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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开年袁 国产 AI大模
型 DeepSeek 突然爆火袁 引发各
方关注讨论袁也给各行各业带来
颠覆性影响遥 事实上袁近年来人
工智能技术已被广泛应用到医

疗尧教育尧金融尧汽车等不同领
域袁 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
野新质生产力冶遥

对公益行业而言袁AI等前沿
技术的发展也正悄然改变行业

传统业态和运作模式遥 从初级的
AI工具应用尧AI科普项目袁到搭
建数字化平台尧提供数字公益产
品袁再到企业及公益机构联合落
地 AI数字化产业噎噎在科技赋
能下袁AI正不断拓展公益边界袁
创造更多新的可能遥

有观察指出袁当前越来越多
的科技企业愿意发挥自身技术

优势袁赋能公益行业袁这无疑是
巨大的发展机遇遥 然而袁目前公
益行业对 AI技术或工具的应用
仍停留在初级阶段袁数字化能力
尚待提升遥 对此袁清华大学公共
管理学院数字公益研究中心主

任邓国胜表示袁公益行业要善于
把握机遇袁加大数字化投入袁野否
则未来公益行业的两级分化趋

势可能会更为明显冶遥

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在日前举行的民营企业座

谈会上，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

兴、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等年
轻一代企业家的出现让所有人

眼前一亮。座谈会上特别提到要

“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

力”，更让社会各界对人工智能

等领域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会跳舞的人形机器人、能够

深度思考的 AI 大模型……如
今，更多科技成果正加速落地，

在不经意间影响并改变着人们

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今年央

视春晚首次推出的视障版和听

障版无障碍转播。在晚会直播

中，手语演员通过 AR 虚拟技
术，在春晚演播大厅进行手语解

说，同时辅以 AI语音技术制作
字幕，满足听障人士观看需求。

据了解，今年央视与科大讯飞合

作，通过 AI语料训练、人机耦合
系统操作等方式，为春晚网络转

播添加实时字幕，促成了央视首

次“无障碍春晚”。

这并不是偶然。自 2019年
起，科大讯飞就联合中国聋协、

残疾人艺术团等发起“听见 AI
的声音”关爱听障人士公益行

动，以讯飞听见为主要载体，为

听障人士提供免费语音转文字

服务，捐赠产品或者免费时长，

产品形式覆盖听障群体的日常

生活、工作、学习等场景。

这一案例也可看作是科技普

惠的一个缩影和具体实践，事实

上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越来越

多的群体也从科技发展中受益。

在 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上，阿里巴巴联合中国青少年发

展基金会、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及专业干预机构等共同发布“追

星星的 AI”。记者从阿里巴巴方
面了解到，这是国内首个关照孤

独症儿童的 AI绘本工具，用户只
需要在通义 App主页输入一句话
故事梗概，就可为孤独症儿童自

动生成定制化有声故事绘本。

“研究表明，绘本在孤独症

儿童的干预当中具有积极作用，

但每个星宝的认知水平、兴趣爱

好都不同，需要定制化、个性化

的教育方式，家长很难找到适配

的绘本。AI多模态技术的出现，
为突破这个难点提供了新的可

能。”该项目负责人介绍，AI绘本
使用门槛低、灵活性高，在父母

及老师的深度参与下，定制化的

AI 绘本可以与其他干预策略相
结合，成为智慧教学、增加陪伴

乐趣的重要工具。因在特殊教育

方面的创新性贡献，“追星星的

AI”公益绘本工具还入选了中国
