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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present a crowd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paradigm in the AI 2.0 era. The innovation para-
digm evolution in the agricultural era, industrial era, knowledge network era, and data intelligence era was combed start-
ing from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Several typical innovation paradigms were analyzed, such as open 
innovation, group innovation, crowdsourcing, total innovation and integrated innovation. The concept and research con-
tents of crowd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are proposed, iand the features, nnovation process, key technologies and future re-
search thinking are analyzed. The proposal and development of new innovation paradigm of crowd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research theory, method and technology system have certain significance of the times for pro-
moting China’s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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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发展，人类
社会由信息化时代步入了“人工智能 2.0”时代，从强
调与追求个体智能，转化为重视基于网络的群体智
能，形成群体智能的互联网服务；在与互联网、物
联网、大数据、多媒体、虚拟现实结合后，人工智
能将从原有的机器智能转向群体智能与人机融合智
能，以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难题[1]。在这一时代
背景下，人类的创新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越来
越重视通过互联网利用大众智慧来解决某些问题，群
智创新逐渐成为了热点。亟待学术研究者从理论层面

发现、提炼与整理群智创新的新兴范式，建立学术理
论体系，增强创新自信，进而为全球创新理论发展贡
献智慧。 

1  创新范式的演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始终是推动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 
创 新 ， 按 照 约 瑟 夫 · 熊 彼 特 （ 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说法，是指新技术、新发明在生产中

【特别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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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首次应用，是指在生产体系中引入一种生产要素和

生产条件的组合。一个新思想是从产生，到产品设计、

试制、生产、营销再到市场化的一系列活动，也是知

识的创造、转换和应用的过程，其实质是新技术和新

知识的产生与商业过程。创新主体主要有三种形式[2]，

一种是以个体主体的形式独立进行，一种是以群体主

体的形式协作完成，还有一种是以国家主体的形式统

一领导和组织完成的。 
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学会了从大自然学习，通过

创造工具来满足生存的需要。人类社会文明进化史，

从原始蛮荒时代、农耕文明时代进化到工业文明时

代，到主要依靠信息大数据、全球网络服务的知识网

络时代，以及当今的数据智能时代。不同的时代和发

展时期出现了不同的创新发展范式，共同推进了人类

社会的文明发展。按照时代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

下几个阶段、创新范式及代表性学者[3-4]，见表 1。 
简要介绍几种主要的创新范式。 

1.1  开放式创新 

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由 Henry Ches-
brough 教授于 2003 年提出，是指企业利用外部资源

