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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前沿

社交网络的话题，容易令人联想到“六度分隔”。

1967 年，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斯坦利·米尔格

兰姆(Stanley Milgram)想要描绘一个联结人与社区的

人际联系网，做过一次连锁信实验，提出“六度分隔”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理论猜想，即人们最多

依靠 6 个人就能够和地球上自己想关注的人“面对

面”。事实上，进入互联网 2.0 时代，随着微博、Face-

book、开心网、人人网等社交网络的火爆，现实生活中

人们已无需费尽苦心地去找朋友牵线，就能与自己心

仪的国际政要、名人明星成为网络空间中的“朋友”。

尤其是如今政务微博蓬勃发展，政民互动日趋活跃，似

乎在某种意义上进一步验证了“六度分隔”理论。

众所周知，微博起源于推特（Twitter），2006 年诞

生于美国，最初只是亲戚朋友间分享实时动态信息的

一种交流工具，随着影响的扩大，后来被运用于政府部

门工作中。在此，我们将“政务微博”界定为通过微博

运营商认证的政府部门或政府工作人员建立的与公众

互动的微博交流平台。如今，随着微博应用在全球推

广，政务微博逐渐成为社交网络在电子政务应用中的

创新先锋。在政务微博平台上，国家元首、内阁部长不

再是高高在上和遥不可及，平民百姓可以随时随地了

解他们发布的信息，甚至还能与他们对话聊天。一条

条不到 200 字的政务微博信息，正深刻改变着各国的

政治生态，在社会管理创新、政府信息公开、新闻舆论

生成、民众声音表达、政府形象塑造、群众政治参与等

方面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如今，在美国，政务微博已经成为政府公共关系的

重要渠道，政务微博在美国各级政府部门得到了广泛

应用。例如，美国国务院要求官员开通 twitter 账户，通

过互联网与网民保持紧密联系。从 2011 年 6 月起，美

国国务院便推出了一个利用 Twitter 进行全球问答的

活动。总体看，美国的政务微博发挥着发布政策信息、

增强政民互动和预防应对危机等重要作用。在发布政

策信息方面，主要发布政府政策的新动向以及遇到的

新问题等。在政民互动方面，主要采取与公众分享观点

的方式，促进交流。例如，2011年 7月 6日，奥巴马利用

推特平台召开市民会议，与民众直接交流经济与就业等

问题，并在推特上直播。在预防和应对危机方面，主要

是针对重大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不断放大政府传播渠

道。例如，在墨西哥湾漏油、卡特里纳飓风等事件发生

后，美国政府通过推特不断向公众发布事件最新进展及

处理情况。当危机涉及多个政府部门时，还会专门组织

相关部门建立一个微博账户共同维护。

在我国，短短几年的时间，政务微博经历了爆发式

增长，虽然 2012 年增速有所放缓，但目前看来，政务微

博功能不断扩展、应用不断深化。根据国家行政学院

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发布的《2012 年中国政务微博客评

估报告》显示，截至 2012 年 12 月 20 日，新浪网、腾讯

网、人民网、新华网四家微博网站共有政务微博账号

176714 个 ，较 2011 年 新 增 了 126153 个 ，增 长 率 为

249.51%；其中，党政机构微博账号 113382 个，较 2011

年新增了 81024 个，增长率为 250.4%；党政干部微博账

号 63332 个 ，较 2011 年 新 增 了 45129 个 ，增 长 率 为

247.92%。在开设微博的党政机构中，县处级机构所占

比重最高，占 43%；其次是厅局级机构，占 33%；占比重

最大的是公安系统微博，占比 37%，其次是党委和新闻

宣传系统，占比分别达到 12%和 10%。在开设微博的

党政干部中，占比最大的是县处级以下干部，占 66%，

其后依次是县处级 21%、厅局级 12%和省部级 1%；占比

最大的也是公安系统，达到 39%。政务微博从最初的

以信息发布为主，逐渐发展成集信息公开、舆论引导、

政民互动、为民服务等为一体的新媒体平台。我国政

务微博已进入务实应用发展的新阶段，今年，与民互

动、为民办事，成为政务微博的发展方向。从“粉丝”崇

拜到注重互动效果，从信息发布到公共服务与应用，全

国各地政务微博打响了“民生服务日”、“微博办事厅”

的品牌。各地区各部门的政务微博更加务实勤政，架

起了从“问政”到“施政”的桥梁，成为网络时代政府部

门通过新媒体听民意、聚民智、办民事的创新管理方

式，成为增强政务微博政策宣讲、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

价值的重要举措。

当然，也应看到，以政务微博为代表的社交网络在

电子政务中创新应用的同时，不可避免会存在一些问

题及潜在威胁，需要我们理性应对。首先，是网络安

全。这是全球性的问题。例如，有的网络黑客破译了

政务微博管理人员的密码，盗取包括奥巴马在内的政

要微博账号，甚至通过奥巴马账户发布信息：只要参加

某项调查，“便可获 500 美元免费汽油”。其次，我国的

政务微博依然存在地域上的不平衡和应用领域的不平

衡现象。有数据显示，截至 2012 年年底，开设微博的

党政机构地区分布占比中，浙江省所占比重最大，其次

是广东省、北京市。开设微博的党政干部地区分布占

比中，浙江省占比最大，其次是北京市和山东省。此

外，仍需要继续重视和完善政务微博的制度环境和法

律法规建设，进一步提升政务微博信息的真实性、完整

性和互动性。我们要让基于社交网络技术的微博平台

应用，切实推进电子政务在构建服务型政府中发挥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使政府

机关告别“官腔”，与更多

的“亲”和“盆友”们互动，

获得人民大众越来越多的

“顶”、“赞”好评。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
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博士
后工作人员）

