优化。数据收集、处理、标注

以及数据质量管理等方面都是当前研究的重点，此外如

何从不同来源获取多样化的数据，以及如何在保护隐私

的前提下利用这些数据，也是数据研究的重要方向。二

是对于算法的研究，算法是人工智能的核心，算法决定

了 AI 模型如何处理数据、进行推理和做出决策，目前

深度学习、强化学习、迁移学习等算法在 AI 领域取得

了显著进展，但这些算法仍存在过拟合、泛化能力、计

算效率等问题，现有研究多集中在改进现有算法的性能

并探索新的算法和技术等方面。三是对于应用推广的研

究。应用推广是人工智能研究的重要目标，只有将 AI

技术应用到实际场景中，才能发挥其真正的价值。目前，

AI技术已经在医疗、金融、教育、交通等多个领域得到

了广泛应用，然而如何将这些技术更好地融入到人们的

生活和工作中，以及如何解决实际应用中遇到的各种问

题，都是应用推广研究关注的重点。

就人工智能推广应用方面的研究，在中国知网用

“人工智能应用”为关键词搜索，并将搜索范围设定在

人文社科领域，有 18505 篇学术期刊，1290篇学术论文，

882 篇会议，591 篇报纸，论文主要集中在金融、教育

学、医学等领域。在金融领域，学者集中讨论人工智能

在数据结构化、零样本推理能力、智能客服、智能风控、

舆情监督等方面的运用；在教育领域，部分学者研究人

工智能为个性化教学提供新的解决方案提高学生的学

习效率，还有一部分研究集中在人工智能辅助教师进行

课程设计和评估学生表现上，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在医

学领域，学者集中讨论人工智能技术在抗药性、罕见病

和药物检测等复杂领域的创新运用。

综上，人工智能将会对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带来重

要影响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对就业、劳动形态、

国家治理以及更为微观的政府决策、公共服务供给、政

策制定等都会带来极其深远甚至是颠覆性的变革。对于

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这些巨大变化，国内外政治学、管

理学、哲学、法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实务部门

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试图从各领域为人工智能时代的

变革提出自己的应对方案。但鲜有学者研究加快人工智

能技术的推广应用路径，本文拟从金融、医疗、软件、

教育四大领域入手，提出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广应用

路径，以期为我国加快形成以人工智能为引擎的新质生

产力提供理论支撑。

1 人工智能在四大领域的应用分析

1.在金融领域，人工智能在银行业的应用高于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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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行业，未来产业利润率将提升。金融业人才储备充

足、数据沉淀巨大、应用场景密集，是“人工智能+”

落地的重点领域
[1]
。其中，人工智能对银行的渗透率远

高于证券、保险等行业，涉及编程与软件开发、交易合

规、客服服务、风险核保、投资研究、资产管理等业务

环节。根据花旗集团最新报告，银行业中约 54%岗位可

能被人工智能取代，数量不仅远超保险(48%)、券商(40%)

等其他金融业，也超过能源(43%)、旅游(38%)、软件(3

6%)、零售(34%)等行业。

图 1 行业具有更高自动化潜力的工作占比

数据来源：花旗银行，2024年 6月

2.在生物医药领域，人工智能颠覆抗体设计传统领，

制药潜能正逐步爆发。6月 13日，晶态科技成功赴港上

市，表明资本市场对 AI在药物研发领域的认可。6月 1

8日，国家药监局印发《药品监管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

景清单》，表明国家层面对 AI 技术在医药领域应用。

第三方机构预测，2024 年融合 AI技术的医疗保健市场

价值约为209亿美元，到 2029年有望达到1484亿美元，

“人工智能+生物制药”将成为下一个黄金赛道
[2]
。目前，

英伟达已投资 9家人工智能制药公司，英矽智能运用人

工智能研发的肺部纤维化疾病药物成本仅为原来的 1/3。

3.在软件信息领域，大模型应用给基础软件和应用

软件行业带来深远影响，财务审计类应用软件前景持续

看好。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包含机器学习平台等一站式模

型平台、数据智能平台、实时决策中心、数据湖、数据

仓库等服务于 AI 的数据平台
[3]
。模型即服务将人工智

能封装后实现“开箱即用”，不仅包括模型训练、调优、

部署等全栈服务，还包括公私域数据集、应用开发工具

等服务，可帮助用户快速打造场景化应用
[4]
。比如，亚

马逊云科技打造 Amazon Bedrock 平台，允许客户运行

专属完全托管模型，是 WPS AI 海外版 AI技术提供方。

目前，国内阿里、百度、腾讯、华为等头部云计算厂商，

零一万物、百川智能等纷纷加入。

1.4 在教育领域，受因材施教刚需、强付费意愿和

高数据丰富度等影响，教育已成为生成式人工智能重要

落地方向。当前大模型赋能教育的主要模式包括内容检

索、语言学习,未来在内容生成、职业培训等方面将迎

来利好，“千人千面”教育系统正成为显示
[5]
。比如，

海外多语言学习平台 Duolingo，推出基于 ChatGPT 4

赋能语言学习，以付费订阅和广告模式盈利清晰，2023

年一季度上线，即实现付费订阅人数超 480 万、增长 6

3%。可汗学院推出 AI 学习助手 Khanmigo，赋能师生资

源以开放式问题反馈，成为学生虚拟导师、课题助理
[6]
。

2 加快推动 AI场景应用拓展的建议

1.推动“人工智能+金融”。一是加快构建高质量

金融训练数据集。支持在保证隐私和合规性审核的前提

下，推动符合条件的机构，利用联邦计算等隐私计算技

术，将纳税、公积金、养老金、水电气等数据加工处理

为数据集，用于我市金融机构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二

是完善建立政策协调联席机制。金融大模型受到网信部

门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双重监管，可考虑在市金融委会

议、“人工智能+数据要素”联席会议基础上搭建跨部

门沟通协调机制，及时沟通解决“人工智能+金融”中

出现的政策问题。三是制定金融大模型测试数据集和评

测程序。金融机构在使用生成式大模型提供决策支持时，

必须满足业务合规性、事实准确性、推理正确性、事件

实时性等方面要求。当模型能力和安全性评测、红队测

试等监控指标出现异常时，及时介入并采用备份数据集，

防止风险溢出。

2.推动“人工智能+医疗”。一是加大计算医学领

域投入，可鼓励政府基金加大对产业的投资引导。二是

完善数据供给配套机制，加强公共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建

设，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数据自动标注等技术提升数据

质量
[7]
。三是研究健全伦理规则，在医疗数据使用权、

管理权、价值评定、交易规则、数据收益匹配、数据安

全等问题方面加强探索。四是把握当前生物医药资本市

场乏力的事实，研究引进一批处于天使轮到 A+轮、具有

发展潜力、技术含量高的人工智能制药企业或研发管线。

3.推动“人工智能+教育”。一是加强人工智能培

训力量建设。参考纽约全市人工智能行动计划等，打造

人工智能师资专家库，设立公共服务平台，发布培训内

容目录，吸引全球人工智能培训机构落户
[8]
。二是支持

人工智能领军企业来深设立全球培训和服务中心，提供

面向政府、企业、高校、个人等不同主体的特色培训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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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三是加大人工智能职业培训支持力度，加大对人工

智能等高精尖产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鼓励企业员工参

加人工智能算法测试员等人工智能训练师职业考试。四

是拓展人工智能培训渠道，实施中小学教师大模型培训

计划，鼓励教育部门联合中学等优秀学校、大模型领军

企业，共同编写中小学大模型使用教材，并在中小学开

设大模型使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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