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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学山：重新建设、定义数据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成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
的制高点和促进实体经济振兴、加快转型升级的新动能。

当前，我国“数字红利”已然显现，具备做大做强数字经济的
有力条件，广阔的国内市场也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
的沃土。国家网信办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显示，2017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27.2万亿元，同比增长20.3%，占GDP的比
重达到32.9%，成为驱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引擎。

无疑，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关键环节在哪，成为政府、
学者、企业都关注的问题。

原工信部副部长杨学山说：“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是落实，难点
是如何落实，宏观层面，政府提新动力、高质量发展、增速、供给
侧改革；微观层面，企业提劳动生产率、质量品牌、市场占有率，
人均利润率，创新能力，落实就是宏观到微观的过程，将可能变成
现实的过程。”

但可能和现实之间，其实是存在巨大鸿沟的，架在鸿沟之上的
不仅没有桥和路，鸿沟的模样如何也捉摸不定，因此，落实的重要
性就在于把可能性通过企业的具体实践变成现实，引领下一步的高
质量发展。

“做数字化转型的时候，最核心的问题是要把数字建设起来，然
后提高它的质量，再考虑模型、算法去优化效率。一个企业产业链、
价值链、创新链里面都有一个自己特定的位置，不管你是做什么的，
不管你处于什么位置、什么发展阶段，但是都有一个阶段。要做数字
化转型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的位置找到，把你的缺点找到。”

找准位置后，在如何落实的路径上，杨学山提出了“四步走”
的策略，分别是：定义问题、定义解决问题的数字，建设数字、提
升数字、解决问题，从数据链到数字双生子，基于数据，改变产品
工艺流程。

不难发现，数据被提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他认为，数字化转
型与智能制造的区别正在于数据，不是大数据的数据，不是互联网
的数据，而是改变产品、工艺、流程过程中能够发挥作用的数据。

举个例子，某发电厂对2017年11月、12月的历史数据分析，
计算出典型工况下的最优发电技术煤耗和平均计算煤耗，最优发电
技术煤耗比平均发电煤耗平均低上2.2克/千瓦时，按照两台机组共
发电约34亿千瓦时，如果所有负荷都能达到最优发电技术煤耗则可
节约标煤7480吨，节约人民币598.4万。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该电厂11月、12月的历史数据，就不可能
有算法和模型去达到工艺和流程中的创新，即从数控机床、自动
化、数字车间到智能工厂，关键就是建设好高质量的数据链。

杨学山还指出，当前，各个地方都在建设“城市大脑”和“城
市数据中心”，但不能单单把已有的数据汇集在一起，而应该是为了
达到城市现代化的目标，不管是治理、管理、服务、经济、生活的
目标，去有意识、有目标的从定义系统开始来建设数据，重新定义
数据——看哪些需要重新收集，哪些需要调整，哪些需要进行质量
提升，哪些拿过来就可以用？

潘立维：AI当为产业而生
正如杨学山所言，数字经济的发展要落实到企

业的具体实践中。从AI产业到产业AI，虽然只是
两个词语交换了前后顺序，但却勾画了阿里云ET
大脑近年来的实践之路。

AI这个词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来就已经产生
了，但为何近两年来热度依旧居高不下？阿里云数
据智能中国区总经理潘立维分析，这与三件事情的
发生不无关系，“第一件事是互联网的普及已然成为
了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任何时候离开互联网几乎
无法生存；第二件事是数据已经成为了一种资源，
从采集、加工到产生价值，数据驱动的创新为政
府、企业、行业所推崇；第三件事是云计算成为了
社会公共服务的一部分。由此，互联网、数据和计
算的三角关系夯实了AI的基础。”

他也认为，未来总有一天，图像识别、语音处
理等核心技术的差距会在企业间被拉平，“AI当为
产业而生”。

ET大脑正是阿里对产业AI落地的具体路径之
一，阿里云在城市大脑、工业大脑、环境大脑、航
空大脑等方方面面都作出了一定的探索。比如，AI
让制造企业提升产品质量，让全球最大的光伏组件
供应商天合光能的A品率提升了7%，AI为生产企
业降低成本，让中国最大的轮胎制造企业中策橡胶
每年生产5050万套，炼胶周期缩短10%，炼胶温度
下降6%，A品率提升5%；AI为运营提升效率，让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停机位利用率提高10%，为旅
客节省5000小时的时间；AI为城市交通治理提供
平台，在杭州萧山试点后让车辆通行效率提高了
15%。

在阿里云的判断中，2018 年 AI 在农业、工
业、医疗、金融、零售等领域都将全面爆发，而产
业AI大潮中广泛的生态化也是必然趋势，也就是
说，“互联网企业将退回来做好平台的工作，把AI
赋能给创新企业。”

潘立维认为，所有AI相关的创新企业，它的强
项在于对这个企业的理解，而弱项是在基础数据、
基础技术上的获取，阿里在这个层面上愿意做一些
基础性的工作，比如，他们把算法库的能力建好，
让AI创新企业能够把业务场景完全释放出来。也就
是说，有了阿里在做底层数据平台的构建，其他AI
相关的创新企业可以进一步驱动业务链，“上面完成
了一些业务后，往下走沉淀数据，形成一个企业内
部的数据闭环，数据成为越用越多的资产，进而人
工智能的场景也会越做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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