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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电装公司近日表示，计划借助 AI技术，以识别焦躁、走神等

目前驾驶员状态检测技术无法识别的情绪，并针对这些不良状态进

行警告或语音提示。以此督促感到情绪异常的驾驶员安全驾驶。

电装介绍称，该公司将根据面部图像及体征信息等多种数据来

识别驾驶员的情绪。可利用监控用摄像头监视驾驶员的表情及视线

移动，利用可穿戴传感器收集脉搏等信息。如果将多种这样的信息

组合在一起，就能推测出焦躁及走神等情绪的倾向。

然后车载系统可以根据驾驶员的情绪，进行驾驶辅助等多项有

益介入。比如，使用语音或屏幕上显示的消息，让焦躁的驾驶员平静

下来。如果驾驶时走神，就发出警告或催促驾驶员休息。如果驾驶

员的注意力很集中，就减少多余的警告，以免对其造成干扰。

据电装公司技术专家介绍，目前电装正在研究实现情绪识别的

各种方法，并计划首先对现在的状态检测系统进行扩展。该公司已

开始为本土汽车企业的卡车及大型巴士提供驾驶员状态检测系统。

机器不让你打瞌睡

1968年，当斯坦利·库布里克的《2001 太空

漫游》上映时，即将实现首次登月壮举的人类

自信爆棚，对片中口蜜腹剑、想要谋害人类宇

航员的电脑 HAL 嗤之以鼻。25 年后，当史蒂

文·斯皮尔伯格拍摄《人工智能》时，人们依旧

坚信，有能力与人类一较高下的人工智能，还

离得很远很远。

但今天，人们意识到，我们低估了自己。人

工智能的产业化应用，近年来以惊人的速度发

展：2015 年全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为 1270 亿美

金，今年预计达到 1650 亿美金，到 2018 年预计

超过 2000亿。

人工智能正在达到一个新高潮。然而中国

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

学会副理事长谭铁牛却提醒人们：热潮之下，人

工智能释放洪荒之力之前，更需要冷静的思考。

从 1956 年提出，人工智能到今年已走过了

60年。我们的生活中，也开始越来越常见到 AI

技术的身影。然而在谭铁牛看来，当前人工智

能成就，主要集中在专用人工智能领域，通用人

工智能的研究与应用，依然任重道远。

“要在通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还需要尽洪荒之力。”谭铁牛说。在他看来，目

前人工智能是有智能没智慧，有智商没情商，会

计算不会算计，有专才无通才。

比如，深蓝、沃森和 AlphaGo 都是高度专

业化的、目的单一的机器，只能在一件事上做

得很好。深蓝和沃森不能下围棋，AlphaGo 不

能下国际象棋或参加 Jeopardy，甚至最基本的

水平都不行。它们的智能范围非常狭窄，也不

能泛化。

简言之，人类还没能创造出可以解决多种

多样、不同类型问题的通用人工智能。例如听

一两年人类对话的录音就能自己说话的机器

人。“真正的通用智能能灵活地无监督地学

习，或能足够灵活地选择自己想要学习的内

容，不管那是玩棋盘游戏，还是设计 PC 板。”

谭铁牛说。

只能独当一面

过去一年，人工智能的热潮已在世界涌动。

阿尔法狗，IBM 发布类脑超级计算机平

台，软银 320 亿美元收购 ARM，谷歌、facebook

等开源人工智能基础平台，创建公益性的人工

智能机构 OpenAI，谷歌量子计算机取得重要的

突破，剑桥大学成立人工智能伦理研究所……

热点频频，此起彼伏。

但在谭铁牛看来，深度学习的成功不是理

论方法的突破，而是在大数据和大规模计算资

源驱动下基于基础理论的技术突破，其本质是

通过映射对复杂函数进行逼近。

就目前这些进展而言，深度学习依旧存在

明显的局限性，尤其在任务的切换和对环境变

化自身完善方面，对小样本的举一反三等方面，

人工智能与人类还是相差甚远。况且深度学习

只是人工智能领域机器学习方向的一种方法。

尽管效果很好，人们也必须进行思考如何克服

它的瓶颈，以及人工智能发展下一个关口在什

么地方。

“人们应保持警醒，热潮下尤需要冷思考。

智能机器人、认知专家顾问等热门技术正处于

期望膨胀期，但接下来就可能是幻灭期。”

