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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轻的英国数学家图灵第一次在论
文“理想的计算机”中提出图灵机模型，到
麦卡锡正式提出“人工智能”这一概念，从
费根鲍姆等人研制出世界上第一个专家系
统程序 DENDRAL，到今天谷歌围棋计算
机程序“AlphaGo”在与韩国棋手李世石的
人机大战中胜出，人工智能迈过一个又一
个里程碑，如今已经整整走过 60年。

人工智能究竟离人类智慧有多远？机
器向人的迈进中遇到哪些挑战？对于人工
智能在某些方面的胜出我们该担心还是庆
幸？4 月 22 日，在由人工智能学会发起的
2016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大会暨人工智能
60 年纪念活动启动仪式上，《经济日报》记
者作了深入采访。

人工智能有多能

2015 年 ，一 款 人 工 智 能 应 用
“how-old.net”火爆朋友圈，只要上传一
张照片，系统就会猜出照片中人的年龄和
性别。这款智能应用仅仅用了 20 多行代
码去调用微软认知服务中的 API（应用程
序编程接口），就可以轻松实现。

“人工智能的趋势就是未来要像人类
一样看到世界、听到世界、理解世界。”
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芮勇说。对
此，微软发布微软认知服务，把一批 API
放在云上，希望第三方开发者能够很容易
地调用这些 API，写出更加智能的应用。
如今，已经有众多类似应用被开发出来，
人工智能在人脸识别方面的准确度已经超
过人类。

既然计算机可以识别人脸，是否可以
识别其他物体？计算机有没有能力像人一
样理解看到的图片？

事实上，在计算机领域有一个很重要
的比赛，就是要让计算机看一幅它没有看
到过的图片，告诉人们它看到了什么。这
些图片涵盖文字、车辆、动物等 1000 个
类别，有 120 万个训练样本，10 万个测
试图片。

“这对于计算机而言是相当困难的，
2011 年时，计算机的错误率是 25.8%。
但在过去的七八年里，深度学习使计算机
视觉的分类能力得到了飞跃性提高，把错
误率从 20%多降到 16.4%。去年底，微软
用 深 度 学 习 的 算 法 ， 把 错 误 率 降 到
3.5%。斯坦福一位博士把自己关在小屋
子里面认真学习了几个月，然后去参加同
样的比赛，错误率也只达到了 5.1%。”芮
勇说。

基于深度学习的算法，计算机如今不
仅能够准确识别图片中的桌椅板凳等物
品，还能找出这些物品的准确位置，甚至已
经做到了像素级别的精确分类。“也许对于
人类来说，这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情，但是
计算机看到的东西就两个，除了零就是 1，
能在零和 1 之间理解所有的东西，做到物
体的检测，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芮勇说。

人工智能除了在语音识别、图像识别，
包括在自然语言理解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
进步外，还在走向自适应的智能。“人工智
能的进步，让机器在不同的环境下能够自
适应地帮助人类。比如现在人们用的自拍
软件就用了很多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使
得拍照时不用考虑外部环境，机器会自动
实现噪声去除、光线补偿和画面优化。”芮
勇说。

三星电子中国研究院院长张代君表
示，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会带来新设备，
还会改造已有的产品和服务。家电设备智
能化后，冰箱不仅仅可以用来储存食物，
还会用大数据处理分析并提出健康饮食建
议，甚至进行通信和人机交互、厨房娱乐
等。语音识别改进后，每个人都可以有一
个智能语音生活助理；移动智能健康应用
进行大数据处理以后，每个人都可以有一
个智能健康生活助理。具有智能提醒功能
的个人智能助理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这
样的新服务领域，是人工智能带给人类的
红利。

人工智能已经战胜人
类智能了吗

谷歌超级人工智能系统 AlphaGo 在
与顶尖围棋高手李世石的较量中取得胜
利，是人工智能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显
示出人工智能在复杂的博弈游戏中开始挑
战最高级别的人类选手。

“在 AlphaGo 和李世石对弈之前，大
家的评测是一边倒的，很多人认为机器人
目前与人类还有很大差距，但 4∶1 的大比
分结果让人们大跌眼镜。有人甚至开始思
考，AlphaGo 战胜了李世石是否就代表人
工智能战胜人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
事长、科大讯飞轮值总裁胡郁说。