进行创新，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5]。在互联网发达

的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仅仅依靠内部的资源进行高成

本的创新活动，已经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市场需求，

以 及 日 益 激 烈 的 企 业 竞 争 。 企 业 要 从 封 闭 式 创 新

（Closed Innovation）走向开放式创新，构建产学研、

上下游、国内外有效结合的全方位合作创新网络，强

强联合，打造创新共同体，建立新型创新生态。在这

种背景下，“开放式创新”正在逐渐成为企业创新的主

导模式。在开放的计算机辅助创新环境下，运用群体

智慧能够将计算机辅助创新的领域拓展到下一个称

为“开放计算机辅助创新”的进化阶段[6]。通过推动开

放式创新，可以令企业、用户、大专院校、科研院所、

政府及社会机构等创新资源聚集到一起，相互增强自

身的创新能力和水平，进而形成富有活力、鼓励创新

创业创造的社会氛围[7]。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开放式

创新也逐渐融合新的技术和新的形式，如群体智能[8]，

它不仅能够提高创新绩效，而且间接地调节了开放式

创新效应。 

1.2  群体创新 

群体创新（Group Innovation）是多个个体主体按

照既定原则组织起来，围绕特定目标进行的创新的活

动。群体创新有自身的群体结构、群体目标、群体规

范、群体意识和群体领导等，一般包括创造、发展和

实施三大阶段。张爱琴等人[9]从组织维度、过程维度、

知识维度三个维度，研究创新方法的集成应用和集成

管理，构建了面向工程技术项目的群体创新方法集成

应用三维框架模型。Wang C 等人[10]探讨了商业群体

如何影响新兴市场创新的制度机制，使群体能够从与

制度环境的互动中获益。Kim Y 等人[11]提出了一个理

论模型来解释两种外部网络（市场网络和制度网络）

和商业集团网络对产品与组织创新的影响，认为参与

者的可分配范围对不同类型的创新有帮助。刘景方等

人 [12]通过群体智慧研究了如何设计和管理全体商业

模型，讨论了基于群体的商业模式的三个关键因素： 
 

表 1  创新范式的发展 
Tab.1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paradigm 

类目 农耕时代 工业时代 知识网络时代 数据智能时代 
经济范式 自然经济 市场经济 知识网络经济 数字经济 

依靠的资源 自然资源 矿产资源 知识、信息大数据 大数据、知识、人工智能

创新工具 简单手工工具 设计制造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

的工具装备 
绿色智能、全球网络制造服务

装备 
全球网络、大数据、区

块链、人工智能 

创新方式 个人/作坊 生产协作 区域协同 全球价值链协同 
创新参与者 个人/作坊 团队 多样化团队 利益相关者 
创新驱动力 需求驱动 市场驱动、技术驱动 技术驱动、设计驱动 体验价值驱动 

创新价值 实用性 功能性 互动、情感 共享、体验、价值 

创新范式及

代表性学者 
/ TRIZ（Altshuller，1946 年）；社

会创新（Drucker 和 Meadows，1970
年）；用户创新（Von Hippel，1986
年）；精益创新（Womack 等人，

1990 年）；群体智能（Beni 等人，

1993 年）；颠覆式创新（Christensen
等人，1997 年）；自主创新（陈

劲，1994 年）；知识创新（Nonaka
和 Takeuchi，1995 年）；模仿创新

/追赶（Kim 和 Nelson，2000 年）

开放式创新（Chesbrough，2003
年）；群体创新（西蒙斯，2004
年）；众包（Howe，2006 年）；

全面创新（许庆瑞，2007 年）；

设计驱动创新（Verganti，2009
年）；责任式创新（Owen 等

人，2012 年）；朴素式创新

（Radjou，2012 年）；公共创

新（Swann，2014 年）；整合

式创新（陈劲，2017 年） 

群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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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对公司的价值、如何为群体创造卓越价值、如何

有效获取群体价值。Täuscher[13]以认知网络理论和解

释水平理论为基础，认为外部信息刺激的相关性（内

容干涉）和刺激时机（过程干涉）对于提高群体的创

新性有正向作用。李浩等人[14]解释了渐进性创新过程

中的分析性思维机制和突破性创新过程中的顿悟思

维机制，揭示了群体创新中变革型和伦理型领导机制

的神经机理。 

1.3  众包 

众包（Crowdsourcing） [15]指的是一个公司或者

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

式外包给非特定的（通常是大型的）大众网络的做法。

众包能够带来创新的想法和解决方案。Bayus L[16]发

现了创意者比消费者更能提出有价值的创意；夏恩君

等人[17]以小米众包社区为例，发现了众包参与者行为

产生的影响动机因素，包括经济动机、知识获取动机、

情感动机、社交动机和兴趣动机等；程幼明等人 [18]

