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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索

我国人工智能经济将迎黄金发展期 科教快讯

群 言 堂

“平台+赋能+中小微和新创企业+开发者”成为智能经济发展基本组织形态

用科学家精神激发科技创新

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产

业的发展是需求牵引

的。在745家人工智

能企业中，应用层企业

占比高达 75.2%，广

泛分布在包括智能制

造、科技金融、数字内

容和新媒体、新零售和

智能安防在内的18个

应用领域。人工智能

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

展，正在成为中国经济

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

力量。

□ 张弘骏

出版物类型多样，不少

出版物具有政策性、专业性

强的特点，要求作者具有较

高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准和

专业背景。因工作需要，一

些出版物由在职的机关企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撰写。实践

中，就这些出版物的著作权

签订合约的情况并不普遍，

导致著作权归属较为模糊。

本文重点探讨如何区分这些

出版物的著作权归属。

一是单位作品。著作权

法规定，由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主持，代表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

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

作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

以统称为单位，其作品也不

妨称为单位作品。从著作权

法可以看出，单位作品需要

具备三个要件。第一要件通

常是指该作品由单位领导、

组织、协调、提供工作条件

等。第二要件是指该作品体

现了单位要求和集体智慧。

第三要件是指由单位承担该

作品可能带来的法律等责

任。这三个要件缺一不可，

其中“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意志创作”是核心要件，是

区分单位作品与职务作品的

关键所在。实践中，判断出

版物是否是单位作品，主要

看作品的署名，凡是单位作

品必须由单位署名。比如，

署名为某单位著、某单位编、

某单位编著等，均可认定为

单位作品，由单位享有著作

权。但是，署名为“某单位组

织编写”的除外。根据著作

权法实施条例规定，为他人

创作进行组织工作，提供咨

询意见、物质条件，或者进行

其他辅助工作，均不视为创

作。“组织编写”的作品，尽管

具备“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主持”这一要件，但是没有体

现“代表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意志创作”这一核心要件，因

此不应视为单位作品，可作

为编写人员的职务作品。

二是职务作品。著作权

法规定，公民为完成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

的作品是职务作品。从“工

作任务”这一表述不难看出，

职务作品也要具备三个要

件。其一，作者与单位要有

工作关系，包括正式干部职

工、借调人员等。其二，作品

是作者为履行工作职责所创

作。其三，作品内容与单位

业务有较高的关联度。这三

个要件同时具备时，可以认

定出版物为职务作品，著作

权由作者享有，但单位有权

在其业务范围内优先使用。

实践中，出版单位难以界定

一个作品是否由作者为履行

工作职责而创作。对这类作

品，出版单位应该提示作者

征求其所在单位意见。如果

明确为职务作品，出版单位

要充分保障作者单位的两年

优先使用权，经作者单位同

意可以出版，并按照作者与

单位约定的比例，分别给他

们支付相应的报酬。

三是委托作品。著作权

法规定，受委托创作的作品，

著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

托人通过合同约定；合同未

作明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

同的，著作权属于受托人。

委托作品的特点是，委托人

与受托人之间是平等的民事

主体关系。实践中，如果委

托人与受托人之间没有工作

关系，据此可以把该出版物

认定为委托作品，著作权由

双方口头或书面约定，没有

约定的归受托人。

除了单位作品、职务作

品、委托作品，其他出版物

的著作权理应归作者个人

所有。

（作者单位系党建读物

出版社）

□ 刘 刚

日前，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了《中国新

一代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报

告（2019）》和《中国新一代人工

智能科技产业区域竞争力评价

指数（2019）》两份报告，客观刻

画了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基

本形态和内在结构，揭示了中

国智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机

制和发展模式，同时对中国人

工智能科技产业发展的区域竞

争力水平进行了科学评价。报

告指出，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产

业的兴起和发展内生于经济转

型升级中所创造的智能化需求，

中国的智能经济即将迎来黄金

发展时期。

人工智能企业表现出
良好成长性

截至2019年 2月28日，报

告研究人员共检测到745家人

工智能企业，大约占世界人工智

能企业总数3438家的21.67%，

