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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 磊

近日，山东省枣庄市涧头集镇农民把收集到的 1万多个
废旧轮胎制作成各种栩栩如生的卡通造型，既为环保做了努
力，又为乡村游增添了乐趣。

图为11月19日，在山东省枣庄市涧头集镇，孩子们在用
废旧轮胎制成的“恐龙”前玩耍。 新华社发 孙中喆摄

废旧轮胎“变身”卡通造型

拍摄、修图、分享……现在智能手机拍摄照片

的方便快捷，让人们越来越远离摄影的“长枪短

炮”，如果说五六年前，旅游时配备专业的相机还是

首选，那么现在一个手机就解决了大多数需求。

近日，尼康巴西官网发布公告，正式彻底退出

巴西市场，以后巴西不再做相机销售，仅保留售后

服务。而不久之前的 10 月 30 日，尼康中国正式对

外宣布停止位于无锡的子公司——尼康光学仪器

（中国）有限公司（下称 NIC）的经营活动。

小型数码相机地位尴尬

NIC成立于 2002年，公司的主要业务是数码相

机以及数码相机用组件的制造。公告显示：“由于

智能手机的崛起，小型数码相机市场正在急速缩

小，NIC 的开工率也显著下降，持续运营变得非常

困难。”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李建

刚博士从 2013年左右开设手机摄影的相关课程，11

月 17日，他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尼康、佳能等品牌

的小型数码相机基于多年专业基础，与智能手机相

比其实还是存在一定优势的，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

用户来说，智能手机的相机功能已经能满足绝大部

分拍照需求。

“当前很多智能手机把产品卖点转向如何拍得

更美，在‘拍照’二字上下足了功夫。”易观国际分析

师王盈认为，今年下半年全屏手机流行，更加剧了

对小型数码相机的冲击。全屏智能手机在外观上

不仅美观，还具备上传、分享等功能，同时还能云端

打印。

“低端卡片机的未来不容乐观。”王盈说，随着

消费升级，低端卡片机市场会越来越消沉，尼康关

闭了无锡的工厂就是市场信号。

行业压力日益明显

面对智能手机的快速迭代，尼康关闭 NIC，工

信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数字文化工作组组长包冉

认为，这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果。

包冉介绍，NIC去年的总产量为 175万台，宣布

停产前，其开工率已经低于 30%。根据尼康 2017财

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其净利润亏损 8.31 亿日元，

而上年同期盈利为 187.1亿日元。

今年 2 月，日本国际相机影像器材工业协会发

布了 2016年度的数码照相机（不含摄像机）、镜头产

量的出货量数据，从数据来看，从 2014 年到 2016 年

这三年，相机和镜头的产量和出货量都依次递减。

作为相机发烧友，包冉 11 月 17 日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如果不是专业采风，自己已经很少大包小

