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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GPU 研究中
心揭牌仪式

大数据分析
论坛现场

“创新研究院发展的核心是围绕产业链部
署创新链。”于海斌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创
新研究院依靠现有的组织架构，既提升了对创
新链中上游的技术创新和对产业链后段的推
广应用的支撑能力，也体现了对顶层设计和总
体布局的关注。

据于海斌介绍，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创新研
究院将在技术发展和推进上，联合中科院内优
势力量，采用“总部垣分部垣联合实验室”的组织
方式。此外，创新研究院还将与龙头企业和重点
行业进行战略合作。

目前，创新研究院已与沈阳新松机器人自

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航天科工集团、中航工业
集团、新疆特变电工等行业龙头企业开展战略
合作。

于海斌表示，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创新研究
院在完成国家科研任务、解决行业重大问题的
同时，将紧密结合辽宁省和沈阳市在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中对机器人与
智能制造技术的需求开展研究工作，积极争取
各类国家级研发、检测平台建设，服务地方经济
发展。

创新研究院作为依托单位，承担了辽宁省
装备智能化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平台组建工作，

并按照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完善资金链，打通单
元技术、技术验证、系统研发、实现保障、产业推
广等整个价值链，实现科研与产业链需求的高
度吻合，补足现有创新体系在基础技术和产业
技术间的创新要素缺失。

“创新研究院未来的方向是围绕下一代机
器人关键技术攻关与部件研制、面向国家战略
需求的新型机器人研制、面向泛在信息智能制
造的系统研发和在重要行业的智能制造整体解
决方案及示范应用等四个方面，进行重点任务
布局，打通‘技术创新、系统集成、示范应用、产
业推广’创新链。”于海斌说。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创新科研体制机制

近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阴和俊与辽宁省副省长刘强、
沈阳市副市长杨亚洲在沈阳
市签署协议，三方将共建中科
院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创新研
究院。

中科院机器人与智能制造
创新研究院将采用“总部＋分
部＋联合实验室”的组织方式，
总部在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
负责承担创新研究院的主体和

核心职能；在中科院合肥物质
科学研究院和宁波材料所设置
分部，联合院内其他优势单位
以联合实验室形式参与创新研
究院。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所长
于海斌告诉《中国科学报》记
者：“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创新研
究院的目标，是力争成为中国
机器人与智能制造技术创新的
引领者。”

“新一代机器人将从现在‘智能化机器’向
机器化的‘人’或超越‘人’的能力方向发展。”于
海斌告诉记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学术
委员会主任王天然也指出，新一代机器人将重
新定义机器人与人的关系，从原来的“奴仆—主
人”关系向“合作伙伴”转变。

比如，未来工业机器人将成为生产系统中
的一个部件，实现“即连即用”。它们能更灵活

地变更作业、更快地编写程序，费用也将更加
便宜。

王天然还表示，当前实现人机共融仍有许
多新的技术需要攻克，比如提高机器人的感知
技术，进行行为和结构优化，使它们拥有像人一
样的学习、感知技能。

目前，新一代机器人涉及的核心技术有：柔
顺机电设计、实时认知、交互控制、人类行为的
学习与理解、反应式行为产生、人机协作的任务

规划、功能安全技术；智能制造系统在向基于
CPS（信息与物理融合空间）的新一代平台转移。
其中，向 CPS 成功转移的标志，将主要体现在系
统体系的建立以及规模化示范应用。

“规模化的示范应用单靠一方很难实现。机
器人与智能制造创新研究院成立后，院省市三
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在土地、政策、资金和
有关资源条件等方面大力支持创新研究院的建
设。”于海斌说。

引领核心技术突破，带动行业示范应用

荫

机器人与智能制造的“新家园”
姻本报记者 郭爽沈春蕾

沈阳自动化所 隗

2014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
会上提出，“‘机器人革命’有望成为‘第三次工
业革命’的一个切入点和重要增长点，将影响全
球制造业格局，而且我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机
器人市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
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