提出的云制造实质上是一种虚拟定制化供应链线上

到线下模式，并将其与成功运用于设计服务虚拟运作

的众包商业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和关系研究，构建了云

制造的众包系统；卢新元等人 [19]基于场地理论和

D&M 模型，构建了众包模式下用户忠诚度影响因素

模型，并运用 SEM 模型进行了深入分析。在互联网

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消费者与制造者越来越融合的趋

势下， 近这些年不同的企业开始寻求新的商业模

式，在价值创造逻辑中重视群体的智慧，通过群体智

能使得外包商业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 

1.4  全面创新 

全面创新（Total Innovation）是指与生产过程相

关的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包括全要素调动、全

员参与和全时空贯彻三个方面。全面创新 早由中国

创 新 管 理 领 域 的 创 始 学 者 浙 江 大 学 许 庆 瑞 院 士 于

2002 年正式提出，包括全要素创新、全员创新和全

时空创新三要素[20]，构建了 C3IS 五阶段全面协同过

程模型，包括沟通、竞争、合作、整合与协同五个阶

段。全面创新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管理创新为基础，

进行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实现全民创新和全民创

业，通过激活微观经济来支撑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

张文彬 [21]提出了全面创新管理视角下的企业技术创

新能力成长模型，包括用户拉动、开放创新、全面创

新、人才激励四个模块。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来

自于将创新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建立产学研、上下

游、国内外有效结合的合作创新网络，实现技术创新、

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有效互动，以及充分发挥人才

的创新潜力。当前中国所需推动的创新，已经超出了

单一的科技领域，是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

快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包括理论创

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等。 

1.5  整合创新 

陈劲教授在管理学科首次正式地提出了整合式

创新范式，它是战略创新、协同创新、全面创新和开

放创新的综合体[3]。张平等人[22]提出了基于知识集成

的企业技术整合创新体系结构，以分布式网络基础环

境为支持，以企业知识库、知识集成系统为中心，综

合信息技术、企业专业技术、用户和合作对象的知识、

知识管理技术，实现企业的技术整合创新。刘颜楷等

人[23]在集成创新、开放式创新、协同创新、设计驱动

式创新、TBD 整合创新等理论和概念的基础上，提出

了基于“维度观”的 TDBMC 整合创新模式。在设计领

域，浙江大学工业设计系于 2006 年开展了整合创新

设计的教学与研究工作[24]，创建了“工业设计+嵌入式

系统+机电－体”的整合创新理念，形成了“人本+设计

+技术+商业+文化”的交叉学科特色，特别为产品由内

而外的创新、信息化提升提供了解决方案，为世界不

断提供新的产品、智能系统及服务，并创造独特的商

业机会，提升了产业及生命的质量[25]。王昀等人[26]构

建了以多学科整合创新理念为指导的产学研协同创

新生态圈，改变了工业设计高等教育实践性较薄弱、

人才培养难与企业和行业接轨的现状。 
在新的消费场景下，消费不再是货币关系，而是

情感交流，有温度的体验，价值观趋同感。价格敏感

被体验代替，价值会从基本的物理层面溢出，带来商

业空间的扩展。数字经济创造了新物种，新商业模式

和新消费习惯，创新模式也走向了服务整合、用户体

验提升、创新生态系统构筑、社会和产业价值共创等

新新形式。上述创新范式在新时代下也产生了新的内

涵，群智创新范式应运而生。 

2  群智创新的内涵 

一个以增长为导向的企业，旨在快速增长其内容

供应量，可以从吸引尽可能多的内容创作者中获益匪

浅。具有很强正网络效应的市场中运营的企业，可

以通过建立比竞争对手更大的贡献网络，通过差异

化创造竞争优势。群智创新是伴随着人工智能 2.0 阶

段出现的一种新的创新范式，与以往的创新范式有

所不同。 

2.1  群智创新的概念 

群智创新是在互联网平台中，运用大数据、区块

链、人工智能技术，跨越学科屏障，聚集大众智慧完

成复杂任务的创新过程。它以较低的成本获取来自全

球的创新资源、知识资源和技术资源，是未来智能化

时代创新的发展方向。 
群智创新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和人工智能群智

感知计算技术，通过大数据链路开展立体、网络状的

和多源异构的协同价值共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一种

新的创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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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群智创新研究内容 

