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一年，人工智能在争议中前行
本报记者 崔 爽

2018年，人工智能告别喧闹，投融资市场
渐趋冷静，底层技术研发持续推进，从衣食住
行到教育医疗，人工智能全方位改变着生活
的样貌。

近日，由斯坦福大学主导、来自 MIT、
OpenAI、哈佛、麦肯锡等机构的多位专家教授
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指数年度报告出炉，报
告显示，在人工智能这一领域，美国依然是当
仁不让的王者，但中国的AI技术，无论在学术
界还是产业界，都正以极快的速度向前追
赶。报告中有几个惊人的数字：与2000年相
比，2016年中国人工智能学者发表的论文被
引用的次数提高了44%。清华大学去年学习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方向的学生数量是2010
年的16倍。

更前沿的技术突破、更广泛的应用场景、
更充足的人才准备，当热潮渐渐褪去，这个被
押注了未来的行业，依然承载着人们对明日
世界最广阔的想象。

让机器能够像人一样思考、感受和认识世界，是

人工智能科学家们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为了实现

这个目标，他们提出各种技术方案对机器进行训练，

这种底层技术的进步也是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基础。

今年 4月，阿里巴巴人机自然交互实验室联合达

摩院机器智能技术实验室和浙江大学推出的人工智

能 Aliwood，在研发过程中引入了“情感计算”能力，

给视频所配的音乐建立起了情感模型。

情感计算是为了让机器“具备人的感情”，它指的

是关于情感、情感产生以及影响情感方面的计算。

MIT 媒体实验室数据显示，在识别表情方面，计算机

已经可以超越人类，对于真笑和苦笑的实验中，机器

学习的成功率是 92%，大幅优于人类。不过虽然情感

计算已经深入生活，而要让机器人更加懂你却并非易

事，还需要人机交互、心理学、认知学等多学科领域共

同努力。

类脑智能以计算建模为手段，受脑结构与机制、认

知行为机制启发，企图通过软硬件协同实现机器智能。

简单说，科学家希望机器能像人类感知和探索世界。类

脑智能系统在信息处理机制上“类脑”，认知行为和智能

水平上“类人”，目标是使机器实现人类具有的多种认知

能力及其协同机制，最终达到或超越人类智能水平。目

前，类脑计算研究还处在前期探索阶段，清华大学类脑

计算研究中心已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类脑计算

芯片、软件工具链；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开发出了类脑

认知引擎平台，具备哺乳动物脑模拟的能力，并在智能

机器人上取得了多感觉融合、类脑学习与决策等多种应

用，以及全球首个以类脑方式通过镜像测试的机器人

等。 大家都在期待，未来的类脑智能研究会在哪个领

域产生突破。

发力底层技术 让机器更聪明

随着商汤科技正式被依托建设智能视觉国家新一

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这一人工智能国家队正式集

合五名成员：依托百度公司建设自动驾驶国家人工智能

开放创新平台，依托阿里云公司建设城市大脑国家人工

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腾讯公司建设医疗影像国家人

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依托科大讯飞公司建设智能语音

国家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以及最新加入的商汤科

技。这一系列人工智能开放平台可以降低相关小企业

入局的技术门槛、集结优秀的技术力量共同开发、优化

人工智能行业生态。

标准化工作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一

旦缺失标准，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将变得混乱。我

国虽然在某些领域已具备一定的标准化基础，但标准

化程度不足，分散的标准化工作不足以支撑起整个人

工智能领域的发展。

今年初，在国家人工智能标准化总体组、专家咨询

组成立大会上，《人工智能标准化白皮书（2018版）》（以

下简称《白皮书》）出炉。在中粤金桥投资合作人、品优

网创始人罗浩元看来，包括基础标准、平台/支撑标准、

关键技术标准、产品及服务标准、应用标准、安全/伦理

标准六个部分是《白皮书》的关键内容，基本串起了人

工智能产业的整个链条。

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入发展，标准化工作将越发庞

杂，不仅标准化的对象将越来越复杂，而且以往标准化