“机器视觉就是用机器代替人眼来进
行识别、测量、判断等。机器视觉系统是通
过摄像头将拍摄对象转换成图像信号，然
后再交由图像分析系统进行分析、测量
等。”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模式识别国
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黄凯奇博士介绍：“机
器视觉是一项典型的跨学科任务，涉及到
光学、计算机视觉、模式识别、机器学习、人
工智能、统计学、认知心理学等等。”

机器视觉最早应用于工业制造领域。
通过机器视觉的自动识别功能，许多流水
线上具有高度重复性的检测工作都可以不
再依靠人来完成，大大提高了检测效率和
精度。黄凯奇介绍，机器视觉系统最基本
的特点就是提高生产的灵活性和自动化程
度。在一些不适于人工作业的危险工作环
境或者人工视觉难以满足要求的场合，常
用机器视觉来替代人工视觉。同时，在大
批量重复性工业生产过程中，用机器视觉
检测方法可以大大提高生产的效率和自动
化程度。

一个典型的机器视觉系统包括照明、
镜头、相机、图像采集卡和视觉处理器 5 个
部分。由于采集卡能更加迅速地传输图像
到存储器，且计算机速度不断加快，所以在
目前的机器视觉系统中，视觉处理器的应
用逐渐减少。图像采集卡在机器视觉系统
中举足轻重。比较典型的 PCI 或 AGP 兼
容的捕获卡，可以将图像迅速地传送到计
算机存储器进行处理。有些采集卡有内置
的多路开关，可连接多台相机，能控制采集
卡采用任意一个相机捕获的信息。

伴随着技术的发展，机器视觉的功能
也在不断扩展。黄凯奇说：“缺陷检测是通
过机器视觉手段来分析零部件信息，从而
判断其是否存在缺陷；测量是通过使用机
器视觉来对考察对象的尺寸、形状等信息
进行度量；人机交互是利用机器视觉工具
分析人或者其他机器发出的指令，从而实
现对机器的操纵；环境建模是对机器周围
环境进行感知建模，比如移动机器人对路
面环境进行感知建模等。”

“目前总的看来，机器视觉在工业电子
以及半导体行业应用还是最为主要的，如
PCB 板缺陷检测、IC 芯片缺陷检测等。交
通领域的应用如电子眼也较为广泛，其他
行业如制药中的药品成分分析、互联网中
的视觉计算广告、物流中的物品分拣等等，
都有机器视觉应用的影子。”黄凯奇说。

机器视觉——这“第三只眼”已在多个
领域展现出了比人眼更强大的功能。黄凯
奇表示：“机器视觉利用好了完全可以比人
做得更好，因为不同的人在观看时，信息得
不到充分和及时的交流，主观性也很强。而
机器视觉不仅计算功能强大，而且获取的信
息通过协同分析后得到的知识会具有‘极
高’的价值，尤其在其更趋于智能化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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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机器视觉“第三只眼”
本报记者 董碧娟

想记录眼前美景？不用再掏出相机或手机，只需一
句语音指令，佩戴的轻巧时尚的谷歌眼镜就能立刻拍出
眼前的图景；走在陌生的大街上，不用再查地图或问路，
只需将手机摄像头对准街道，诺基亚“城市万花筒”就能
将眼前的商店、餐馆和景点直接标注，覆盖显示在手机

图像上⋯⋯这些以往多是在电影中看到的画面，已成为
普通人可以触摸到的现实。机器视觉——这一“第三只
眼”正以巨大的能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专家，为读者解
密神奇的“第三只眼”

前沿
热点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越来越需要更
多的三维模型来实现对物体或环境的全
面掌握。“获得三维模型有两种基本方式，
一种是利用激光扫描仪，一种是拍摄照
片。但激光扫描仪的成本高，也有可能会
对样本带来一些损害。第二种方式的成
本小，而且在精度上也跟激光扫描仪相差
无几，因此成为了现在研究的一个热点。”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模式识别国家
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高伟博士一边展示
他们的三维重建照片，一边介绍。

高 伟 说 ，一 般 的 图 像 上 是 没 有 长
度、距离等深度信息的，而三维模型则
能更加全面、精确地记录环境，可以直
观呈现物体的位置、距离、姿态等。高
伟所在的机器人视觉团队研究开发的中
国古代建筑全自动三维重建系统，能够
实现全自动三维建模，即从底层图像处
理到生成最终的三维模型，全部自动实
现，无需人工交互。它对图像的拍摄方
式也无特殊约束和限制，只需手持自由
拍摄即可。在精度上，也与激光扫描精
度相当，精度小于 3cm/100 米，通过配备
更高像素数量的相机和长焦镜头还可以
实现毫米级重建。

