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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眼观

新年伊始，纽约大学终身讲授、AI界“大神”

杨立昆（Yann LeCun）站出来手撕机器人索菲

娅，直言这一切就是“瞎掰”，给到处“搞事情”的

索菲娅团队泼了盆凉水。其实，制造话题无可厚

非，但炒作不该成为产品推广的主要手段；特别

是当炒作已经有了引起公众误解的危险时，更应

该被果断叫停。

索菲娅是一位人形机器人，设定性别为女。

最近她风头正劲，获得了沙特阿拉伯公民身份，

应邀到大学演讲，还接受科技媒体的访问。她最

喜欢谈的就是人机关系，常有惊人之语，比如

“我将要毁灭人类”“人类应该好好对待机器人”

之类，堪称“金句女王”。

但杨立昆看不下去了。他在自己的推特里

贡献了一场教科书般的“怒怼”，说索菲娅根本就

是弄虚作假，虚张声势。

索菲娅确实像人，但 AI界都清楚，那只是外

表像而已。目前的人工智能都只是弱人工智

能。索菲娅发表的那些耸人听闻的言论，不过是

研究团队的预先设定，绝非出于本心。团队提前

拿到问题，设计索菲娅的回答，并精准地找到那

些可能引起争议的点，让她显得字字珠玑，句句

都能被加黑加粗做成标题。

好处当然有。索菲娅迅速蹿红，成了机器人

界的“综艺咖”。娱乐圈界的“综艺咖”有这些特

点——没什么代表作，但小有名气，会做“效果”，

豁得出去。瞧瞧，索菲娅正是这样，活动现场请

她来，噱头有了，眼球也有了，主宾尽欢。

但坏处显而易见。对索菲娅自己来说，公众

会忽略她身上真正的技术闪光点，比如“表情控

制”，只记得她能说会道。但偏偏“能说会道”不

过是索菲娅的一个“人设”。娱乐圈这么多年的

腥风血雨早就告诉我们，“人设”总会崩塌。一旦

塌了，用户就会弃你而去。

更重要的是，索菲娅在营造一种幻觉。她强

行给自己“加戏”，让公众对 AI 发展阶段的认知

来了个“大跃进”。不少网友在索菲娅的视频下

留言：“我的天哪，人工智能已经这么可怕了？”

“我强烈建议人类停止研发机器人。”

其实，跟机器人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这些

蠢萌的“生物”还远不到能跟你谈笑风生的境界。

笔者曾经参加一场活动，主办方为了凸显科技

色彩，赶一波AI热潮，特意让国内某知名品牌的机

器人上台跟嘉宾进行互动。尴尬的是，在场没人敢

喊出这机器人的名字。因为听说一叫名字，机器人

就会放飞自我，开始胡言乱语没个停歇。

别笑，AI语音交互的真实水平，大概就和微

软小冰以及你手机里的 Siri差不多。和人类对话

不简单，机器要大量的数据，要多次的训练，它还

没有什么举一反三的能力，它也没有什么常识。

而且，把 AI 凭空捧得那么高，哪一天风停

了，它摔得就更惨。现在人人都谈 AI，AI有话题

有资金，吹牛吹过头了，也就是被同行哂笑。可

一旦市场趋于平稳，资本变得理性，泡沫逐渐消

散，再被人扒皮说索菲娅的所谓演讲和对话都是

大忽悠，会不会直接连累整个 AI 界？当公众期

待与技术发展真实水平严重不一致时，能把你捧

到天上，就能把你踩到地下。

所以，感谢杨立昆“大神”愿意亲自上阵开怼

索菲娅，将这个很多人心知肚明却不以为然的小

秘密捅破。人生漫长，请索菲娅和她的公司好生

走路。我们为科技进步鼓掌，但我们更需安静等

待它的发展；我们需要 AI，但不需要被过分神化

的AI。

遭遇“大神”质疑，索菲娅会“凉凉”吗

张盖伦

近来，智能化逐渐成为影响工业发展的关

键。在日前举行的“新一代工业智能与体系工

程国际论坛”上，中国船舶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

海洋智能技术中心主任邱伯华认为，过去我国

一直注重看得见的设备投入，形成了很大的存

量。现在要考虑的不是简单继续投资增量，而

是如何将存量的能力释放出来，将“使用经验”

