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智能音箱似乎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新风口，但加入了人工智能后，究竟可

以做什么——

智能音箱是生活中的“大玩具”吗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品展览会（IFA）
一向是全球时髦电子产品“扎堆”亮相
的大舞台，在9月1日开幕的本届IFA
上，智能音箱成为亮眼的主角，包括松
下、索尼和被三星收购的哈曼等诸多厂
商都发布了自己的新品。
智能音箱风生水起，亚马逊的“爆

款”产品Echo功不可没。上市两年，
Echo的销售量超过1000万台，意味着
每8个美国家庭就拥有一台Echo，投资
机构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甚至将它称
为继 iPad之后“最成功的消费电子产
品”。随后，谷歌、苹果、脸书等著名企
业的智能音箱产品纷纷亮相，有机构甚
至预测，智能音箱在 2020 年将覆盖
75%的美国家庭，达到9420万台。
在国内，科技巨头和人工智能创业

公司同样开始着手在这一市场布局。
阿里巴巴发布了“天猫精灵”，科大讯飞
和京东合资成立灵隆科技，并发布了
“叮咚音箱”，联想推出了“联想智能音
箱”，小米推出了“小米AI音箱”，有谷
歌投资背景的创业公司出门问问也发
布了“问问音箱”……“中国市场能够复
制亚马逊Echo的成功，智能音箱在中
国肯定能达到千万级的出货量。”灵隆
科技CEO魏强颇为乐观。
智能音箱似乎已经成为炙手可热

的新风口，但加入了人工智能后，究竟
可以做什么？回顾智能硬件成长史，从
智能手环到智能路由器，种种尝试打造
智能硬件入口的举动不是“雷声大雨点
小”就是中途“折戟沉沙”，智能音箱的
命运会有所不同吗？

“够聪明”才会“好用”

与普通的蓝牙音箱相比，智能音箱
到底有什么特别？记者实际体验后认
为，如果说蓝牙音箱像个工具，智能音
箱则更像个助手，听音乐、查天气、定闹
钟、控制智能家居设备……这些功能已
经成为智能音箱的“标配”，而且它们都
是通过语音交互来完成的。
如果你曾经使用过苹果的语音助

手“Siri”，一定对“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
的答案呢”的回答耳熟能详。但对于只
能用语音来控制的智能音箱，消费者显
然对这样的回答并不满意。因此，智能
音箱是不是好用，完全看它是否够“聪
明”。比如说，当你要它“播放一首不同
的歌曲”，它一定不会给你播放一首名
叫《不同》的歌。
从实际体验看，因为有人工智能的

算法支持，智能音箱对语言的理解让人
惊讶，无论是问“今天热吗？”“今天会下
雨吗？”还是“今天气温是多少摄氏
度”，市场上的主流智能音箱均能理解
这是在询问天气，并可根据不同的问法
来优化答案。阿里人工智能实验室负
责人陈丽娟表示，中文语音交互难点在
于中文的语义理解，人工智能的算法支
持让中文语义理解引擎能够对常用的
定时、提醒、天气、购物等语言内容优
化。“天猫精灵仅在天气预报上就能够
理解786种中文问法。此外，对北方语

言的儿化音，小朋友的叠字，包括吞字、
缺字、口头禅，这些都可以通过深度机
器学习来优化。”
“够聪明”的智能音箱还具有一些

意料之外的功能。比如，天猫精灵可以
直接与用户的支付宝账户打通，利用声
纹识别为手机充值，并可以通过拨打电
话帮助寻找用户的手机，问问音箱则在
多轮交互上表现良好，比如同样是问天
气，就可以直接问“北京天气如何？”“那
石家庄呢？”“那后天呢？”它都知道你在
询问天气。
此外，考虑到用语音控制且门槛低

的特性，智能音箱还把不识字不会操作
智能手机的儿童也视为其目标用户。
讲故事、唱儿歌、说笑话……大部分智
能音箱具备了种种与儿童互动的功
能。小米AI音箱甚至专门设计了一个
“听听它们怎么叫”的功能，当你询问
“大象怎么叫”，它就会播放出大象的
叫声。

