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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眼观

今年伊始，娱乐圈某明星出轨的消息席卷新闻热搜，甚至从不关心

娱乐新闻的读者也被裹挟其中，联想到日前微博热搜榜、热门话题榜等

被下线，不禁让人思考：我们为什么会被卷入“热点话题”的漩涡？这是

我们主动的选择、潜意识的兴趣，还是被系统后台操控的“身不由己”？

日前，电子科技大学成都研究院大数据室研究人员、成都链科云

科技技术合伙人熊文轩，为科技日报记者解答了这些问题。

被算法“套路”的热搜推送

“这不是简单的‘贴标签’，而是组合‘套路’。”熊文轩说，新闻聚

合平台、社交平台推送的新闻、信息使用的大数据算法大体分两类：

基于内容推荐规则和协同过滤推荐规则。

前者是根据个人行为习惯将浏览的新闻、信息等对象进行特征

提取、内容分类后，进行关联内容推送，但其最大弊端是推荐内容单

一。“举个简单例子，某天你的手机被女友拿去看了丝袜产品，那么接

下来几天你都会被推荐丝袜。”

于是协同过滤规则出现了，这是根据网络用户相互的交叉体验，

寻找相同爱好的群体，推荐相同浏览记录或行为。“系统找了一群与

你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在背后‘支招’。他们跟你同样关注体育、旅

游新闻，但他们同时也阅读了气象新闻，那么算法会将你之前未关注

的气象新闻推送给你。”熊文轩说，这可以避免特征分类单一，实现动

态推荐，即根据个人兴趣爱好的变化作调整。

“目前，多数聚合类新闻平台都会采取融合式算法，即将上述多种算

法综合运用或开发出一些更复杂的算法，但原理大致类似。”熊文轩说。

没有浏览记录的“萌新”能否逃出“套路”？他说，注册时平台会

推荐标签性分类，如电影、美食等引导用户第一波使用，随后用户开

始筛选、点击、留存，这便实现了数据“冷启动”。“冷启动后数据产生，

系统便按预设的算法进行推荐。”他说，一些基于新闻学、传播学特点

的“规则设定”也会推波助澜，如内容置顶、套红、延伸阅读链接等。

基于人工智能形成的内容“漩涡”

“在趋于碎片化阅读的当前，读者自我诉求不明确、随机性强，容

易被后台系统引导。”熊文轩说，一些聚合类平台、社交媒体负责内容

推荐的是基于算法的人工智能，而非编辑人员，这更容易形成内容

“漩涡”：系统按规则推荐热点话题，读者点击率、阅读量不断提升，系

统再次循环推荐，越来越多的读者卷入其中。“其实你仔细看会发现，

某热点话题的阅读内容可能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十条。”

