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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1、如何实现从信息化到数字化再到智能化的转变

2、人工智能三大学派的理论分野

3、低空经济：专业、大学、行业、规划

4、低空经济空中交通管理与新一代低空飞行服务体系建设

5、后 ChatGPT时代，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机遇、5大发展方向与 3个预测

一、如何实现从信息化到数字化再到智能化的转变（原文链接：如何实现从信息化

到数字化再到智能化的转变）

实现从信息化到数字化再到智能化的转变，需要遵循 "三步走" 战略，结合

企业实际情况制定可落地的转型路径。以下是具体实施方案：

转型战略——战略规划阶段，需进行现状诊断、设定短中长期目标并合理配

置资源；实施路径上，升级信息化底座、建设数字化能力、落地智能化应用；同

时明确数据治理、组织转型、生态协同等关键成功要素，做好技术、成本、人才

等风险防控。

行业实践——制造业、医疗、农业等行业均有成功实践，证明转型能显著提

升效率。

基层转型——基层班组的转型路径，可从解决实际小问题入手，思考能否用

信息化解决。这种转型核心是转变企业运营逻辑，建议从高价值低复杂度场景切

入逐步推进。（荐稿：李福裕）

https://mp.weixin.qq.com/s/0x3_pg9dZHK-wS1t-9wm1A
https://mp.weixin.qq.com/s/0x3_pg9dZHK-wS1t-9wm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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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低空经济：专业、大学、行业、规划（原文链接：低空经济：专业、大学、行业、

规划）

低空经济正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涉及专业、大学、行业及规划等多方面内

容。

相关专业与大学：直接相关专业有低空技术与工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 6

所高校已申请增设该专业。还有众多高校设立相关学院或研究院。此外，航空航

天类等拓展专业也与低空经济关联密切。

行业分析与前景展望：优势地区集中在深圳、广州及长三角等地。行业发展

有国家战略支持、地方试点加速等利好因素，但也存在空域管理复杂、基础设施

有短板等限制因素。市场规模预计将爆发式增长。

报考建议：选择技术性强、就业面广的专业，可参考元宇宙等行业经验，通

过学习计算机类等传统专业为进入低空经济领域打基础，保留多种可能性，不孤

注一掷。（荐稿：周张泉）

三、未来产业的主要特征（原文链接：未来产业的主要特征）

未来产业是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的前瞻性新兴产业，核心是

前沿技术创新突破，面向未来制造等 6 大重点方向，具有战略性、引领性、颠

覆性和不确定性特征。

战略性体现在关乎国家竞争力、重塑经济版图、助力社会转型；引领性通过

技术链牵引、产业链重塑、价值链跃迁实现；颠覆性源于对现有技术经济范式的

突破，呈现技术代际跨越等模式；不确定性贯穿技术、市场、政策全链条，形成

四维风险矩阵。

四大特征辩证统一：战略性锚定方向，引领性提供动能，颠覆性开辟空间，

不确定性倒逼创新。需建立 “动态适应性” 治理框架，在政策、技术、资本端

采取相应措施，将特征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荐稿：陈爱月）

四、低空经济空中交通管理与新一代低空飞行服务体系建设（原文链接：低空经济

空中交通管理与新一代低空飞行服务体系建设）

低空经济的空中交通管理与新一代低空飞行服务体系建设，是推动低空领域

安全、高效发展的核心支撑。

空中交通管理方面，需构建适应低空飞行器密集化、多元化的管理体系。通

https://mp.weixin.qq.com/s/ymzBjk2IpvnXoDJelps_bQ
https://mp.weixin.qq.com/s/ymzBjk2IpvnXoDJelps_bQ
https://mp.weixin.qq.com/s/rD617l0RZzLTZ-JipczuxA
https://mp.weixin.qq.com/s/kCVu7BStODrwJ_Jxy7mXVg
https://mp.weixin.qq.com/s/kCVu7BStODrwJ_Jxy7mX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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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升级空管基础设施（如低空雷达、卫星导航增强系统），实现对无人机、通用

航空器等的精准监视与动态引导；建立分层分类的空域管理机制，划分管制、监

视、报告空域，优化低空飞行路线规划，提升空域资源利用率；同时，依托数字

化技术（如空管大数据平台、AI 算法）强化风险预警与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低

空飞行安全有序。

新一代低空飞行服务体系建设聚焦全链条服务能力提升。一方面，整合通信、

导航、监视等基础服务，搭建 “一站式” 飞行服务平台，为航空器提供气象信

息、飞行计划申报、通航情报等标准化服务；另一方面，拓展增值服务场景，如

无人机物流配送的航线定制、空中游览的个性化导航等，推动服务向智能化、定

制化升级。此外，需完善法规标准体系，明确各方权责，加强跨部门协同（如空

管、民航、公安等），破除信息壁垒，构建安全可控、开放共享的低空服务生态。

两者协同推进，将为低空经济释放空域资源潜力、培育新兴业态提供重要保

障，助力形成安全高效、创新活跃的低空发展新格局。（荐稿：陈爱月）

五、后 ChatGPT 时代，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机遇、5 大发展方向与 3 个预测（原

文链接：后 ChatGPT时代，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机遇、5大发展方向与 3个预测）

张亚勤在《智能涌现》中指出，ChatGPT 是首个通过图灵测试的智能体，

标志着 AI 发展的里程碑，其引发的大模型技术正重塑 IT 行业结构，分为云与

算力、IaaS 层、基础模型层（MaaS）、垂直基础模型及 SaaS 层，边缘计算、边

缘模型等领域机会显著。

中国 AI 产业机遇方面，数据量非中文大模型瓶颈，用好数据（如清洗、标

注、人类反馈强化学习）更关键。国内 “百模大战” 开启，垂直领域（如边缘

智能、医疗）机会突出，需聚焦应用落地与场景适配。

五大发展方向包括：多模态智能（融合多类型数据）、自主智能（开发自主

规划智能体）、边缘智能（优化边缘设备部署）、物理智能（赋能自动驾驶等物理

系统）、生物智能（推动脑机交互等生命科学突破）。

三大预测为：未来 10 年大模型与生成式 AI 为主流；基础模型、垂直模型、

边缘模型共塑生态，规模超移动互联网；15-20 年或实现通用人工智能，分阶段

在信息、物理、生物智能领域通过新图灵测试。同时需重视 AI 风险，平衡技术

创新与伦理监管，确保 AI 与人类价值观对齐。（荐稿：杜天文）

https://mp.weixin.qq.com/s/0Z7OPnqlAHDxfz-r3HFV_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