包地携带相机装备。他介绍，约两年前数码相机行

业市场已经开始萎缩。

李建刚认为，目前智能手机正在蚕食数码相机

的业务领域。他介绍，早在几年前，部分图片图像

分享社区的统计就显示，用手机拍摄照片的用户已

经超越使用相机的用户，现在越来越多的用户喜欢

将自己的摄影作品在网络上分享，手机摄影逐渐得

到重视。如时代杂志、纽约时报等也开始在重要位

置使用摄影师用 iPhone拍摄的新闻作品。

重压之下开拓多元业务

多份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数码相机领域仍是佳

能、尼康、索尼三足鼎立的局面。包冉介绍，截止到

去年，我国数码相机行业市场份额中尼康占 25%，

佳能占 39%，索尼占 13%。

其中，佳能、索尼两家的业务仍保持持续增长。

佳能发布的 2017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其营业额达到

9944.9亿日元，同比增长27.7%。索尼发布2017财年

第二季度财报也表明，二季度营收同比增长22.1%。

包冉认为，技术的革新推动着产品进一步改造

着用户的需求，面临解构并且重构的市场主流产品

形态，单一的垂直产品供应商往往面临巨大压力，

这时候如何灵活转身是关键。

而与尼康相比，佳能的业务体系更加多元。如

液晶电视、OLED 电视、等离子电视等，都是佳能的

业务范围。此外，在办公领域，如传真机、打印机

等，佳能也占有不小的市场份额。

索尼今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得益于 PlaySta-

tion 等游戏及网络服务业务的强劲表现，整体业绩

好于预期，并创下自 1998年以来的最大收益。

在 2016 年，莱卡与华为合作，选择将光学技术

专利与智能手机结合。包冉说，三星虽然早早退出

民用相机领域，但其在手机领域的份额却不容忽

视，如果将三星手机的市场占有率折算为相机市场

份额的话，那无疑是业界翘楚。

李建刚也表示，面临行业的变革，企业巨头们

往往更需要有勇气和智慧的决策。

智能手机时代 数码相机“寒冬”寻出路

本报记者 翟冬冬

小蓝单车陷入了困境。对它来说，这个冬天可能不可

逾越。

其创始人前不久发了一封公开信，细数自己犯下的那些

错误。通篇看来，“天时”“地利”和“人和”，小蓝单车似乎一

样都没抓住。它抱着颠覆共享单车市场格局的野心而来，又

带着什么都没改变的失落黯然退场。

只是，小蓝单车的倒掉，一点都不稀奇。

在它之前，已有不少共享单车企业关门大吉。细究起来，

小蓝单车和它的“前辈们”并没什么不同。人们之所以还愿意

多说几句，不过是因为小蓝单车好歹有一定知名度——它一度

做到了共享单车领域的“老三”，它的车被公认为“最好骑”。

但没用。说是“老三”，它的市场份额和一、二名相差颇

大；说好骑，找不到的车，怎么让人去体验传说中的“好骑”？

笔者还记得，今年三月，小蓝单车联合创始人和摩拜联

合创始人出现在同一场活动中。前者杀气腾腾，说“先赢不

算赢”；后者温婉一笑，说“唯快不破”。小蓝单车以为自己还

有时间慢慢追赶，却不料风口已过、大局已定。它进入一个

寡头市场，背后没有“金主爸爸”；为了用户体验，单车成本居

高不下；资金不足，其单车又难以全面铺开……

来得晚了，钱花得快了，公司方向错了……小蓝单车失

败的启示，网上已经有了一箩筐。只是，成功的创业都是相

似的，失败的创业，则各有各的“坑”。

创业者可能栽在任何环节。产品、融资、运营、宣传……

是的，一旦开始创业，每一天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连

比尔·盖茨都说，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 18个月，何况是小型创

业公司？

创业不是“请客吃饭”，是真真正正要跌跤流血的。创业

成功率十不足一，失败者才是大多数。眼见他起高楼，眼见

他楼塌了，可以叹一声“遗憾”，但也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

现在，江湖上流传着太多“一战成名”“一夜暴富”的故

事，但人们常常忽略了创业路上那些屡战屡败的连续创业者

和拥挤赛道上那些半途出局者。正所谓“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创业的成功，赌的是那极其微小的概率；

而失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创业场中才是常态。

也不必对创业失败者报以冷眼和嘲笑。他们常能爬起

来，收拾好心情，用百分百的激情，投入下一轮创业。他们不

会被一次两次的失败打趴下，因为他们总是蠢蠢欲动，想改

变些什么。

小蓝单车的倒掉，并没有什么稀奇。但请相信，对敢想

敢拼者来说，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论小蓝单车的倒掉
失败是创业场中的常态

索菲亚不是人，她只是个很聪明的机器人；索

菲亚又是“人”，不久前，她被沙特授予公民身份，加

入人类籍。

索菲亚很友好，与人谈笑自如，甚至还会眼神

交流，并在 MV 里与歌星王力宏“结了婚”；索菲亚

又很“恐怖”，声称未来目标是想去上学，成立家庭，

并——毁灭人类。

无论这句话是调侃还是隐喻，设计出她的人

类，尴尬了。

在近日召开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伦理与法律

的关键科学问题”的香山科学会议上，中科院科技

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李真真举索菲亚的例子，是

想提出一个问题：在技术高歌猛进的同时，人工智

能不断模糊着物理世界和个人的界限，不断刷新人

的认知和社会关系，延伸出复杂的伦理、法律和安

全问题，但相应的规范和制度设计还存在盲区，这

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我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可谓与世界发达国家

‘同步’，但伦理和法律研究则严重滞后，这种‘缺位’

会制约我们未来的发展。”李真真说。

为构建一个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伦理和法律

环境，来自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

者和产业界人士聚集在一起，尝试跨越学科的鸿

沟，寻找共同的交集，研讨人工智能最基本的问题。

伦理道德法律框架设计滞后伦理道德法律框架设计滞后

人工智能火了人工智能火了，，人类有些尴尬了人类有些尴尬了

人工智能火了！人工智能牛了！很大程度归

功于近年来一只不断进化的“狗”——阿尔法狗

（AlphaGo）。

中科院院士张钹简单分析了人工智能发展的两

条路径：一是符号主义，即从信息处理的宏观层面去

模拟智能；二是连接主义，即从网络介观层面去模拟

人类行为。当人工智能的开拓者提出上述方向时，

不少人认为不可能，但事实证明这两条路都行得通。

“人工智能第一次震撼，是IBM的‘深蓝’程序打

赢国际象棋冠军，这是用计算机模拟人类下象棋的

理性思考过程，证明了符号主义这一条路走得通。”