2013 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引领全
球经济变革的颠覆性技术》报告，将先进机器人
列入 12 项技术之中，并预测至 2020 年将带来

数万亿美元的市场。
先进工业国家加紧布局，抢占机器人与智

能制造技术和市场制高点，而中国 2013 年已经
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

在机器人产业方面，2014 年中国工业机器
人新增装机量达 5.7 万台，其中国产机器人 1.6
万台，市场占有率接近 30%。然而，我国机器人
使用密度低，仅为 21 套/万人，没有达到国际平
均水平的一半，因此机器人产业市场空间巨大。

“基于机器人与智能制造技术的重要程度
和产业发展的巨大空间，中科院决定组建机器
人与智能制造创新研究院。”于海斌在接受《中
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介绍说，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创新研究院
是为中国新一代机器人与智能制造提供源头
技术的贯通式发展研究机构，将涵盖基础研
究、技术创新验证、示范应用和产业推动等四
个方面。

抓住历史机遇，抢占技术和市场先机

于海斌

本报讯 10 月 26 日，首届大数据分
析论坛（BDA2015）在中科院网络中心
召开。本次会议由中科院网络中心超级
计算中心及 NVIDIA 公司主办，网络中
心副主任迟学斌及 NVIDIA 公司亚太
区首席技术官 Simon See 担任大会主
席，超级计算中心副研究员赵地等担任
执行主席。

作为首届大数据分析国际会议，此
次会议着眼于大数据的发展，力争为参
会者提供一个很好的需求和服务交流
平台。本次会议的召开为领域内交流、
协作搭建了更高效的平台，为行业发展
带来权威参考，推动国内的大数据行业
进一步发展壮大。

迟学斌发表了开幕式讲话，并与
NVIDIA 公司副总裁 Ashok Pandey 为
网络中心入选 NVIDIA 公司的 GPU
研 究 中 心 揭 牌 。 GPU 研 究 中 心 是
NVIDIA 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奖励大规
模 GPU 并行算法研究团队的项目，赵

地的图像大数据分析受到 NVIDIA 公
司 极 大 青 睐 。 GPU 教 育 中 心 是
NVIDIA 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推广 GPU
教育的项目，网络中心超级计算中心
将开展“智能硬件”移动 GPU 培训。据
悉，目前在中国 GPU 研究中心和 GPU
教育中心有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在内的十多家单位入选。

Simon See 作了以云为主题的报
告，介绍了阿里云、亚马逊云等平台。
清华大学副教授汪玉作了题为《GPU
加速卷积神经网络用于大规模视觉识
别》的报告，对国家最先进的加速策略
卷积神经网络进行阐述分析。北京大
学教授梁云作了题为《GPU 片上存储
优化》的报告，重点介绍了片上存储优
化在 GPU 上高速缓存等内容。

本次会议共有国内外的 18 位专家
作了报告，来自 50 多家科研单位、高
校、企业的 100 多人出席。

（王晨绯）

首届大数据分析论坛召开

现场

隗网络中心

当你对某件错综复杂的事情找不到
“抓手”、有劲而无处“着力”的时候，就好比
是一艘在茫茫大海上没有导航仪行驶的小
船，心中满是恐怖和彷惶，何来快乐？此阶
段，科研是相当枯燥乏味的，会导致某些意
志不坚定的学者成为“逃兵”。这时候，需要
坚守阵地的耐心和勇气，否则将功败垂成。
如果有那么一天，经长期苦战“运气”垂青
时，这意味着“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
又一村”，意味着恍然大悟开窍后进入了引
人入胜的境界。这时候，科研就像狄仁杰破
案一样，从“一团乱麻”中逐渐找出头绪。眼
看着一个个谜团被揭开，和你预先的分析