工作从未出现过的交叉、融合等也给人工智能标准化带

来巨大挑战。目前，人工智能标准化体系建设相对滞后

的影响已经显现。比如目前最热的智能家电产品，每个

产品都有自己的APP，协议不兼容，跨品牌间互联互通

困难。明确规范、可执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可以为

我国人工智能的持续健康发展掌舵。

继续完善标准 掌舵产业发展

“母猪杜洛克 C7259 号，没有怀孕，请在 12 小时

内再次安排配种！”很快，这样的提醒就会出现在国内

一些猪场的工作人员电脑上。最近，阿里云披露的一

份资料显示，其工程师正在同养猪科学家合作研发能

判断母猪是否怀孕的算法，以提升猪场产仔量。除了

监测母猪是否怀孕，AI 还可以服务于农业智能生产

系统、检测农作物病虫害、作用于农产品无损检测等，

在农业领域大展拳脚。

听来有些不可思议，但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改

变，确实发生在各个意想不到的领域。比如英国拉

夫堡大学的研究人员和切尔西足球俱乐部联合开

发了一套 AI 教练和球探系统，系统可以通过收集、

分析球员近几个赛季的数据建模并科学训练球员，

比如根据球员的特点制定赛前战术、赛后对技战术

进行复盘等。人工智能 HR 也已经出现，并在求职

中发挥作用。

AI已经让一些技术边缘人群享受到技术进步带

来的福利，这种福利“看得见、摸得着”。比如专为盲

人研发的人工智能辅助视觉系统 Seeing AI，这套由

可穿戴眼镜和智能 APP 组成的系统，能基于微软智

能云上的视觉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识别出摄像

头拍摄到的场景，如“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孩正在踢球”

“一个男孩正在练习滑板”。Seeing AI的目标是帮助

全球 2.85亿视力受损人群实现无障碍的生活。

技术必须考虑并解决广泛的需求，包括老年人、

残疾人、机会匮乏的人等。人工智能和公益的“跨界

合作”正在激发更多有益于社会的创新，让更广泛的

人群因技术的进步而受益。

深入普通生活 解决广泛需求

今年，腾讯推出了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到医学领

域的产品“腾讯觅影”，据介绍，截至 7月，“腾讯觅影”

已累计辅助医生阅读医学影像超 1亿张，服务 90余万

患者，提示风险病变 13万例。

投资热度高涨、新产品层出不穷，AI在医疗领域

的应用已经成为其最亮眼的应用之一。普华永道去

年 10月发布的全球 AI报告分析了各个主要行业受人

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影响，认为影响最大的是医疗健康

和生物制药产业。从最开始为患者回答问题、初步分

诊、提供就诊流程等信息的“晓医”，到以 456 分的成

绩通过了临床执业医师考试的科大讯飞“智医助理”

机器人，再到“火眼金睛”的肺部结节等图像识别系统

的应用，AI为传统医疗带来巨大的想象空间。

特别是 AI 在新药研发中发挥的价值，让这个耗

资巨大又常常收效甚微的行业看到了希望。目前，全

球有近 100 家初创企业已在探索用于研发新药的人

工智能方法。可以预见，人工智能技术对传统技术的

改进以及由其引发产生的新型药物研发技术，将极大

人工智能+医疗 或成最佳落地领域

在论文方面，中国人工智能科学家已经成为这项

智力产出的主力。根据人工智能指数年度报告，从

2007 年到 2017 年，中国的年发表 AI 论文数增长了

150%。基于经同行评议论文数据库 Scopus 的数据，

2018 年发布 AI 论文最多的地区是欧洲（28%）、中国

（25%）和美国（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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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知识产权角度来看，国内人工智能专利的申请

数量也令人欣喜。据《2018 人工智能行业创新情报

白皮书》统计，目前全球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集中在中

国、美国、日本三国，其专利申请量分别为：99264 件、

48870 件、31158 件。中国申请的人工智能专利数量

稳居第一。

YC 中国 CEO 陆奇曾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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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高端

技术和人才角度来看，美国仍然领先，但是中美的距

离越来越短。”