张钹说。

人工智能第二次对人类的“暴击”，是基于神经网

络的深度学习，AlphaGo抛弃了传统围棋程序的编程

方法，创造性地利用机器学习，来获取下棋的经验与

直觉，结果战胜世界围棋冠军。“更值得注意的是Al-

phaGo Zero从零开始，通过36小时自我学习，超越人

类3000年的围棋经验，以100比0击败了上一版本的

AlphaGo。这证明第二条路也走得通。”张钹说。

“这让人欢欣鼓舞，也令人担忧。”张钹的“忧”，

指的是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系统存在的根本性

缺陷——不可解释和不可理解，就事论事，缺乏推广

能力，遇到新的情况一筹莫展等。因此当面对动态

变化的环境，信息不完全、存在干扰与虚假信息时，

人工智能系统性能就会显著下降。

“当前的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本质上是不同

的。”张钹说，与人类相比，人工智能系统抗干扰能力

（鲁棒性）差，推广能力弱，甚至可能犯大错。“基于深

度学习的模式识别系统尽管可以准确地区分不同事

物，但本质上不认识它们。与人类不一样，它不会举

一反三，更不会‘知其所以然’。使用这样的人工智

能系统需要十分小心。”

“现在大家对人工智能有无限期待。围棋有规

则，现实生活中没有规则。人工智能产品完成单项

任务很牛，但遇到复杂情况，实际没那么厉害。”海尔

公司CTO赵峰认为。

人工智能很牛吗？

牛，但也有可能犯大错

人工智能会威胁人类吗？马斯克、霍金、扎克

伯格……科技和产业界的大腕对此的争论和互怼

一直没有停歇。

参加香山科学会议的科学家认为，人工智能威

胁论拥趸者所指的“强人工智能”到来还比较远，现

在 发 展 的 多 是 擅 长 完 成 单 项 任 务 的“弱 人 工 智

能”。“人工智能还在生长发展过程中，是否造成威

胁估计是下一代科学家面临的问题，我们现在的任

务是把它‘养大’。”不过，中科院院士何积丰也坦

承，现在人工智能也有“内忧外患”，如无人机黑飞

乱飞管理乱象，恐怖主义黑客攻击等。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机器通过‘黑箱’学

习（深度学习）方法取得的智能，由于与人类认知行

为存在根本差异，因此也将带来潜在的风险。”张钹

说，人工智能全面超越人类智能并出现自我意识，

是危险的，不过这是远虑；但其不可解释性会带来

“近忧”，如将深度学习应用于军事决策，万一系统

出现原则性决策失误怎么办？

人工智能可怕吗？

远虑尚“远”，近忧在即

“人类现有的概念框架及知识储备难以应对人

工智能带来的影响，也使我们不得不面对‘制度性风

险’。”李真真说，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应用迅速改变

了人类的生存环境，重塑人的行为，也不断挑战诸如

隐私、责任等概念内涵及其既有策略。

李真真以“隐私”举例说，传统法律上，隐私是

一种权利的概念，但现在它还可以是一种商品，即

我们让出一部分个人的隐私或信息以换取服务和

产品，这就需要法律的及时跟进。再有，匿名化技

术的发展为隐私保护提供了新的工具，但如果对于

匿名化数据的法律概念和认定标准上没有明确规

定，很可能会导致数据的滥用。同时，隐私保护与

国家安全、商业利益如何平衡，也是问题。再比如

“责任”，比较典型的就是自动驾驶系统的责任认

定。“还有人工智能的预测或决策，如预测犯罪，这

将使我们面对一个更为复杂的法律问题。”

“法律具有滞后性，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根据

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的社会难题，对人工智能带来的

影响进行伦理评估，以保障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及时

跟进。”李真真说。

人类准备好了吗？

远远没有，急需跟进

人工智能是否会产生歧视？答案是肯定的，这

可以体现在数据选择和算法上。

有科学家研究，通过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帮助银

行提供接受还是拒绝房贷的建议，无论如何，在审

查神经网络决策制定流程的结果时，发现黑人申请

的批准率大大低于白人申请的批准率。

这就是人工智能工具存在的“黑箱”般的不透

明性。

“人机关系中，智能机器与人类的价值观和规

范体系必须一致。”李真真说，如何将人类的价值观

和规范嵌入人工智能系统，赋予 AI以人性的光辉，

成为当前所面临最现实的挑战。

前有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著名的机器人学三

大定律，近年来，国际人工智能界日益重视人工智

能中的伦理与法律问题，并推动相关技术标准及社

会规范的研讨和制定，如 IEEE 全球人工智能与伦

理倡议、阿西洛马人工智能 23 条伦理原则，我国的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也专门提出人工智能

伦理与法律的三步走规划。“但是，将伦理与法律要

求嵌入到 AI系统，仍是全世界前沿性的科学难题，

这需要技术、伦理、法律等控制手段配合使用、高度

融合和跨学科合作。”李真真说。

“智能机器不是代替人，而是要协助人做好工

作。人和机器各有优势，要互相了解才能实现人机协

作，但人还是人机关系的主导者。依照这种思想，才

可能将人工智能引向人机合作的发展道路。”张钹说。

人机可以和谐共处吗？

嵌入伦理法律框架是最大的科学挑战

时评

张盖伦

被 沙 特 授
予 公 民 身 份 的
机 器 人 索 菲 亚
和 它 的 创 造 者
大卫·汉森

11月 19日，在深圳举行的第十九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
成果交易会上，各大运营商设立的5G展台吸引了参观者的目
光。图为参观者在中国移动的展台体验5G驾驶游戏。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高交会上体验5G未来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