在新时代环境下，群智创新将主要开展如下研究。 
1）群智创新管理组织。管理组织是一个组织整

体群智创新的结构，决定了群智创新的发起、组织、

运行、过程管控及结果的产出。组织架构的设计与构

成要受到内外部环境、发展战略、生命周期、新技术

特征、组织规模人员素质等因素的影响，并且在不同

的网络技术和社会环境、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使命下

有不同的组织架构模式。在群智创新发展的不同阶

段，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和能力的改变，组织架构也

要相应变革来适应群智组织的发展，包括开源社区组

织架构和基于市场机制的群智组织架构。群智创新依

赖成员间的有效合作，要求群体成员为了共同的创新

目标相互支持合作奋斗，建立在沟通、理解和信任的

基础上；群智成员间的知识多样性与观点差异性对合

作创新是一把“双刃剑”，知识构成越多样化，激荡的

想法流视角也越多，对特定刺激所产生的新颖想法

也更多，群智创新架构要能保证群智创新过程的顺

利开展。 
2）群智创新知识感知与获取。在群智网络空间

中，收集、整理、分析和传播创新想法流十分重要。

群智组织机制必须学会使用智能技术，在正确的时间

收集、分析、解释和传播高价值数据和信息，以用于

决策过程。人工智能将从认知心理学、脑科学及人类

社会历史中汲取灵感，并结合跨领域知识图谱、因果

推理、用户画像、持续学习等技术，建立稳定获取和

表达知识的有效机制，让知识能够被机器理解和运

用，这对于群智创新的知识感知、获取、建模、评价、

共享和传播等将起到促进作用。 
3）群智创新价值评价体系。当群智成员数量够

大时，帕累托定律（Pareto Rule）的 80/20 原则还是

存在的。群体成员贡献质量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改变，也会在交互修改、完善和迭代中被优化；另

一方面，开拓性的贡献者对平台表现出高度的投入，

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有经验，这些参与者可以创

造一系列高价值的贡献。不同的问题和领域，其创新

解决方案是不尽相同的，评价指标和体系也是有差异

的。在群智创新空间中，参与者的想法、创意、诚信，

对其他参与者方案的修改、完善和评价等，都需要被

记录、保护和激励，所有参与人员和节点都遵循相应

的交易规则。采取区块链技术，动态协同地对群智创

新方案进行产权保护和共享，计算贡献量与报酬分

配，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与可回溯机制。 
4）群智创新生态构建。对于一个企业、组织而

言，成熟、稳定的群智创新生态构建十分重要。生态

系统能够确保群智创新在整个过程中的稳定发生和

开展。尽管在群智创新过程中，任务不同，参与人员

有所变化，依托的新技术媒介也会动态调整和变化，

但是生态系统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群智创新要实现与 

 
 

图 1  研究内容及相互关系 
Fig.1  Research conten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管理、科技、设计、文化、商业等方面的融合，从单

线条、多线条的创新模式向网络状的群智协同整合创

新模式转型，拓展数字消费模式和消费空间，推动企

业群智创新数字化升级，提升消费者信息技能，优

化数字消费制度环境等，加快建构群智创新领先生

态系统。 
上述主要内容及相互关系，见图 1。 

2.3  群智创新的特点 

在新时代环境下，群智创新有以下几个显著性

特点。 
1）涌现性。群智系统中每一个人都拥有独特的

让整个组织受益的才能。这个个体具有多样性、独立

性和等量沟通，去中心化、去权威性。在互联网群智

创新环境下，群智创新过程是全球化、网络状、动态

地实时开展的，结合了多学科、多角色的社会参与性，

融合了艺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高度碰撞，灵感

与知识不断激荡、撕裂与交融，这些交叉性的群智感

知过程和环节，都会被实时标注、记录、存储、传递、

计算、整理和分析，每一个灵感、想法、创意、知识

的发生、修改、优化、迭代和结果都会被评估，这样

的群智创新涌现性是去中心化的、动态的，具备自我

学习和自我调整的能力。群智创新可以促进成员之

间产生顿悟，不用通过演化积累而形成突破性的新

想法。 
2）协同性。群智创新是全域性、多层次的全民

协同创新模式，包括组织协同、学科协同、资源协同、

机制协同、技术协同等。目的是孕育新型创新行为，

构建创新系统和工具，协同政府、产业、科研院校等

不同组织，牵引各方协同开发创新软件、工具和平台

等，打造群智网络生态；面向设计和客户等不同角色，

结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设计等不同学科，

突破时空限制和技术壁垒，通过知识大数据促进整个

生态的裂变并产生巨大的效应，融入群智创新力量赋

能新旧动能转化，做长产业链条，提升商品和产业的

转化率，推动产业协同升级。群智创新协同模式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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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群智创新协同模式 
Fig.2  Collaborative mode of crowd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在图 2 的模型中，关键是五个“多”的协同：多角色，

包括企业管理者、设计人员、客户、社会大众、销

售人员等，既包含了利益相关者，也包含了价值观

趋同的参与者；多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艺术、设计科学等学科；多组织，发挥“政产学研金