过去十几年，中国互联网的创新集中于模式创

新，但在这一轮人工智能的竞赛中，底层技术的创

新越来越引人瞩目，也诞生了一批前景无限的技术

型创业公司，如地平线、商汤、旷视等，成为行业领

头羊。

但在繁荣背后，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还存在重应用

技术、轻基础理论，底层技术积累薄弱；商业化应用路

径尚不明确，商业落地痛点突出，近期实际商业价值

变现难度较大；从基础层、技术层到应用层人才严重

不足等问题，要想行稳步远，还需迎头追赶。

论文数量大涨 研发能力攀升

AI 的横空出世离不开围棋大战，这种人与机器

的鏖战既吸引眼球，让 AI热度高涨，又以最通俗的方

式科普了人工智能技术的现状和应用。今年，人机大

战依然令人乐此不疲，人与机器孰强孰弱的问题总能

瞬间点燃舆论，似乎誓要在每个领域分出高下。

写作大概是人类最自负的“山头”，不过 AI 也没

打算放过，写诗有微软“小冰”，写文案也有了“莎士比

亚”。这个专为写商品文案而生的 AI 一秒钟可以作

出千条文案，号称让编辑下岗。这套系统基于平台自

身在商品标签和搜索数据库层面积累的大数据，从句

子层面做结构解析、训练模型和语言生成，从而能够

一秒钟生成千条文案，系统还能根据用户对文本的选

择实现机器算法的优化。但网站编辑别慌，目前的人

工智能协作还非常初级，既需要人工干预，也受到特

定场景的局限。

另一场引发讨论的人机大战来自游戏领域，马斯

克创立的人工智能非营利组织 OpenAI 宣布，由 5 个

神经网络组成的 OpenAI Five，已经能够组成 5v5 团

队在经典战斗竞技类游戏《刀塔 2》中击败人类业余

玩家队伍。这次事件更是被比尔·盖茨称为“里程

碑”，因为 OpenAI Five 展现出了类似于人的长期规

划和团队协作能力，也展现了极高的智能决策能力。

游戏 AI 涉及推理和决策等认知智能，这也是研

究者热衷于这项研究的原因。不过相关研究者也

表示，真正的认知智能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比如推理过程的表示、决策优化算法，以及如何

让 AI 使用更少的计算量做到更好的推理、让 AI

消化吸收学习的速度更快等。因此，这阶段

人类着实无需担心机器的威胁。在认知智能

上，AI 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PK内容升级 人机大战不断上演

伴随人工智能的高歌猛进，相关的“噪音”也越来越

多，比如数据隐私、AI偏见、AI造反……相关话题引发

了数次讨论甚至恐慌，人们开始疑问：AI是不是太强

了？它会失控吗？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曾出品一个名叫诺曼的

“暗黑版 AI”，它会以负面想法来理解它看到的图片。

团队希望通过诺曼的表现提醒世人：用来教导或训练

机器学习算法的数据，会对AI的行为造成显著影响。

但其实，当人们谈论人工智能算法存在偏差和不

公平时，罪魁祸首往往不是算法本身，而是带有偏差、

偏见的数据。

偏见、刻板印象、歧视这些人类社会的痼疾，已

经深入社会肌理。在这样的语境中产生的数据，携

带着大量复杂、难以界定、泥沙俱下的观点。如果

研究者没有意识到或着手处理这一问题，机器学习

的偏见几乎无解。真正的“公正算法”或许是不存

在的。但通过正确地校准标签、数据的均衡和可靠

等，机器出现偏见、谬误甚至失控的可能会相应减

少。此外，研究者也应该着手建立一种预防的机

制，从道德的约束、技术标准的角度对人工智能进

行价值观的干预。

还有一个重要的忧虑来自隐私，相对于 AI 的偏

见或失控，人类对隐私的担忧要真实可感地多，毕竟，

我们每天的吃住行都已经充分数字

化，与之相伴的隐私暴露风险也指数

级上升。

目前，国内从消费电子领域到

安保、数字金融等领域都在逐步引

入人脸识别，特别是随着“刷脸

支付”的普及，用户的姓名、性别、

年龄、职业等身份信息，甚至用

户在不同情境状态下的情绪等

信息都被机器收集。这些信息

如果得不到妥善保管而被泄

露，用户个人信息就处在“裸

奔”状态。保护公民个人信

息的安全，需要管理者、相

关行业企业、公民个人的协

同努力。目前在人脸识别

技术领域，我国尚无相应

的安全监管机制，应及早

筹谋，完善法律法规、提升

应用程度及存储设备的

安全程度、强化网络安全

和信息保护意识、规范行

业信息收集标准等。

重视伦理争议 行业规范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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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翟冬冬

AI LAB AIAI实验室实验室

缩短新药研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显著提高药物研

发的成功率。

不过业内专家也纷纷表示，我们距离真正的

“人工智能+医疗”距离显然还很远，甚至 AI 诊疗究

竟会不会成真，都需要打一个问号。要跨越的障碍

很多，如医疗信息提取，医疗数据等。

不过能为患者提供初步的诊疗意见、为医生提

供科学的决策建议、站上手术台实施复杂的外科手

术……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扎实推进，已经开启

重构医疗体系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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