这种基于算法的人工智能内容推荐可控吗？熊文轩表示肯定。

他说，用户被海量重复信息“包围”，源于内容把控没有人为过滤。“算

法逻辑不会产生特别精准的推荐，而是大体方向或尝试性推荐，这就

需要大量内容填充，而无法对内容进行强制管理。”他说，可以尝试用

“算法初选+人工引导”的方式，避免被同类内容、低俗内容不断刷屏。

从内容来源进行控制，也是熊文轩团队正尝试的工作之一。他

所在的企业能够实现让科技政策、双创信息通过“大数据+人工智

能”的方式“主动”找到企业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在内容源头，我们会

选取政府网站、主流媒体等专业平台，这样内容推送范围是限定的，

可以有准确性、真实性、客观性。”他说。

最后，通过算法自身规则设定也能够实现内容管控。他说，最简单

的方式就是设定不同内容的权重值，如将娱乐新闻类权重设定为0.5、社

会新闻类设为1.5，那么同样由人工智能从网络中爬取的100条内容中，

娱乐类就会仅推送50条，社会类就会推送150条，从侧面引导读者关注

热点。“内容推荐算法的根本是分类和筛选，最终目的是帮助读者在海量

的信息中，精准找到需要关注的内容，而不是被淹没其中。”熊文轩说。

热搜新闻将我们“裹挟”？
人工智能专家这样说

“人工智能国际主流学界所持的目标是弱人

工智能，也少有人致力于强人工智能。那么，这

是不是因为强人工智能‘太难’，所以大家‘退而

求其次’呢？不然。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工智能

研究者认为，不能做、不该做。”前段时间，南京大

学教授、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

副主任周志华发了篇文章，观点很鲜明——严肃

学者都不该去碰强人工智能。

这似乎给人工智能的发展当头泼了盆冷水，

但也可以很好地缓解霍金和马斯克们的焦虑。

他们担心的威胁，实际上是来自强人工智能的威

胁。如果人工智能限定在弱人工智能，则只会是

人类乖巧而顺从的助手。

那么，强人工智能，真的是人类的潘多拉魔

盒吗？

研究意识，人工智能界
不能承受之重

周志华指出，所谓强人工智能，就是达到甚至

超越人类智慧水平的人造物，它有心智和意识，能

根据自己的意图开展行动，也可看作“人造智能”。

目前人工智能所取得进展和成功，都集中在“弱

人工智能”。人们津

津乐道的自动驾驶、

下棋、机器视觉、专

家系统等等，和强人

工智能并无关系。

周志华认为，也不用

有关系——如果人

们的目标是制造“工

具”，那么考虑特定

类型的智能行为就

已足够，何必再去考

虑独立意识？

而且，从实现

难度上来讲，也没

法考虑。

“要实现强人

工智能，得先弄清

楚人的智能是怎么

回事。但研究人类智能的本质并不是人工智能

学科的主要任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动化学

院副教授秦曾昌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了解人的意

识、情感是一个终极科学问题，确实很吸引人，但

目前人工智能学界可能担不起解决这一问题的

重任。

当然，不少生物学、神经科学等相关学科的

研究人员，正在上下求索，试图揭开大脑的奥

秘。在秦曾昌看来，强人工智能实现之路极其漫

长，可能得先从模拟昆虫、鱼和哺乳动物的大脑

开始，再一步一步进阶到对人脑的模拟。

“强人工智能还太远了。”秦曾昌说，“且不说

我们现在对神经、大脑了解甚少，就算哪一天我

们对它完全了解透彻，也未必就能复制出强人工

智能。”

中山大学人际互联实验室主任翟振明更是

认为，意识不是你想有，想有就能有。

“任何不以已经具有意识功能的材料为基质

的人工系统,除非能有充足理由断定在其人工生

成过程中引入并随之留驻了意识的机制或内容,

否则我们必须认为该系统像原先的基质材料那

样不具备意识,不管其行为看起来多么接近意识

主体的行为。”这是翟振明提出的“人工智能逆反

图灵判据”。他认为，没进入量子力学之前，所有

人造机器都不会有真正的意识。

研究强人工智能，不妨
提前制定规范

前路确实难，但它是否真的不可实现？

要继续讨论这一问题，又要回到强人工智能

的定义。实际上，学界对何为强人工智能并没有

统一看法。

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工程实验室

主任刘伟认为，人机融合的智能是强人工智能，

而它在未来必然会实现。

人机融合，是让人的智能和机器的智能协同

发挥作用。人有知识，机器长于采集数据；人有

经验和常识，机器则长于进行公理推理；人有直

觉，而机器长于逻辑。当人和机器有了足够默

契，人能理解机器如何看待世界，而机器也能熟

悉人的所思所想，未来的机器也可以有一些特殊

特定的意向性（弥补人类认知的不足），而当两者

成为搭档甚至知己时，强人工智能也就到来。

周志华认为，强人工智能的造物具有独立意

识，它未必会甘心为人类服务，若强人工智能出

现，人类将会面临巨大生存危机。刘伟则指出，

如果强人工智能是人机融合的智能，那么做决策

的永远是人，这就能巧妙解决悖论，也避免可能

的“替代危机”。

“这件事情不是不能做，但我觉得需要特别

谨慎。也就是说，当我们离揭开意识和智能的谜

底已经很近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慎重对待接下

来发展的每一步。”秦曾昌强调。

那 么 ，强 人 工 智 能 的“盒 子 ”需 要 一 直 捂

住吗？

“说不要研究强人工智能，这就有些一厢情

愿了。因为强人工智能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

势。”刘伟认为，强人工智能出现后，至于是被教

好还是教坏，那要看人类自己的本事。“与其说不

研究，不如呼吁相关部门着手思考未来可能面对

的伦理问题，出台相应准则，将可能的危害减少

到最小。”