孤独症教育事业成就展。

“人有温度，AI才有温度”，
这是“追星星的 AI”项目志愿者
说的一句话。而在头部科技企业

的推动下，AI前沿研究正走出实
验室，不断与公益发生碰撞、融

合，将不可能变为可能。

2024 年 2 月，阿里巴巴“医
疗 AI多癌早筛公益项目”落地
浙江丽水。该项目将阿里达摩院

医疗 AI前沿技术应用于卫生健
康领域，通过大规模的随机性日

常检查实现多癌早筛，有助于提

升当地数字医疗健康水平。这也

是全国首个落地的通过 AI实现
多癌早筛项目，阿里公益以纯公

益的形式支持项目展开，支持周

期至少在三年以上。可以预见，

在解决地区间医疗资源分配不

均衡问题上，AI+公益将是一个
很好的开始。

从初级层面向纵深拓展

事实上，不仅仅是针对特殊

群体或特定领域，在助力文化传

承、教育事业发展尤其是在弥补

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等方面，AI
也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过

去几年间，以快手、联想、蚂蚁集

团、字节跳动等为代表的科技企

业，借助自身优势，搭建数字化

公益平台，以 AI为驱动发起一
系列公益项目，为解决更多社会

问题提供了多元应对方案。

在古籍保护领域，2022 年 3
月，字节跳动向北京大学教育基

金会捐赠，支持“北京大学—字

节跳动数字人文开放实验室”，

依托技术、产品设计与研发优

势，探索借助人工智能提高古籍

修复、整理工作效率。当年 10
月，古籍数字化公益平台———

“识典古籍”上线，更多人得以接

触古籍。此后，随着需求不断增

长，该平台上线“问 AI”功能，让
用户可以轻松和正在阅读的古

籍进行对话，大大提升了古籍保

护与传承以及数字化效率。

在教育领域，AI等前沿技术
的应用也大大缩短了城乡教育

“数字鸿沟”。

据快手科技副总裁、北京快

手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宋婷婷介

绍，2023年，快手公益发起“启智
未来学堂”项目，在全国范围内捐

建启智未来数字学堂，为有需求

的乡村学校建设电脑教室、捐赠

计算机等设备，并开展对乡村计

算机青年教师的授课培训，以硬

软件相结合的方式，帮助乡村学

校及儿童完成迈入 AI时代的“第
一步”。此外，基于快手研发的可

灵 AI大模型，快手公益还通过开
展大模型 AI体验课、科技研学夏
令营等方式，让乡村的孩子们在

实践中亲身感受 AI科技的魅力。
“AI等前沿技术在教育、助

残、医疗等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

为公益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极

大地拓展了公益事业的想象力。”

宋婷婷对记者表示，AI技术为公
益事业带来的不仅是效率的提

升，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革新。

“AI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于其能够
突破传统资源限制，提供个性化、

高效率的解决方案，尤其在资源

相对匮乏地区和领域，AI的应用
正在带来深刻的改变。”

与之类似，联想集团通过与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等机构合

作，发起“梦想未来”公益项目，

通过 AI 技术应用、AI 智慧教育
设备捐赠、AI科技夏令营活动等
形式，不仅为乡村儿童提供了接

触前沿科技的机会，更构建了可

持续的教育支持体系。此外，联

想也将 AI技术应用到具体教学
场景中，如联想 AI智慧教育平
台通过文档分析、语音识别、表

情识别等技术，能够实现错题检

查、英语发音纠正、课堂情绪监

测等功能，进而帮助教师调整教

学节奏。

“联想希望通过 AI技术缩
短数字鸿沟，以科技创新驱动教

育公平，深化 AI技术赋能，助力
乡村儿童成长为科技时代的创

新者，助力更多儿童实现梦想。”

联想集团市场总监、中国区 CSR
负责人李博表示。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科技与