判断一致，这事儿能不快乐吗？
最快乐的事儿莫过于你提出的理论能

“一统江湖”，在某一领域打遍天下无敌手。
被苹果砸中脑袋就能搞出定律的人，的确让
人羡慕，但属于凤毛麟角；更多的须经历曲
折的探索过程。某些研究做了多年花了大
量功夫，仍无法找到正确答案，此时最重要
的信念是不要轻易放弃，沿着正确的方向，
坚持就是胜利。只要坚持研究，就能由表及
里地不断发现问题，发现的问题越多，进展
会越大，快乐会越多。坚持、探索、发现，享
受过程而不仅是结果，也不失为一种别样的
快乐。

秦四清（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何时才能体会到科研的乐趣

声音

科学网首页有邓稼先之子一文。我非
常敬仰邓稼先的精神，然而觉得读了这样
的文章心里非常不是滋味。文章所表达的
意思似乎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就必须心
甘情愿地忍受清贫，是我阅读理解能力的
问题吗？

搞科研的也是人，搞科研的就不需要体
面的生活？难道科研人员生活在真空？科学
研究需要兴趣驱动，需要苦心励志、经年累
月的积累，需要有身体健康作保障，需要养
家糊口……没有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即便
是有强烈的兴趣驱动，要长期在科研的道路
上走下去也根本不现实。为什么就完全抛却

了从事科研的人是生活在当下，是生活在社
会里这样一个基本的客观事实呢？

科学家和清贫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吗？
把名与利从科学家身上剥离开来的观点，我
个人觉得是大错特错的。成长为科学家的前
提显然不是不择手段去追名逐利，但并不等
于科学家就不能在乎名与利，一旦考虑名利
就好像有了问题。科学家追求万世之名，把
个人的利与大家的利结合起来追求万世之
利何尝不可？我倒是觉得社会应该给科学研
究人员提供能够体面生活的基本物质保障
才是正确的路子，这样才可以让科研工作者
心无旁鹜地安心作好研究。

李竞（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特聘教授）:

科研人员与清贫之间有必然联系吗

王安石《游褒禅山记》说，大多数人都
倾向于在半山腰到处刻写“到此一游”，但
是越往顶峰、险峰的地方，刻记号的人就少
了。科研活动也一样，如果一上来，就存了
到山腰刻写个名字就 OK 了的心态（比如混

个学位帽子的心态），那么能在科研中有所
发现和创新，这就有点高大上了。对于想在
科研活动中有点新发现、新发明的人，这是
我想给的一点小建议：虽然很难，还是要争
取做那 5%。 （栏目主持：苏合香）

黄凯（北京科技大学副教授）:

在科研道路上争做 5%

“中国制造 2025”强调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
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发展，把智能制造作为两化
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着力发展智能装备和智能
产品，推进生产过程智能化，培育新型生产方式，
全面提升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
水平。

《机器人产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提出了今后五年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主要
发展方向，工信部将重点推进工业机器人在轮
胎、陶瓷等原材料行业，民爆等危险作业行业，锻
造铸造等金属工业行业以及国防军工领域的推
广应用;《规划》也对服务机器人行业发展进行了
顶层设计，家庭辅助类机器人以更高的性价比解
放人类双手，保守估计市场空间将超千亿元。

作为制造业大国，我国迫切需要借助信息化

和工业化深度融合推动我国工业由大变强。而德
国的工业发展一直是全球的重要标杆。

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德国总理默克尔
于 10 月 29 日、30 日两天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这也是默克尔任期内第八次访华，届时她将成为
在任时访华次数最多的西方国家元首和政府首
脑。在访问期间，两国就此方面开展深入交流，对
智能制造板块行情也将形成持续催化。

11 月 23 日至 25 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北京市政府主办的“2015 世界机
器人大会”将在北京举办，本次大会主题为“协同
融合共赢，引领智能社会”，将围绕世界机器人研
究和应用重点领域以及智能社会创新发展，开展
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和最新成果展示，届时智能制
造领域或将迎来新的上涨契机。 （郭爽）

隗 延伸阅读

智能制造渐入佳境

三方共建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创新研究院签约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