强人工智能是潘多拉魔盒吗

本报记者 张盖伦

本报记者 张佳星

细读马库斯后来发的这篇万字长文，可以

发现，不少人对他的质疑是：你忽略了深度学习

取得的成绩、你没有说深度学习有哪些好处。

言外之意，你对深度学习不是“真爱”，对它的好

视而不见。

而以杨立昆为代表的一派，对深度学习

绝 对 是“ 真 爱 ”。 从 维 基 百 科 的 介 绍 中 可 以

看 到 ，正 是 杨 立 昆 提 出 了 卷 积 神 经 网 络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简 称 CNNs）

理 论 ，并 成 为 CNNs 得 以 实 现 的 奠 基 人 ，这

一 网 络 正 是 实 现 深 度 学 习 的 机 器 学 习 模 型

之一。

尽 管 由 CNNs、RNNs( 循 环 神 经 网 络)、

DNNs(深度神经网络)等构成的深度学习模式

日渐成熟，据说网络层数已经能达到 100 多层，

但马库斯认为，它仍有目前无法规避的十大问

题，例如，极度依赖数据、学习过程是个“黑箱”、

还不能自适应规则变化等等。

“深度学习存在不少问题，例如深度学习是

固执己见的。”清华大学教授马少平的观点与马

库斯相一致。

他举例说，一辆 AI 驱动的无人车可能在

模 拟 环 境 中 撞 树 5 万 次 才 知 道 这 是 错 误 行

为 ，而 悬 崖 上 的 山 羊 却 不 需 要 多 少 试 错 机

会，改变深度学习的输出很难，它缺乏“可调

试性”。

另外，深度学习的过程如果是黑箱，会影响

它的应用领域，例如诊断病症。“AI 运算像在一

个黑箱子里运行，创造者也无法说清其中的套

路。”马少平说，AI虽然可能给出一个结论，但是

人类如果无法知道它究竟是怎么推算出来的，

就不敢采信。

在 制 造“ 噪 音 ”的 情 况 下 ，AI 很 容 易 判

断 错 误 。“ 它 无 法 自 动 排 除 噪 音 ，人 眼 看 着

是 熊 猫 ，AI 却 会 误 认 为 是 长 臂 猿 。”马 少 平

认 为 ，AI 仍 处 于 初 级 阶 段 ，还 有 很 多 问 题 等

待解决。

在马库斯列出的十大问题中，最要命的是

最后一条，深度学习很难稳健地实现工程化。

这相当于给深度学习引领 AI 走向强智能的可

能性亮了红灯。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荀恩东解释，工程化

意味着有“通行”的规则。例如对某一个问题

的解决方法确定了，可以固定化，哪里需要往

哪里搬。而深度学习进行问题处理时，采取

类似于完成项目的方式，一个一个地解题，然

而世界上有无数问题，如果很难保证机器学

习系统换个新环境还能有效工作，那深度学

习这项技术可能并不合适帮助 AI 获得通行的

能力，引导和人类智能相当的强人工智能的

实现。

这种对深度学习的尖锐批评，自然会让深

度学习的拥趸们很不满意。他们的理由也很充

分：这些问题只是现阶段的，未来不一定得不到

解决。批评者看到的是深度学习这个筐半空，

而支持者看到的则是半满。

深度学习是个“筐”
有人看半满，有人看半空

回应马库斯对深度学习的质疑，杨立昆简

单直接：“有想法，也许吧，但大部分都是错的。”