“实际上，对于围棋这样固定规则下的
完全信息博弈，计算机能打败人类是迟早
的事，因为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在不断提
升。”胡郁说，“让人惊讶的是，深度学习让
人工智能获得了颠覆性的成长，人们以为
会在 10 年到 15 年后才会有的事情，这么
快就发生了”。

与会专家介绍，人类目前下完的所有
围棋记录达 16万盘，但 AlphaGo在学习下
棋的过程中，自己又生成了 3000 万盘，没
有人记得住如此多的数据，但计算机可以，
因为它算得快、存得多。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
院院士李德毅分析，机器之所以能下赢整
盘比赛，是因为它突破了传统的程序，构建
了两道模仿人类思维的深度卷积神经网
络。第一道网络主要担当棋局态势的评
估，第二道网络评估如何落子。

“计算机在战胜人类的过程中，使用了
和人类不一样的方法，把感知能力、强大的
运算能力，与搜索的方法很好地结合起来，
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胡郁说。

即便如此，也不能代表人工智能已经
战胜人类智能。芮勇表示，人类和人工智
能各有强弱之处。“如果从记忆力和计算能
力上来讲，人类拼不过计算机。单纯背一
个圆周率π（3.1415926⋯⋯），没有人能

背得过计算机。但是要论创造力、抽象能
力和发明的能力，人工智能远远比不上人
类。人工智能的下一个 60 年，需要把人类
和机器二者擅长的地方相结合，这样人类
会拥有一个更加增强的智能。”芮勇说。

人工智能下一步棋怎
么走

计算机的运算能力和存储记忆力已经
完胜人类，甚至在感知能力，如听觉、视觉
系统构建上，也取得了飞速发展，但是在认
知智能上，计算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大脑科学深度的研究有利于人工智
能再认知方面的突破。胡郁介绍说，“人的
大脑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系统，计算机深度
学习的基础深度神经网络就是来自于人脑
的启发。但人类对人脑的认识还不够，深
度神经网络与人脑的真正神经网络相比还
存有很大的差距。从这方面寻求突破需要
很长的时间”。

“当前微软、IBM、Google 等则走了不
一样的道路，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了巨大
成绩，全依赖于现在工业上所使用的弱人
工智能的方法，利用大数据寻求认知智能
的突破。”胡郁说。

在大数据的背景下，人工智能需要改
变传统发展思路，应该更加注重学习。李
德毅表示，人工智能的核心不仅仅是算
法。传统的思路认为，软件等于程序加数
据，程序是最重要的，把数据放到程序里，
进而形成人工智能。然而，随着大数据的
发展，要形成数据驱动的人工智能，用记忆
认知、技术认知和交互认知形成决策脑，才
会出现当前人工智能井喷的局面和灿烂的
前景。

除了要充分利用大数据的优势发现新
的应用，开疆拓土，还需要更多地研究小数
据。香港科技大学冠名讲座教授、国际人
工智能学会 FELLOW 杨强表示，未来人工
智能的成功并不一定需要大数据，小数据
是否也可以让人工智能成功？这是发展人
工智能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除了软件方面的突破，人工智能的实
现显然还需要更多的硬件支持。张代君表
示，人工智能不可能“平地起高楼”，它仰赖
配套的基础设施。“计算机的运算与控制核
心是 CPU（中央处理器），随着人工智能的
发展，我们是否需要专为人工智能而生的

‘APU’（人工智能处理器）？”
实际上，这样的深度学习所需专用芯

片，已经在一家新生企业寒武纪中诞生。
寒武纪科技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陈天

石介绍说，“现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成功的
全部应用都是基于通用处理器，如 CPU 或
者 GPU 处理器。但是，使用通用处理器去
执行智能负载，效能比很低。5 年前，谷歌
大脑项目耗费了 7 天时间，动用了 1.6 万个
CPU 训练猫脸识别的模型。而今，中科院
计算所研发的寒武纪专用芯片，其性能功
耗比可达通用芯片的数百倍以上，而且今
后还会进一步提高”。