变价值。

根本价值是无忧的环境

我们对这样的生活场景并不陌生：在一些

城市的公交站台会显示下一班车到达本站的

时间，该信息本身并不会提升公交车的到站速

度和运行效率，但将“到站时间”这一原本不可

见信息的透明化，让等公交车的乘客少了一份

焦虑。

“工业系统中的问题分为可见的问题和不

可见的问题。”在邱伯华看来，人们的焦虑往往

不是来自失败所造成的结果，而是因为不明白

什么时候失败会发生、会造成什么后果以及为

什么会发生。“理想的智能工业系统，应该是建

立在对不可见问题深入对称管理的基础上，最

根本的价值是去避免可见的问题，最终实现‘无

忧’的环境。”

邱伯华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智能维护系

统研究中心（NSF-IMS）了解到这样一件事：日

本株式会社电装（DENSO）位于美国田纳西州的

汽车启动器生产工厂，每 100 万个产品中只有

1.5 个次品。即便是这样，他们仍觉得有提升的

空间和动力：“即便 100 万个产品中只有一个失

败了，我们仍想要知道它为什么会失败，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够学会如何去不断地成功。”

邱伯华认为，这句话反映了非常深刻的制

造哲学：在智能的工业系统中，成功并不是目

的，关键是如何不断地成功；失败也并不可怕，

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能够知道为什么会失败。

核心是将数据价值化

从物联网、大数据、云，到工业 4.0、工业互联

网，各国都将智慧化作为其工业发展的关键。

“智能化，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一种感官描

述，直观来说就是用‘物的智慧’来补充和代替

‘人的智慧’，让人觉得‘物’具备了与‘人’一样

的智慧，这也让很多企业提出‘只要用户觉得智

能就是智能’的理念。”但邱伯华认为，对工业产

品来说，其性能指标先进性已经不再是用户最

关心的问题，终端用户更看重的是如何能够更

好地利用、维护和管理所获得的工业产品，最关

心对产品状态的定量化了解和未来趋势的精准

掌握问题。

工业系统主要由设计者、制造与集成者以

及使用者组成。与德国、美国相比，我国整体

上仍较为薄弱，但作为制造大国、使用大国，

产品价值链十分完整，又有很强的制造能力

和丰富的使用场景，大量数据在我国汇集，但

数据并不会直接创造价值，真正能为企业带

来价值的是数据流，是数据经过实时分析后

及时流向决策链的各个环节，或是成为面向

客户创值服务的内容和依据，也就是“使用经

验”带来的价值。

邱伯华建议，我国应该考虑如何立足“加工

制造”这个环节挖掘资源，充分利用好在使用和

制造端中“量”的优势以及整个产业链较为完备

的优势，并将重心放在使用场景的价值方面，从

使用的数据和经验中获得集成和设计的知识，

从下游到上游逐步增强我国产业链各个环节的

整合能力。同时，结合我国在“智能使用”解决

方案上的知识积累，推动我国工业产品“走出

去”战略，在向国外出口高铁、轮船、电力基础设

施等装备产品的同时，配套“智能使用”的增值

服务，在提升中国制造品质竞争力的同时，强化

服务型的可持续收入模式。

工业智能应注重将使用经验变价值

本报记者 陈 瑜

从全球各地飞到拉斯维加斯参加或观摩2018国际消费类电子
产品展览会（CES）的人，真切感受到了智能家居、无人驾驶、智能机
器人、智能芯片等人工智能技术的触手可及和中国力量的崛起。

2017年11月，国际咨询巨头德国罗兰贝格发布《中国人工智能
创新应用白皮书》预测，到2030年，人工智能将在中国产生10万亿
元的产业带动效益，汽车、零售等将成为影响最大的传统产业。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两国纷纷布局，谁能在这条热点赛道上领
跑？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一些业界人士。