直截了当的杀伤性，远大于长篇大论的反

驳。潜台词是：“爷不和你聊了”。其实早在

2017 年 10 月 5 日，马库斯和杨立昆就在纽约大

学组织的学术辩论会上唇枪舌战。当时他们是

有共识的——AI 仍处于起步阶段；要实现强人

工智能，机器学习从根本上来说是必要的；深度

学习是机器学习中一项强大的技术等。

然 而 他 们 辩 论 后 没 多 久 的 10 月 19 日 ，

DeepMind 团队发表了最新论文，提出了全新的

强化学习算法阿尔法元，它可以从零开始，通过

自我对弈精通棋艺，堪称“通用棋类AI”。

“事实胜于雄辩”，这就好比先秦时期诸子百家

论道，法家学说最终壮大秦国。杨立昆自上世纪80

年代提出“人工神经网络”理论以来一度被否，直到

他在2013年加入脸书团队后，其理论才慢慢开始变

得热门，如今他有了这样强大、知名的佐证。

任凭马库斯总结概括深度学习的弱势，以阿

尔法元为代表的深度学习却向前迈出了强大的

一步，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相信，AI可以通

过训练具备和人同等的智商，这也是脸书人工智

能研究院的研究人员所致力的工作——使机器

不需依赖人类训练，学会自己构建内在模型。

而另一些科学家则特立独行，他们执意证

明深度学习并不是必须的。2017年 12月 18日，

《科学》杂志刊登了一个叫 Libratus的 AI成果，它

在持续了 20天的 12万手比赛中击败了 4位顶级

人类玩家。它的设计者卡内基梅隆大学博士生

Noam Brown 说，其间不使用任何深度学习，希

望有助于人们认识到 AI 比深度学习更重要，深

度学习本身不足以玩扑克这样的游戏。

AI也有门派
各有拥趸，各有所长

“深度学习，是指使用深度神经网络的统计

学习模型。”北京智能一点科技公司 CTO 莫瑜

解释，“深度学习只是机器学习的一种方法，但

它火了之后，大家有时甚至将机器学习和深度

学习并列起来。”

也就是说深度学习与机器学习是部分与整

体的关系。然而由于深度学习的火热，使得它

在很多人心目中已经成了机器学习的代名词。

事实上，除了深度学习之外，还有“决策树、

随机森林、图模型等各种机器学习的方法”.莫瑜

说:“大家言必称深度学习，使得深度神经网络之

外的技术路线被忽视了，这不利于技术的发展。

因此会有学者呼吁大家保持冷静的态度。”

莫瑜认为，杨立昆对深度学习技术的理解、潜

力和信心是基于他对这一技术的了解和研究深

度。“他是CNNs之父，在神经网络还没像现在这

样火的时候就开始研究，他的视角可能更深入。”

这个世界总会有几个能对整个人类社会产

生影响的人，他们的思想甚至可以左右人类社

会的走向。

杨立昆认为人脑只属于人，AI要拥有同样的

智能，不需要类似人类的认知能力，可以另起炉

灶，深度学习可以承担构建强人工智能的任务。

马库斯则认为，只有通过类人的方法来理

解世界，AI技术才能取得成功，而具备人类相当

水平的强人工智能研究压根还没开始。可以推

测，他所说的类人研究方法应该包括对人类神

经、心理等的生理学破译等研究工作，马库斯正

是纽约大学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教授。

值得玩味的是，二人目前都从团队领导岗

位退出，2017年 3月，马库斯宣布从优步公司 AI

实验室负责人岗位上离职，杨立昆 2018 年 1 月

下旬也卸任脸书人工智能研究院负责人。

“无官一身轻”的二人现在担任首席科学家

或顾问的职务，或许，不为职务所累，更有利于

进行关乎未来走向的引领式探索。

聚焦热门领域
关乎未来，值得讨论

真应了《笑傲江湖》里那句：“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有江湖就有恩怨。”只
是这次的江湖和恩怨都源自人工智能而不是人。

1月中旬，纽约大学教授马库斯发表一篇万字长文，以问答形式，分14个问
题回应那些对他的观点表示质疑的人，其中涉及纽约大学教授、脸书首席AI科
学家杨立昆、AAAI前主席托马斯·迪特里奇，魁北克大学教授、谷歌的数学博士
等也卷入了论战中。

这不是论战的第一回合，1月初，马库斯就提出了自己关于深度学习的十大
观点，引得杨立昆直摆手：他说的都不对。

究竟是什么样的争议让AI界的大神们辩论火力如此密集，连战数日，费劲口
舌、逐字力争呢？

深度学习论战深度学习论战
AIAI大神们在吵什么大神们在吵什么

据网易科技报道，近日，硅谷机器人技术公司 Nuro 宣布发布

Level 4全自动无人配送车。

这款产品不是为低速园区内或者人行道而设计的，而是可以在绝大

多数城市内的地面道路上行驶。车身结构和材料都是为了最大程度上保

护周围的行人而设计。Nuro方面称，它们将会大规模生产该车型，并和多

家合作伙伴一起推出服务，包括餐厅、药房、生鲜超市、服装百货、干洗等。

Nuro 表示，希望通过这款产品加速机器人技术，改善人们在本

地购买商品的体验。同城快递在中国已经非常发达，但在美国由于

人工贵和人口密度小，快递非常昂贵。因此在美国很多领域的网上

购物渗透率低。机器人和自动驾驶技术可以极大地改善这些体验，

降低最后几公里的物流成本，做到每一个人在任何时间和地点收发

物品，也可以帮助商家合作伙伴改善用户体验。

硅谷机器人公司Nuro
发布Level 4无人配送车

陈 敏 本报记者 盛 利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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