陈天石表示，在未来的智能时代，不
管是云服务器还是终端计算机设备，可能
都需要像深度学习这样的专用处理器，它
不会去替代从前已有的通用芯片，但是会
专门处理智能任务这样重要又及其特殊的
领域。

人工智能面临怎样的
挑战

人工智能经历了 60 年的发展，尤其
最近 10 年间，其语音识别、手写文字识
别、人脸识别这样的传统识别技术，在大
数据的引导下已经逐步商业化并形成了一
个很大的风口。“虽然人工智能在 60 年间
经历了三次发展高潮，但因没有标准化，
人 工 智 能 的 发 展 还 处 于 比 较 初 级 的 阶
段。”张代君说。

百度深度学习研究员徐伟指出，人类
智能的核心，是自我学习和创造的能力，这
方面恰恰是现在人工智能系统的短板。

人工智能的进步，往往依靠大量数据
的“投喂”。为了让机器认出一只猫，动辄
需要准备成千上万只猫的图片。这种学习
过程，显然和人类的学习方式相去甚远。

“人工智能还很难从少量标注数据中学
习。”徐伟指出。

相比人类而言，人工智能在某些方面
还显得相当“笨拙”。谷歌的自动驾驶车，
目前已经行驶了数百万公里，还是没法实
现彻底“自主驾驶”；而开车里程 1000 公
里的人类驾驶员，便算得上“老司机”，可以
游刃有余地面对路上的突发情况。

即便当前人工智能十分引以为傲的
AlphaGo，也存在很多缺陷。李德毅指出，
从技术上说，AlphaGo 的卷积神经网络有
太多的学习参数，在学习中不能保证算法
是正确的。此外，还有非常直观的不足表
现在，AlphaGo 程序还没有手、没有眼睛、
没有感受和行为能力，下棋时还要有一个
助理员拿棋子。它还没有情绪和情感，不
能现场分析对手的心理状态，不能够现场
和对手展开心理战，缺少交互认知的能力。

虽然 AlphaGo 的成功震惊世界，但李
德毅还是对 AlphaGo 提出几点假设：如果
让 AlphaGo 和李世石再下一次，AlphaGo
能不能复盘？在比赛之前以及比赛之后，
AlphaGo 的程序变了没有？如果 AlphaGo
从此以后不再跟高棋手下棋，AlphaGo 的
程序水平会不会降低？

“AlphaGo 的学习能力很强，因其是
我们围棋手教出来的。因此，我认为人工
智能深度学习发展至今，不管是卷积神经
网络还是其他的神经网络学习方法，都不
是人工智能的终结者。未来，围棋机器人
要发展成为人类的伙伴，他们有智慧、个性
和行为能力，甚至还有情感。”李德毅说。

“尽管人工智能当前遇到很多挑战，但
未来，机器人给人类带来的影响将远远超
过计算机和互联网在过去几十年间对人类
的影响。人工智能已经在改变世界，曾经
的很多工作岗位都将被机器人替代，但同
时又自然地涌现出新的工作岗位。人类应
该善于更好地调教帮助机器人，利用机器
人的优势，弥补机器人的不足，用新的机器
人淘汰旧的机器人。机器人一定会让人类
自身更智能，各色各样的机器人为我们迎
来了人与机器人共舞的新时代，在这样的
时代，人类始终是领舞者。”李德毅说。

人类迎来与人工智能共舞新时代
——人工智能六十年记

本报记者 杜 芳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触觉以及传感器等技术的
迅速发展，机器人的智商不断提高，灵巧性、柔变性、
智能性越来越好，所能胜任的工作范围不断扩大：不
仅能干程序性体力活，在复杂的智能领域也开始崭
露头角；不但可以替代手工操作，还可以替代脑力劳
动。人们望着这些干活又快又好、不知疲倦的家伙，
难免担心哪天饭碗不保。

程序性工作是机器人的拿手好戏

忽如一夜春风来，身边不少工作岗位已换上机
器人，从物业保洁到餐厅服务员，从大型表演中的群
体伴舞到医院里的医疗诊断，机器人正全面走进人
们的生活。不难发现，机器人的喜好主要集中在程
式性工作和智能性工作上。