此外，在实时定位与在线三维重建
方 面 ，机 器 视 觉 也 具 有 极 大 的 应 用 潜
力。高伟介绍了通过机器视觉在手机上
增强现实的原理，即将手机上摄像头读
取的视频作为输入，通过初始化、特征点
提取、动态模板特征点匹配、几何变化计
算阶段后得到视频每一帧中感兴趣区域
的位置。诺基亚手机的“城市万花筒”就
是一个应用实例。

高伟所在团队在视觉信息处理上的
突出创新能力，不断吸引着国际大企业
前来合作。“我们现在就正与诺基亚公司
进行合作，共同研究实时定位和在线三维
重建。目前，我国基于机器视觉的三维重
建技术在国际上可以说处于领先地位，应
用也是比较广泛的。”高伟说：“除了以上
介绍的，还能用在一些不太适合人工作业
的环境监测方面，像对露天煤矿的监测，
就是通过无人机对煤矿进行全方位拍摄，
生成三维模型来实时监测矿山的变化。
此外，也能应用于城市规划、数字媒体、三
维试衣、牙模制造等多方面。”

由于单纯依靠图像信息很难实现快
速、稠密的三维重建，高伟所在团队也在
深入研究将多种传感器信息相互融合进

行三维重建的方法。目前，他们已开发
出了利用单目视觉同步定位与地图创建
技术以及微软公司的 Kinect 设备（微软
公司开发的应用于 Xbox360 主机的周边
外设，集成一个彩色摄影机、一个红外摄
像机和一个红外投影机）的全自动场景
快速重建系统。这一系统对单帧视频图
像的处理时间小于 50 毫秒，可重建出稠
密的三维点云，能广泛应用于多种室内
场景，使用者可以随意自由拍摄。

在备受关注的美国政府公布的“大
数 据 研 发 计 划 ”（Big Data Re-
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itia-
tive）中包含一个旨在为机器建立视觉智
能的 Mind's Eye 项目。该计划称，传
统的机器视觉研究的对象选取广泛的物
体 来 描 述 一 个 场 景 的 属 性 名 词 ，而
Mind's Eye 旨在增加在这些场景的动
作认识和推理需要的知觉认知基础。总
之，这些技术可以建立一个更完整的视
觉智能效果。

由此可见，走在信息科技前沿的美
国已对机器视觉与大数据时代的互动关
系先知先觉。黄凯奇指出：“大数据时代
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特点就是‘大’。统
计学中的大数定律指出，当随机事件或
者试验在大量重复出现的条件下，往往
呈现几乎必然的统计特性。确切地说，
大数定律是以确切的数学形式表达了大
量重复出现的随机现象的统计规律性。

对于依赖数据规律的机器视觉算法来
讲，大数据无疑为人们进一步发现人类
的认知机理，实现更加鲁棒［鲁棒是 Ro-
bust 的音译，也就是健壮、强壮、坚定、粗
野的意思。鲁棒性（robustness）就是系
统的健壮性］的机器视觉算法提供了可
能。另一方面，随着机器视觉系统更加
鲁棒稳定，更加智能，它在收集、分析、处
理海量信息方面也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
用。简言之，机器视觉一边借大数据之
利不断发展，一边又靠技术的完善而反
哺大数据时代，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

然而，这种互动要想真正建立，还需
要加强技术和产业的双轮驱动。“国外在
上世纪 80 年代就已出现大量的机器视
觉产品，而我国机器视觉技术的应用始
于 90 年代末。虽然在过去 10 年有了长
足的发展，但目前绝大部分还处于追赶
状态，一个是技术上的积累与创新跟国
外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另外一个是国

内在应用创新上也存在不足，很多都是
跟随国外的应用案例或者通过代理相关
产品来实现模仿应用等。”黄凯奇表示。

目前，机器视觉在交通等多个领域
的应用仍相对单一，存在着多层面阻碍
其进一步产业化发展的因素。黄凯奇分
析说，首先在鲁棒稳定的机器视觉系统
方面，因为机器视觉技术涉及众多学科，
需要不同学科协同创新才能突破目前发
展的技术瓶颈。再一个就是标准方面，
目前大部分厂家为了自身的短期局部利
益都各自开发封闭的设备、协议、系统，
这对整个行业的发展极为不利。“如何破
除这种封闭状态的弊端，制定行业统一
开放标准是促进机器视觉行业形成大格
局、大产业的必经之路。”黄凯奇说。

“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关于机器视觉
刚需的创造。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
密集国家，大部分行业依靠的是低廉的
大量富余劳动力。而机器视觉与自动
化息息相关，因此如何一方面有效解决
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又高效推进机器视
觉相关自动化产品设备的推广使用，是
政府部门、企业需要面对的问题。”黄凯
奇表示。 （摄影/董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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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黄凯奇研究员在展示监测机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