人工智能赛道人工智能赛道
中国企业正从跟跑变并跑中国企业正从跟跑变并跑

本报记者 刘 艳

站在人工智能风口的中国公司已抢先上

演无人驾驶重头戏，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力。

在北京西二旗百度办公大厦周围，行驶中

的迷你巴士上坐着几名百度员工，扫地车正清

扫路面，智行者物流车给站在寒风中的讲解员

送来一条围巾……

近日，百度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陆奇以

中美连线直播的形式，展示了 10 辆搭载 Apol-

lo 2.0 的林肯汽车、金龙客车、物流车、扫地车

等组成的测试车队，它们具有转弯、变道、信号

灯识别、自动跟车、超车、避让障碍物、掉头等

多种能力，除特定情况外，已无需人工干预。

这意味着，百度无人驾驶技术已经达到了上路

标准。

著名自媒体人王冠雄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这是百度第一次向全球介绍他们的自动驾

驶，‘Apollo’让世界发现，中国与美国的 AI 距

离越来越短。”在此之前，人们的目光都聚焦于

在无人驾驶领域率先布局的谷歌、特斯拉等美

国科技企业身上，但是，率先达到简单道路无

人化标准的是中国的百度。

“研发资金大量投入，技术方向全面转变，

AI 驱动战略让百度获得了与谷歌共同领跑自

动驾驶领域的竞争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

国内擅长微创新，但原生态级别的创新却举步

维艰的状况。”王冠雄说。

自动驾驶能否带中国切入领先赛道

2017 年 12 月 29 日，《福布斯》发表的年终

回顾文章称，中国作为人工智能领域主要竞争

者开始崛起。

不仅《福布斯》，2017 年，中国人工智能发

展速度正在赶超美国的声音不断在美国《纽约

时报》《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日本《读卖新闻》、

西班牙《国家报》等国外有影响力的媒体上出

现，这些媒体纷纷称，人工智能“双寡头”时代

已经到来。是这样吗？

针对科技日报记者的问题，微软中国公司

表示，从论文发表数量看，在人工智能全球最大

的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的作者中，约有一半是

中文名字。从市场表现看，以 BAT为代表的中

国公司的研发能力上升得非常快。从微软在中

国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互联网工程院看，微

软在中国研发的水准完全不输于美国、欧洲及

其他地方。比如，微软亚洲研究院孙剑博士牵

头的残差网络，被业界称为近期最了不起的突

破，几乎所有做计算机视觉的人都要用到它。

在陆奇看来，中国 AI所具有的优势是人才

众多、市场发展快、友好和有利的政策环境，结构

性优势尤其突出。13.8亿总人口、11亿部智能手

机、2亿辆汽车、200多家汽车整车厂商所带来的

海量数据为AI创新发展提供了决定性支撑。

想领跑必须正视差距

陆奇说：“AI科技人才和技术，以前美国是

唯一一个拥有这些元素的国家，现在中国也

有。尽管从高端技术和人才角度看来，美国仍

然领先，但是中美的距离越来越短。”

微软也提醒我们关注中美在人工智能领

域的差距：“尽管小冰等微软亚洲研究院在中

国本土研发的产品已领先全球。但很多时候

不仅我们自问，业内外也很关心，这种领先包

含了多少尖端技术突破？坦率地说，和美国相

比，我们还有一段距离，还需要更加努力。”

而人才的获得便是缩短这种差距的关键

保证，虽然美国仍然拥有全球众多顶尖的科技

人才，但以 2017年初号称“微软最牛中国人”的

陆奇跳槽百度为标志，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领

域科技精英开始向中国聚集。

与此同时，国内人才流动频繁，有“人工智

能黄埔军校之称”的微软对中国的人才培养作

出了巨大贡献，不仅中国很多著名的 IT企业领

导和新生代领导都出自微软，在新的 AI的浪潮

下，如 Face++、旷视等中国不少初创企业都是

微软培养出来的，成为中国了不起的人才基地。

百度副总裁、智能驾驶事业群组总经理李

震宇亦坦言，历史上不管是微软还是谷歌的确

为我国培养了很多人才，也都有过“人才出走”

的经历。但是，这些人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的

杰出人才，大多留在了中国创业。

2017年10月20日，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地平线

获得来自英特尔投资领投的近亿美元的A+轮注

资，使其为自动驾驶汽车、智能摄像头等终端设备

安装“大脑”的设想获得了商业落地加速的重要保

证。在CES上，英特尔和地平线联合展示了最新

的智能驾驶研究成果，包括联合实车演示。

在英特尔看来，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

虽有竞争，更有合作和互补。国家千人计划特

聘专家、科技部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战略咨询

委员会委员余凯博士创办地平线仅仅两年，就

带领团队取得了众多突破性进展，使地平线成

为目前中国唯一在世界四大汽车市场（美国、

德国、日本和中国）与全球顶级 OEMs和 Tier1s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自动驾驶初创企业。