程式性工作是机器人的传统优势项目。受软件
程序驱动，工业流水生产线上的程式化工作机器人
可以胜任许多工作：切割、焊接、装配、喷漆，、包装、
搬运等，相比人类，它们不怕脏、不怕累、不怕危险，
尽其所能做到至善至美、无可挑剔。

近年来，智能性复杂工作也被机器人盯上。像
智力抢答、下象棋等脑力劳动，智能机器人都能够胜
任。以往，根据现场情况作出选择和判断是机器人
缺失的一环，进入物联网、大数据时代这个问题迎刃
而解：大数据能够告诉机器人以往人类的经验，物联
网和传感器能延伸机器人的神经感知系统，这样机
器人就具备了学习能力和自主判断能力。不久前，
谷歌的人工智能程序“阿尔法围棋”就在比赛中战胜
了欧洲职业围棋冠军。智能机器人综合智力正在接
近人类，越来越精密、精致、精灵化，其灵活度、准确
率和自主判断能力与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复
杂的专业技术工作上，机器人也不甘落后，例如判断
医学X光片的准确率可达98%以上；在其他如文书等
许多常见工作中，智能机器人也可胜任。

当然，机器人还不完全具备情感、个性、意识、道
德等人性，也不具备创新创意创造能力，这决定了它
们还难以企及艺术设计、感情陪护等个性化创意性
工作领域。

积极应对机器人代工的挑战

随着技术进步，机器代替人成为一种趋势。从
原理上讲，普通机器人属于工具型，是对人手脚运
动器官的延展；而智能机器人是对大脑的延伸外加
对手脚的替代。如今的机器人不仅可以轻易取代

“蓝领”岗位，还盯上了很多“白领”岗位。有专
家预测，未来30年内，现有50%的岗位或被机器人
取代。智能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不仅是抢人饭碗这
么简单，还会引发人类社会深刻的变化，需要及早
作出妥善应对。

以往历次工业技术革命初期带来的工人失业，
很快会被新出现的岗位弥补并反超。同理，伴随机
器人自动化效应，也会有新的岗位出现。当然，这
需要人们学习新技能、增强创新创意、人际交往和
团队合作能力等，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找到
新的调适方式。

尽管如此，智能机器人革命所带来的挑战可能
出乎意外：一是智能机器人迅速发展所新增的就业
机会可能少于所取代的岗位；二是人类将面对寻找
生活意义的“极大挑战”——工作不只为求得温饱，
也为找到生活的意义。进入智能机器人时代，如果
工作不需要你了，休闲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该如何寻
找自身定位和生活意义？

此外，有科学家还担心机器人智力超过人类，尤
其担心人工智能自行设计、自行发展，会给人类社会
带来难以预料的危险。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曾表
示，与其担心谁来控制人工智能的问题，人类更应该
担心的是，人工智能到底愿不愿意受人类控制。这
意味着，既要充分发挥机器人服务人类社会的正能
量，又要防患于未然，将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控制在
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总之，机器人是人类创造出的新一代生产和服
务工具，可以取代人力完成许多工作，造福人类社
会。我们掌握好机器人的性能特长，就可以将其安
置在合适的工作岗位上，集中精力专注做好机器人
难以企及的工作。这其中重要的对策之一，是有意
识地调整教育专业方向，优化人才培养结构；个人也
应有针对性地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采取积极的应
对措施化解消极因素。

（作者单位：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机器人会夺走

你的饭碗吗
陈庆修

4月 22日，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大会上，与会专家热烈讨论。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人类更好地工作生

活，图为海尔公司研发的海贝管家机器人。

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应用广泛，逐步

商业化并已形成风口。图为芜湖瑞思机器

人公司生产的四轴并联机器人。

人工智能打造了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

环境，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体验。图为普

华永道数字化体验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利

用人工智能技术做数字化测试。

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应用广泛，很多

产品可代替人工作业。图为天津大学黄田

教授研发团队研发的高速并联机器人。

在中国科协组织的“双创”展览上，来自清华的

创业团队正在展示提供虚拟现实家装的 VR 产品。

良 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