仅次于排名第一的美国（1446

家，占比42.06%）。中国的人工

智能企业主要分布在北京市、广

东省、上海市和浙江省，占比分

别为 43.2%、16.9%、14.9%和

8.3%。无论从融资额还是从应

用领域的拓展看，中国人工智能

企业都表现出良好的成长性。

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产业的

发展是需求牵引的。在745家

人工智能企业中，应用层企业占

比高达75.2%，广泛分布在包括

智能制造、科技金融、数字内容

和新媒体、新零售和智能安防在

内的18个应用领域。人工智能

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正在成

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驱

动力量。

从745家人工智能企业的

核心技术分布看，大数据和云计

算占比最高，为21.3%，其次是

机器学习和推荐、语音识别和自

然语言处理、人脸和步态及表情

识别，占比分别为17.2%、9.4%、

8.6%。同时，排在前列的还包括

硬件、服务机器人、工业机器人

和图形图像识别技术，占比分别

为 8.1%、6.4%、5.8%和 5.1%。

在可获得研发强度数据的113

家人工智能企业中，平均研发强

度为 9.14%，远高于 2018 年国

内企业的平均研发强度。

人工智能应用层
中国专利占比领先

中国是人工智能专利布局

最多的国家。在中国新一代

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与

天津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合作的人工智能专利导航研

究中，发现 2018 年全球人工

智能领域专利申请量达到 13

万余件。中国、美国、日本三

国相关专利累计占比超过全

球 80%。美国在基础层拥有

专利控制力，技术层则呈现中

美双寡头竞争格局，应用层中

国专利占比领先。从专利布

局的技术领域看，技术研发的

热点领域为基础层的智能芯

片和智能传感器、技术层的语

音识别和机器视觉、应用层的

智能驾驶。

中国的人工智能学术生态

是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发展的重

要支撑。截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报告研究人员共检测到从事

人工智能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和

人才培养的94所中国AI大学

和75家非大学科研机构。为了

响应产业发展的需求，2018年

94所AI大学共创建40家人工

智能学院和研究院。

2018年，中国AI大学共发

表国内论文19,374篇。同时，

对Scopus数据库的检索表明，

截至2019年 2月 28日，141所

中国大学和12家非大学科研机

构的科研工作者在国际上发表

人工智能领域的学术论文45,913

篇。其中，国际论文发表数量排

名前列的大学是清华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

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北

京大学。在非大学科研机构中，

人工智能领域国际论文发表单

位主要是中国科学院的相关研

究院所。在国际论文发表上，有

超过20个国家与中国学术界展

开合作。

人工智能平台企业
成为关键主导者

基于745家人工智能企业

关系数据的价值网络分析表明，

中国人工智能科技产业的创新

生态系统是高度开放的。从人

力资本关系看，745家中国人工

智 能 企 业 核 心 人 力 资 本 的

24.22%拥有在国外著名高校和

研究机构学习的经历，19.80%拥

有在国外企业和科研机构工作

的经历。从技术关系看，17.83%

的技术输入关系来自国外企业

和研究机构，对国外企业的赋

能关系占赋能关系总数的比重

为9.49%。

从 745家中国人工智能企

业关系数据的分类统计看，在

技术关系中的技术输入和技术

赋 能 关 系 数 占 比 分 别 为

30.86%和69.14%，投融资关系

中融资关系和投资关系数占比

分别为 44.22%和 55.78%。总

体看，人工智能企业以技术赋

能和投资为主，说明中国人工

智能企业具有很强的辐射和带

动作用。

从745家人工智能企业的

价值网络结构看，中国人工

智能科技产业的创新生态系

统 是“ 极 核 ”状 的 ，包 括 腾

讯、百度、阿里巴巴、科大讯飞

和商汤科技在内的平台企业成

为关键主导者。五大开放创

新平台仅占745家人工智能企

业的0.6%，但是关联节点数和

关系数占比分别高达13.7%和

11.3%。从关系分类和占比看，

开放创新平台不仅是智能经

济的主要技术赋能者、人力资

本的重要供应方，而且是关键

投资者。“平台+赋能+中小微

和新创企业+开发者”成为中

国智能经济发展的基本组织

形态。

□ 何鼎鼎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

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

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激励科学家群体勇

攀科技高峰，鼓励全社会营造尊

重科学、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

面对激烈的全球科技竞争，《意

见》正是要以科学家精神的传承

和优良学风的涵养，促进科学家

群体更好推动科技创新。

一部科学史，其实也是一部

科学家的精神史。拉开历史的

长镜头，有些科学成果会因为时

间推移成为过去，而伟大的科学

家精神总是长留历史的天空，更

具穿透力。从大众视野来看，许

多科学家的工作因为专业、神秘

鲜为人知，但他们身上元气充沛

的求索精神，却总能直抵人心。

从钱学森到屠呦呦，再到钟扬、

黄大年，杰出的科学家身上总有

一种极为相似的精神气场：他们

胸怀祖国、服务人民；他们勇攀

高峰、敢为人先；他们追求真理、

严谨治学；他们淡泊名利、潜心