媒”等组织的作用，即政府、产业、院校、科研机构、

媒体、金融等；多通道，发挥人的视觉、听觉、触

觉、味觉、嗅觉等多通道，开展多模态互动；多媒

介，包括电脑、手机、PAD、VR、AR 等媒介，充分

开展创新。 
3）共享性。在群智创新网络空间中，数据流和

想法流是能够被可视化、存储、传递、修改、迭代

和优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共享的。传统的

拥有、产权的核心观念，转变为使用、信任、合作、

参与，使得创新资源 大化。在共享过程中，通过

区块链技术，利用分布式节点共识方法来验证、存

储、更新数据的去中心化计算范式，运用去中心化、

去信任化、匿名化、难以篡改等特性，推进新 IP 的

建立和推广，构建链条经济，融合智能合约和数字水

印技术，进行创新知识产权确权和交易、假冒检测及

侵权鉴定，提高创新知识产权保护效率，建立新的共

享机制。 
4）技术性。与一般的创新范式不同，群智创新

发生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

等高新技术背景下，高度依赖新技术的支持。在理想

情况下，群智创新的发生需要互联网、云计算作为架

构支撑技术，创新想法的获取需要借助物联网技术、

多媒体技术、基于位置服务技术、自然语言理解技

术，创新想法的衍化需要跨媒体感知、学习与推理

技术，创新环境的建设需要可视交互技术、人机混合

增强智能技术，创新知识推理需要借助机器综合推理

技术等。 

 
 

图 3  群智创新的过程 
Fig.3  The process of crowd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3  群智创新的过程 

在群智创新生态网络空间中，各方参与人员都在

为了一个任务或者目标激发创造力，贡献自己的智

慧，并且相互激发和启示。群智创新的过程可以用

5D 来概括，即发现（Discover）→定义（Define）→

推理（Deduce）→决策（Decide）→传递（Deliver），

见图 3。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机器的计算行为，又有

人为的引导和干预行为。 
1）发现：在创新思考、激发和交互过程中，机

器或者人为发现、记录、识别创意想法的行为。这是

群智创新网络空间开展创新过程的第一步。 
2）定义：对群智创新网络空间中出现的新想法、

激荡的新思想数据流，进行标注、整理、诠释、分析、

归类等，以便于机器计算、推理，或者人为记录、存储。 
3）推理：结合跨领域知识资源、数据资源、用

户画像等，运用因果推理、机器综合推理等技术，对

不同角色提出的创新想法进行计算，建立网络空间关

系，优化和迭代方案，运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建立

方案的共性和差异化关系模型。 
4）决策：判断创新想法，决定群智过程是否继

续、停止或者转换；动态协同地对群智创新方案进行

激励、取舍、保护和共享，计算贡献量与激励分配，

使群智创新过程顺利开展。 
5）传递：将具有共性的优良的创新想法，或者

具有长尾效应的优质小众想法，传递给机器或者组织

者，便于保存、决策，在网络空间进行传播和推广。 
在群智创新方案的创新过程中，多学科、多角色

参与人员（如政产学研金媒等）不断提出新的想法，

并对其他人的想法进行评价、修改、优化；创新方案

也不断地被交叉、衍化，逐步优化和迭代，其过程模

型，见图 4。 
每一位角色都会提出若干自己的想法，经过多次

推理和迭代以后，会得到一个或者多个优化方案，直

至某一创新任务结束。在这其中，群智创新的管理、

组织和运行机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  群智创新的关键技术 

群智创新目前主要涉及到如下关键技术。 
1）群智创新体系构架技术。研究群智空间的结

构理论和组织方式，设计优化群智网络空间管理和运

行机制，研究网络系统的基础架构技术、群智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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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群智创新方案的衍化过程模型 
Fig.4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model of crowd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计算技术，形成可度量、可持续、安全可信的群体智