不要热昏了头

不过，虽然整个 AI行业还面临着技术创新

刚起步，产品应用不成熟、用户体验糟糕，甚至

存在产业链条断层等一系列问题，但其所代表

的发展潮流，无可违逆。

谭铁牛认为，未来，人工智能十大趋势是：

热潮全球化、产业竞争白热化、分投资并购密集

化、应用普适化、服务专业化、基础平台开源化、

关键技术硬件化、技术方法集成化、学科创新协

同化、社会影响大众化。

“从浅层智 能 到 深 层 智 能 ，从 专 用 人 工

智能到通用人工智能，从机器智能到混合智

能，从数据驱动到数据和知识协同驱动，从

线下智能到云上智能，从网下到网上……这

些趋势反映了人工智能社会化大趋势，智能

化是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显著特征。”

谭铁牛说。

如今，在资本频频流向人工智能创业公司

的同时，包括亚马逊、IBM、谷歌、Facebook、微

十大趋势要跟上

软、英特尔、苹果 等 IT、互 联 网 巨 头 ，包 括 丰

田、本田以及特斯拉、Uber，均建立了专门的

人工智能实验室，探索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

的垂直应用。

在中国，相关行业领军企业对人工智能也

保持着与欧美企业同步的进程。今年 4月，百度

的无人车、人工智能等创业项目独立出来。去

年阿里创始人马云首次提出互联网已从 IT 时

代进入 DT 时代。阿里人工智能战略正是基于

DT时代的大商业体系展开。

“人工智能，正在成为中国企业在全球技术

创新竞赛中，谋求超车的新拐点，将会推动中国

企业在下一个十年赢得技术话语权和市场主动

权。”谭铁牛说。

人工智能虽然尚处于初级阶段，但作为一

个未来关键性技术之一，它具备影响国家竞争

力甚至国际格局的巨大潜力。因此，自人工智

能诞生至今，各国都纷纷加大对人工智能的科

研投入。

在谭铁牛看来，人工智能如何更好地服务

国家社会的发展，首先应有规划。只有通过顶

层规划协调，才能实现全国“一盘棋”，最终实现

人工智能强国。

此外，还要推动人工智能诸多利好政策的

及时落地，建设我国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创新

体系，即打造“人工智能的核高基”——核，就是

核心技术；高，就是高端设备与应用；基，代表基

础理论设施。

“我们要发挥互联网大国的优势，把数据

和用户优势资源转化为人工智能技术优势，

深化人工智能技术推广应用，做大做强智能

产业，加强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普，培养高素质

人才队伍，支持人工智能社会学的研究。”谭

铁牛说。

中国人该干什么

洪荒之力爆发前
人工智能需冷静

发改委近日印发《关于请组织申报“互联

网+”领域创新能力建设专项的通知》，旨在提高

“互联网+”领域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互联网+”

产业快速发展。

通知提出两大专项建设内容和重点，分别

包括促进传统行业融合互联网和促进人工智能

技术发展。

在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方面，建设内容

包括三大类国家工程实验室，分别是深度学习

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类脑智能技术及

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

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

类脑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方

面，通知要求，针对我国脑认知和类脑信息处理

能力较为薄弱等问题，建设类脑智能技术及应

用创新平台，支撑开展类脑计算系统、类脑信息

处理、多模态感知、自主学习、认知脑模拟、类脑

多模态信息处理、脑神经计算、基于神经网络的

类脑机器人、面向类脑智能的核心芯片和操作

系统等技术的研发和工程化。

国家将重点发展人工智能技术

内存条

Facebook 的 CEO 马克·扎克伯格，近日通过他的 Facebook 账号

表示，自己计划在 9 月初公开展示他利用业余时间亲自参与的人工

智能项目。该项目能够让所有人成为自己住宅的唯一主宰，就像钢

铁侠与“管家”贾维斯的既视感。

扎克伯格年初就曾经透露，打算做一个可以控制整个家庭，比

如温度调节和电灯开关等的人工智能；此外，它还能在主人工作的时

候提供部分辅助。据扎克伯格介绍，目前该项目的研究进展很顺

利。他还表示，这套智能系统也能控制其他一些生活用品的功能。

扎克伯格的这项研究，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其他科技公司的智能家

居系统，比如亚马逊的Echo和三星的SmartThings。但扎克伯格表示，

在人工智能方面更具实力的Facebook，显然将拿出更出彩的产品。

此前扎克伯格曾预计，人工智能的表现有可能在 10年之内超越

人类。人的基本能力，包括听说读写，人工智能都可以做得更好。

不过这项发明唯一的负面影响，来自扎克伯格的妻子。“我老婆

很愤怒，因为她现在没法控制这些——这个人工智能只认我一个人

的声音。”

得罪老婆的“钢铁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