公益融合不断加深，“AI+公益”
也逐渐从最初级的项目合作向

着更广更深层面拓展，更具复制

性和可持续性。

2019年 8月，蚂蚁集团、浙
江蚂蚁公益基金会联合中国妇

女发展基金会等发起“AI 豆计
划”人工智能产业孵化项目，通

过帮助欠发达县域引入数字就

业机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孵

化在地运营社会企业等方式，助

力年轻人特别是女性群体在家

门口实现就业。截至 2024年年
底，该项目已在陕西清涧、宁夏

银川、贵州万山、甘肃积石山等

地建立了 16个县域数字就业中
心，累计帮助 7500 余人在地就
业，多个数字就业中心成为当地

最大用工企业。

浙江蚂蚁公益基金会女性

项目主任赵秀芝告诉记者，该项

目落地的县域大部分是中西部

脱贫县域，其中不乏原脱贫攻坚

重点开发的“三区三州”地区。基

于 AI等技术发展衍生而来的数
据标注等就业机会，帮助这些地

方突破了交通、资源等条件限

制，只要满足基础的电脑、网络

等硬件条件，当地人不出家门也

有机会参与到数智经济的浪潮

里，让欠发达县域找到新的发展

机会。“面向未来，公益行业应更

积极主动地拥抱 AI 等新技术，
探索公益新场景、新模式，持续

提升公益项目的效率和透明度，

探索高质量发展。”

公益行业如何接招

在李博看来，AI技术不但可

以为公益机构提供直接的工具

和服务，还能提供底层技术支

持，提升资源使用效率，进而提

升公益服务能力和水平。“在‘梦

想未来’公益项目开展过程中，

我们也在结合联想全栈 AI的自
身科技能力，不断积极探索公益

的 AI实践。”
然而，据记者观察，目前对

于 AI公益的探索主要以企业为
主，尤其是头部科技企业在该领

域更为积极主动，不论是从产品

或技术角度落地相关项目，抑或

是联合公益机构开展系列行动，

都具有浓厚的科技企业色彩。在

这一过程中，公益行业仍略显被

动，对 AI的理解和探讨尚处于
初级阶段。

就此，记者也采访了几家公

益机构。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在日

常工作中引入 AI工具、开展相关
研究或课题并未形成共识，AI工
具在公益机构具体工作层面的应

用也亟待开发。但在员工个人层

面，开始接触并使用 AI工具的比
例正逐步上升，其对 AI的使用主
要集中在新闻稿写作、视频制作、

方案撰写、资料搜集等方面。“我

们已开始尝试使用 AI工具，在一
定程度上确实提升了工作效率。

机构最近也计划开展相关培训，

将 AI切实应用到具体工作中。”
某基金会工作人员表示。

邓国胜指出，AI技术在公益
行业的应用展现出不同的层次。

目前国内大多数公益机构对 AI
技术的应用仍停留在第一个层

次，即简单地应用企业开发的 AI
模型，帮助机构查询素材、撰写

文稿或探寻解决问题的思路。

“第二个层次则是在公益机构积

累了大量数据的前提下，能够自

主训练 AI模型，以优化 AI模型
在不同场景中的应用表现，赋能

机构及项目管理。目前，只有极

少数机构具备这种能力并积极

进行了探索。”

“未来公益行业的两级分化

趋势可能会更为明显。”邓国胜表

示，“随着 AI技术的快速迭代和
发展，公益机构应用 AI技术的层
次也将不断提升。这无论是在提

升机构筹款效率、传播效果，还是

在提升组织内部管理效率和项目

管理质量方面都将带来巨大影

响。公益慈善组织和公益行业要

高度重视数字化浪潮，加大数字

化投入，吸引数字化人才，提升数

字化能力，否则有可能错失发展

良机，甚至会被逐步淘汰。”

宋婷婷也认为，AI+公益的
兴起是科技与社会议题的深度

融合，这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与

挑战的领域。“AI技术的快速发
展为解决传统公益领域的痛点

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然而，AI技
术的研发和应用需要大量资金

和技术支持，这对公益行业来说

是一个较高的门槛。因此，要推

动 AI公益真正转化落地并发挥
切实作用，而非仅仅停留在概念

层面，需要从技术、资源、合作机

制和社会认知等多个维度进行

系统性思考和布局。”

国产 AI爆火袁公益行业如何接招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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