能支撑技术。如以开源社区为代表的群智创新组织架

构技术，基于市场机制的群智创新组织架构技术、群

智创新质量控制和维护技术等。 
2）群智创新数据感知与表达技术。研究群智创

新活动中多模态数据的感知与获取技术，实现围绕任

务目标的有效数据获取，对群智的创新生成进行分

析、理解、表达与转化，实现创新方案与修改、补充、

完善及迭代之间的多感知交互；研究群智创新知识生

成机器，学习模型和数据挖掘算法，提升群智大数据

知识发现的深度、广度和质量，解决融合想法流、数

据流与知识流的创新模型求解问题，实现群体智慧创

新方案的智能生成。 
3）群智创新评价技术。面向群智创新参与者，群

智任务的层次化、多样化的量化评价模型和度量指

标，多目标优化等多模态涌现技术、评价技术、传播

技术；群智创新行为过程及行为结果的量化评价方法

和效能评估方法，为群智创新系统运行演化提供支

持。支持群智创新参与者多样化的评价机制，如信誉

系统、虚拟积分、荣誉激励等，抑制和避免群体内部

的冲突对抗，满足参与者的个性化、动态性需求，建

立群体行为分析模型。采取区块链技术，动态协同地

对群智协同创新方案进行产权保护、共享与激励。 
4）群智创新知识生态演化技术。按照群智创新

数据与知识的内在关联机理，结合基于群智创新数据

的知识生成方法，研究群智创新知识的迭代演化和进

化方法，不断更新、提升和优化知识结构与系统，构

建良好的群智创新生态系统，确保群智创新的稳定

展开。 

5  群智创新的未来研究思考 

随着互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发

展，群智创新将被应用到更加宽广的领域，如现代农

业、制造业、互联网、智能城市、健康医疗、文化创

意产业、服务业等领域，其研究需求将在以下几个方

面展开。 
1）群智创新的方法与理论体系。群智创新作为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 2.0 背景下新出现的创新范式之

一，其方法和理论体系将成为业界和学术界研究的热

点，是人们认识群智创新和运用群智创新的方法论，

包括创新的管理机制、组织架构、网络平台架构、知

识获取与生成、协同与共享、评估与衍化、产权共享

与激励机制等。 
2）群智创新的结构和组织。在不同的群智创新

网络场景下，根据不同群智任务的目标和性质，建立

不同的管理、组织和响应机制，在群智空间中形成可

度量、可持续、安全可信的群体智能，群智空间与外

部环境之间的互动机制，以及激励机制和涌现机理，

有效地促进网络状的群智创新活动，产生新想法，构

建新场景，诞生新物种。 
3）群智创新知识的获取与进化。在群智创新空

间，创新想法的生成是一个网络状、交互迭代的过

程。如何聚集参与者并产生新的知识，建立创新迸

发、激励、评估、反馈与任务需求之间的融合模型，

对群智创新结果进行有效的存储、计算、传递、评价、

优化、转化与迭代，建立具有创造性、智能化和进化

机制的群智创新环境，降低成本，提高创新效率，是

群智创新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4）群智创新案例收集与分析。群智创新是一个

新的概念和领域，需要详细剖析全球群智创新的相关

政策、法规、规划、报告等，研究图书、国内外期刊

及学位论文等方面的文献资料，结合新经济产业的创

新模式，整理、总结和归纳研究成果与经典案例，运

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剖析并找出内在的异同点，总结

那些具有规律性、共同性特点的模式，建立多角度、

多层次、有核无边的研究模型。 
5）群智创新生态系统。世界已从二元空间，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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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人类空间演变为三元空间，即信息—物理—人

类空间，并进入到四元空间，即信息—物理—机器—
人类空间。在四元空间和数字经济时代，创造新的想

象空间、新的场景体验和新的科技美学，需要群智创

新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艺术学等多方面融合，建

立新的创新生态系统，以适应未来四元世界的发展需

求，实现人文、环境、产业的共创可持续发展。 

6  结语 

在人工智能 2.0 时代背景下，提出了群智创新新

范式。按照农耕时代、工业时代、知识网络时代、数

据智能时代树立了创新范式的演进过程，分析了开放

式创新、群体创新、众包、全面创新和整合创新等几

种典型的创新范式。提出了群智创新的概念、研究内

容，分析了群智创新的特点、创新过程、关键技术及

未来的研究思考。目前，我国的互联网发展迅速，网

民规模全球第一，数字经济规模总量全球第二，网络

零售全球居首位，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尤其突出。在这

一新兴市场、技术等优势条件下，提出和发展群智创

新这一新的创新范式，建立研究理论、方法与技术体

系，对于推动中国创造，建立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具

有一定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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