语音交互“演兵场”

智能音箱能够实现的功能颇为丰
富，但做一款畅销的产品，并非巨头们
集体入局这个市场的最主要原因。“互
联网或语音技术公司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们的算盘是用智能音箱来推广自己
的语音交互技术。”人工智能服务商思
必驰首席市场官龙梦竹说。
的确，如果说智能手机的触摸屏改

变了人与智能设备的交互方式，那么语
音交互则被认为是下一代人机交互方
式，智能音箱就是语音交互的第一个入
口级产品。出门问问创始人李志飞表
示：“人工智能和语音交互是灵魂，但需
要为灵魂找个载体，尽管这个载体不见

得就是音箱，但智能音箱相较之下最容
易推广。”
智能音箱其实是科技巨头们语音

交互技术的“演兵场”，如果有一天人们
抛弃了手机换了新的智能设备，语音交
互技术将更有用武之地。也正因如此，
包括科大讯飞、图灵机器人、思必驰等
语音识别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头部企
业也纷纷参与到这股热潮中，比如联想
智能音箱的语音技术来自图灵机器人，
天猫精灵的语音技术来自思必驰。
不过，想要演练技术，也要消费者

“买账”。借鉴亚马逊Echo一代售价
179.99美元，二代售价49.99美元的降
价经验，国内智能音箱定价都不高，叮
咚TOP售价399元，天猫精灵X1售价
499元，小米AI音箱售价299元，价格
最高的问问音箱Tichome售价649元，
小米公司联合创始人王川表示，这样的
定价策略，就是要降低用户的试错成
本。“因为这是新品类，普通用户并不知
道它到底能干什么，或者到底能不能像
演示的一样好用。定价太高，消费者就
难以下决心尝试。”
对于消费者来讲，价格之外还要

考虑是否有用。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内容和生态。这也正是巨头们的优势，
拿音乐版权来说，天猫精灵依靠的是同
属于阿里巴巴旗下的虾米音乐，但对于
创业公司来说，通常只能选择百度音乐
作为音乐来源。在生态打通方面，就像
Echo牵手微软以将Office系列纳入其
语音交互支持的范围一样，旗下拥有
自己智能硬件生态链的小米，智能音箱
显然更容易连接种种“兄弟硬件”，天猫
精灵与淘宝电商平台打通，能准确回答
类似“我的快递到哪儿啦”这样的
问题。

简单复制不容易

复制Echo的成功并不容易。海知
智能CEO谢殿侠坦言，中美两国的生
活场景差异很大。“在美国，Echo的使
用场景多是在厨房，美国家庭主妇本来
就有做饭时听音乐或听新闻的习惯，当
然也是因为美国的烹饪方式和中国的
煎炒烹炸相比更安静，适合收听，因此
音箱在美国一直属于大的消费品类。”
中美两国用户对智能音箱的了解也不
同，出门问问曾在中美两国做过用户调
研，美国80%的受访者知道智能音箱，
但国内受访者对此的知晓率只有15%
到20%。
李志飞还坦言，当今的智能音箱市

场还要谨防急功近利。“支撑智能音箱
的人工智能演进需要时间，但在中国市
场做什么事都特别快，这种快和慢形成
了矛盾。”有业内人士也透露，有些小的
智能音箱厂商就是买一个语音识别服
务授权，然后攒出一款音箱，“用户体验
极差，用户尝鲜后发现不好用，这也极
大地伤害了市场”。
此外，智能家居所面临的标准不统

一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美国的智能家
居行业有统一的标准协议，Echo可以
直接接入各种智能家居设备，但国内基
本还是由一个个巨头牵头的孤岛，自己
打天下。魏强表示：“巨头们虽然都声
称开放，但彼此不打通，过去两年这种
割裂是智能家居行业停滞不前的重要
原因，智能音箱的发展也受其影响。”
由此可见，厂商们梦想很丰满，但