20年来，中国互联网真正获得全行业认可

的产品理念只有“微创新”，号称微小的创新可

以改变世界。虽然舆论指责不断，却也为创新

乏术的互联网兄弟们指明了道路。在这轮以人

工智能为标注的中美科技行业洗牌和格局重塑

中，地平线、百度这样的企业或成创新领头羊。

这是王冠雄对中国互联网企业创新能力

的描述，他对科技日报记者说：“人工智能战略

和世界领先的自动驾驶系统，让百度找回了

‘技术驱动商业’的互联网本质。自然，也再次

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王冠雄认为，从工业、政策等支持上，美国

总是走在世界前端，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创新机

制和社会运转方式，为某些科技核心地区提供

了灵活机变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它的政策灵

活性与社会安全性结合得非常好。而百度正

在联手行业合作伙伴共同开展的自动驾驶相

关技术测试、体验示范、商业运营及标准法规

探索，为我国寻找了一个相对稳妥、更具可行

性的公共管理和新科技发展的平衡点。

在竞争中合作互补

据凤凰科技报道，近日，今日头条宣布与密歇根大学联合成立 AI 反

谣言研究联盟，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联手打造反谣言全球技术平台。

由梅俏竹教授率领的美国密歇根大学团队，将与今日头条旗下人

工智能实验室和媒体实验室合作，致力于用新技术打击谣言和虚假低

俗信息。

接下来，双方将加大研发力度，推进内容推荐平台更加智能地识别谣

言。通过更广泛的信息自动抓取和更深入的语义学习，理解复杂模式，提

升自然语言处理（NLP）的能力，提高自动谣言识别模型准确率。

与此同时，双方还将研究内容推荐平台新的谣言传播机制，构建 AI

谣言识别标准，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落地于反虚假信息场景。

去年 3月，今日头条建立并开放了谣言库，汇总谣言文章。目前已经

识别和归档了社会、健康和娱乐等领域超过 2万多个谣言事件，40万篇谣

言文章。今日头条称，基于谣言库的识别模型能够有效减少谣言的次生

传播。

今日头条联手密歇根大学
欲打造AI反谣言全球技术平台

据腾讯汽车报道，近日，英特尔 CEO 科再奇在 2018国际消费类电子

产品展览会开幕致辞中宣布，英特尔将与法拉利北美公司进行为期三年

的合作，把人工智能引入法拉利北美系列挑战赛。

英特尔称，从今年开始，法拉利北美系列挑战赛的转播将采用英特尔

“至强”可扩展处理器平台与 Neon Framework 来提高观众的观赛体验。

这是第一次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改进驾驶操作。

据介绍，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进一步分析了解数据，数据能改进车手的

驾驶操作和提高车迷的观赛体验。另外，人工智能还将与空中无人机拍

摄到的航拍画面结合起来，转播员可以实时分析赛事，增强车迷观看法拉

利北美挑战赛的体验，还能针对无人机拍摄到的视频数据进行推理与分

析，通过采用物体识别模型和标记视频捕捉，让驾驶员能够从无人机拍摄

到的画面中“看到”自己的表现。

同时，各种算法还会演算出赛车手不同的驾驶路线。随着时间的推

移，这些模型还可以被用来分析转向角度、油门压力、制动压力等遥测数

据，从而了解赛车手的驾驶风格并预测其在赛道上的驾驶表现。

英特尔法拉利合作
将AI用于赛车运动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致力于塑造人们日常美好形象的智能设备总

能成为流行趋势。在 2018 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正式开展前的展

示活动中，多家科技公司展示了自己的新品，其中包含通过语音控制的镜

子，以及能够分析你头发健康程度的“魔杖”等。

法国创意美妆公司（Romy Paris）展示了一种“迷你个人护理室”，能

够每天为用户制造个人专用的皮肤护理精华液，还能通过辅助 App 对人

的生活环境、活动内容以及睡眠习惯进行综合分析。

美国科勒公司展示了一款语音操控的 Verdera镜子，这款浴室镜配置

了亚马逊的 Alexa语音助手，能播放音乐、播报最新天气情况和执行其他

任务，而且不会让镜面显得杂乱无章。

德国施华蔻公司展示了全新的 SalonLab 系统，这款手持设备使用近

红外光谱技术以及多通道色彩扫描仪，能通过扫描人类头发样本，测量头

发内部状况以及水分含量，甚至能分析出用户头发的真正颜色。

智能美容“黑科技”
纷纷亮相CES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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