研究；他们集智攻关、团结协作；

他们甘为人梯、奖掖后学……他

们将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

同、育人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镌

刻在大地上，铸就中国科技创新

的丰碑。

没有挺得起腰的科学家精

神，很难有站得住脚的科学成

果。“希望广大院士弘扬科学报

国的光荣传统，追求真理、勇攀

高峰的科学精神”，习近平总书

记对广大院士的寄语，也是对广

大科技工作者的殷切期盼。今

天，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

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核心技

术“卡脖子”的问题日益突出。

如何突破核心技术、摆脱受制于

人的局面？如何实现从跟跑到

并跑再到领跑的转变？这既是

时代之问，也为广大科技工作者

提供了绽放光彩的机会。这就

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进一步弘

扬科学家精神，瞄准世界科技前

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肩负起

历史赋予的重任，勇做新时代科

技创新的排头兵。

弘扬科学家精神，需要整个

科学界来维护。这些年来，无论

从论文数还是专利数看，中国科

研事业都可谓蒸蒸日上。但与

此同时，一些学术不端行为，一

些浮夸浮躁、投机取巧的行为也

不时出现，比如人为夸大研究基

础和学术价值，无实质学术贡献

者“挂名”等。这些行为不仅侵

蚀了科学家精神，也伤害了中国

科学界的公信力。科研诚信是

科技工作者的生命线，认真是科

学家的底色。只有严守科研伦

理规范，守住学术道德底线，才

能守护好科学家的品格和尊严，

催生真正一流的科研成果。

弘扬科学家精神，也需要全

社会精心培育。科学家精神代表

着一个社会的精神高度，也是一

个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没有全

社会的共同培育，科学家精神也

难拔节生长。当我们期待科学家

心无旁骛、“板凳坐得十年冷”，也

要给予他们“数十年磨一剑”的科

研环境；当我们寄望所有科技工

作者都能在专业上一丝不苟，也

要相信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减

少对科研活动的微观管理和直接

干预；当我们希望科研回归本真，

同样要在考核中破除“唯论文、唯

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倾向。

总之，科学的事业，呼唤更加科学

的管理。只有尊重科技创新规

律、科研管理规律和人才成长规

律，推动科技管理体制更加适应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需要，我们

才能厚植科学家精神，培育更多

世界一流的科学家。

科学是没有止境的事业，某

种程度上，科学家精神也体现为

一种对于未知、对于人民的热

爱。航天英雄杨利伟曾说，永远

记得第一次在太空俯瞰这颗水

蓝色星球的样子，“我仔细端详

这美丽的星球，生怕错过一处风

景，我深知这是亿万中华儿女梦

寐以求的美景”。相信，若所有

科技工作者弘扬科学家精神，仰

望着浩渺的星空又关注着脚下

的大地，一定会成就这个时代最

美的风景。

公职人员出版物著作权归属探析

央企工业互联央企工业互联网融通平台在成都启动网融通平台在成都启动
近日，在四川成都举行的2019世界工业互联网大会上，中央企业工业互联网融通平台正式启动。中央企业工业互联网融通平台由国

务院国资委领导，中国航天科工联合中国石油、国家电网、中国联通等共计28家中央企业共同建设。该平台集聚中央企业工业互联网资

源，构建工业互联网融通发展生态体系。图为参会代表在会场展厅参观。 新华社记者 谢 佼 摄

本报讯 近日，中国科

学院“创客之夜”亮相全国双

创活动周，来自全国各地的

创客项目在杭州上演了一场

科技“快闪”。

2019年是“创客之夜”

举办6年来首次亮相全国双

创周，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

发展局局长严庆表示，全国

双创活动周已经成为创新创

业的一个品牌，也是中科院

每年展示双创成果、交流双

创经验，与产业界和投资界

互动的一个重要平台。

打破以往项目路演形

式，活动首次采用“快闪”方

式，每一支双创团队需在两

分钟内进行项目展示，如寻

找伯乐的“千里马”，创客团

队在舞台上各显身手，通过

精炼、准确的语言突出项目

的亮点和创新点。德同资

本、贝达药业、赛智伯乐等知

名投资机构与企业高管坐镇

路演现场，并对感兴趣的项

目释放出投资意向。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

“创客之夜”首次设置圆桌论

坛环节，多位专家围绕科技

创新与产业发展进行对话交

流。在科学源头创新到产业

技术创新的链条中，高科技

创业如何跨越“死亡谷”是圆

桌论坛热议的话题。

中国科学院赵宇亮院士

表示，我国在基础研究上持

续发力，但成果转化环节相

对薄弱，“双创活动正是健全

创新链、跨越‘死亡谷’的重

要桥梁，将基础研究的突破

真正转化为产品，进而推动

国家的创新能力。”

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

工程研究所所长黄政仁则分

享了在成果转化方面的经验

做法，他表示，首先应精准

选择人才和成果，其次要提

高技术的成熟度，最后要为

成果转化提供必要的环境

和条件。深圳先进院党委

书记杨建华也认为，良好的

创新创业生态系统需要市

场环境、法治环境和政策环

境的支撑。

活动期间还有200个来

自中科院各院所、双创基地，

浙江省多家众创空间、孵化

器的优秀双创项目在“创客

之夜”展区开放展示，吸引了

500余名企业代表、专业观

众、社会公众参与，促进优秀

双创项目与各类资源的交流

融合。

（黄 筱 张 璇）

中科院“创客之夜”亮相全国双创周
促进优秀双创项目与各类资源交流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