智能音箱能否打破“大玩具”命运，新鲜
劲儿过了就会落灰，眼下看来还是未
知数。

取消长途漫游费，“提速降费”路还长
安 之

从9月1日起，与手机用户相伴20
多年的手机国内长途漫游费正式“挥手
作别”，作为“提速降费”的重要一步，比
三大运营商的原计划提前了一个月
实现。
取消长途漫游费，对老百姓到底会

有什么样的影响？一方面免费接听电话
的范围扩大了，国内所有语音通话都可
以免费接听，另一方面在异地拨叫电话
的费用降低了，即使在外地拨打电话，通
话的资费标准也和本地语音通话资费保
持一致。此外，此次取消长途漫游费会
自动生效，用户不需要去营业厅申请。
截至2017年7月份，全国移动电话

用户总数达13.7亿户，从这个数字看，
取消长途漫游费应该影响不小，但消费
者的表现却显得相当淡定。这份淡定
不仅来自于此前运营商推广的大量“长
市合一”的4G套餐，南京公司职员李晶
告诉记者：“自从有了4G用上新套餐

后，我的手机账单里早就没有长途漫游
费这一项了。”“淡定”也来自于用户消
费习惯的变化，如今大量语音通话通过
微信、手机QQ、陌陌等即时通信工具完
成，这些通话不涉及长途漫游费。来自
三大运营商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至
6月份，语音业务收入在电信业务收入
中占比降至19.4%，比上年同期回落7.1
个百分点，“打电话”早已不再是三大运
营商的收入“大头”。
“长途漫游费取消了当然好，像我妈

这种2G用户，到外地也可以不用争分夺
秒地打电话了。不过对我来说，即使用了
4G套餐，每月的手机话费还在上升，其中
最大的一块支出就是数据流量费，现在我
最希望的是流量费能够便宜一点。”李晶
的话，似乎代表了广大消费者的心声。
但数据流量真的贵吗？如果仅以

流量单价来看，这几年降价的力度不可
谓不大。来自国资委的数据称，近两年

来，移动宽带资费水平下降了65%，三
大电信运营商累计向客户让利超过了
1226亿元。中国移动表示，2015年以
来移动手机上网流量单价下降超过
60%；中国电信也表示，手机流量平均
单价两年累计下降57.4%。
降价幅度如此之大，为什么消费者

的手机费支出还在上升呢？通信业专
家、飞象网总裁项立刚表示：“价格方面，
以前每兆流量大概是7元到8元钱，目前
平均下来也只有几毛钱。但与此同时，
消费者的数据使用量也在飞速提升，现
在手机游戏、移动视频等重流量应用都
在快速增加，一个用户过去一个月可能
几十兆流量就够用了，但现在要几百兆
甚至1G到2G才够用。”的确，武汉网络
工程师曹少刚表示：“3年前，我每个月
300兆流量都用不完，但现在一个月怎
么也要用个4G到5G流量，最后所幸办
了一个每个月99元不限量的套餐。”

的确，今年上半年，三大运营商移
动数据及移动互联网业务收入实现
2746亿元，同比增长29.6%，数据使用
量依然在保持着高速增长。
用得多，花得多。尽管语音通话的

长途漫游费取消了，但数据流量依然分
为“本地”和“漫游”，这也让不少消费者
“头疼”。曹少刚告诉记者：“我以为‘不
限量’的意思就是随便用，但后来才发
现，不限量是指本地流量，一旦到外地使
用，就要用‘全国流量’，我的套餐里只包
含1G免费全国流量，如果出差的天数
多，还是不够用。”北京一家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师陈玮琪也表示：“现在我的套餐
基本上是本地流量用不完，但国内流量
不够用，只能买流量包。套餐里的流量
可以累积到下个月，但流量包有效期只
有30天，每个月都要重新买。”
数据流量费能否“不漫游”？从这

个角度看，“提速降费”依然在路上。

前不久，深圳某银行
网点堵截一起利用他人身
份证办理银行卡事件。一
名男子来到该网点冒用他
人身份证开户被工作人员
发现，承认自己被不法分
子怂恿，以400元的报酬
答应冒用他人身份证开一
张银行卡。
生活中类似的事件还

有很多。日常，人们在银
行等金融机构开户、存取
款时提供的个人身份信息
和交易信息都是个人的重
要金融信息。如果出现与
这些信息有关的不当行
为，不仅会造成个人的金
融信息泄露，还有可能导
致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那么，到底哪些个人

金融信息是受保护的呢？
中国人民银行曾发布《关
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做好个
人金融信息保护工作的通
知》，其中明确了个人受保
护的金融信息包括：个人
身份信息，如姓名、性别、
国籍、电话、地址等；个人
财产信息，包括收入状况、
有几套房、有没有车、公积
金每月缴多少等；个人账
户信息，包括账号、余额、
开户行等；个人信用信息，
包括信用卡还款情况、贷
款偿还情况以及其他能够
反映个人信用状况的信
息；个人金融交易信息、个
人消费习惯情况等。
目前，虽然还没有专

门针对个人金融信息保护
的法律，但在银行法、证券
法和保险法中都有相关条
款，要求对个人金融信息
保密，不得出售或非法提
供给第三方或者他人。
对此，金融机构建立

了防护措施，采取了一些
高科技手段，如人脸识别等。对金融机构系统内的个
人金融信息，同样也设立了“防火墙”，防范外部非法入
侵盗取信息的行为，保护人们的金融信息安全。
在金融业虚拟化和网络化程度不断提升的今天，

个人金融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除了金融机构
要继续加强个人信息安全管理外，金融消费者也应该
增强防范意识，积极采取保护措施，确保自己的个人金
融信息等隐私不受侵害。
首先，自己的身份证件和银行卡要保管好，千万不

要借给他人使用。部分金融消费者在他人劝说下将本
人身份证借予他人使用，或将银行卡借用、租用甚至转
卖给他人使用，这可能会助长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更
会损害自身信用，给自己带来严重的风险隐患。
其次，在日常生活中，不要随意向他人透露自己的

金融信息、财产状况等，以免被犯罪分子盯上。办理银
行、证券、保险等相关金融业务时，不要委托不熟悉的
人或者中介代办，谨防个人信息在此过程中被盗取。
另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人们常常使用身份证

复印件办理各类业务，在提供给对方复印件时，一定要
在上面注明用途，如“仅供申办XX信用卡时使用”，用
途要写得清晰明确，以防复印件被挪作他用。
还有一个被反复提及、但大多没有引起重视的一

点是：不要随意丢弃刷卡签购单、个人对账单和存取款
凭条等。这些单据上面隐含了个人金融信息，随意丢
弃有被不法分子抄录和破译的风险。
另外，如有长期不使用的银行卡，应先去银行注销

账户，然后再剪卡丢弃。如果只对卡片作剪卡处理，相
关账户仍然记录在个人名下，并未真正注销。如不做
任何处理直接丢弃，容易造成银行卡账户信息泄露，如
卡号、磁条信息泄露，甚至可能遭遇损失。在任何情况
下，都要警惕向自己询问个人金融信息的电话、邮件、
手机短信等，也尽量少在网络上留下个人的金融信息。
这类保护个人金融信息安全的“小贴士”很多，关

键是要养成良好的自我信息保护习惯。毕竟，个人的
金融信息安全和资金安全，还须自己把好第一道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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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智能音箱也有自己
特有的功能，阿里巴巴的智能

音箱“天猫精灵”支持声纹识

别，可以直接用语音控制，为手

机充值。

左下图：智能音箱与智能
可穿戴设备连接，“指挥”消费

者锻炼身体。

右下图：消费者对智能音
箱的聪明程度颇为好奇，图为

消费者体验“问问音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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