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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前，索尼公司成功让人工智能谱出了

三首真假难辨的流行音乐。人类最后一层心理

防线——感性创作，即将告破。人工智能和今

天的智能手机一样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并开辟

出新的巨大市场，已经无须怀疑，无可阻挡。

20 年前，三两家巨头就瓜分了 PC 时代的

所有空间；10 年前，新兴互联网公司在移动互

联时代完成“造反”；今天，站在人工智能时代

的门槛上，新老科技巨头的眼睛，又会望向哪

里呢？

在这个“人工主导机械传动”依旧是社会生

产与人类运动主要方式的时代，人工智能在普

通人眼中，似乎还离得很远。

但 9月 1日一个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却明

确告诉我们：到 2030 年，专业化的人工智能应

用将日益普遍和更加实用，经济发展和生活质

量将得到极大提升。换句话说，距专业化 AI普

及也就还有 15年。

这份名为《2030 年的人工智能和生活》的

报告，是一个为期 100 年的人工智能影响研究

项目产生的第一项研究成果。由美国斯坦福大

学主持的一个人工智能及相关领域 17 人专家

小组提交。研究小组以北美一个典型城市为背

景，考察未来 15年里人工智能对人们的生产生

活 8 个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这 8 个方面是交

通、家政、医疗保健、教育、娱乐、低资源社区、公

共安全和保障以及就业和职场。

研究人员认为，利用计算机视觉、深度学

习、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开发的、执行

特定任务的应用届时将无处不在。预计越来越

多的人工智能技术将普遍应用于自动驾驶汽

车、医疗诊断和定向治疗、老年人生活辅助等方

面。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人还将应用于那些难

以吸引年轻劳动力的行业，比如农业、食品加工

等。无人机、无人驾驶卡车或送货机器人等将

使网购商品的运送更为便利。依照这份报告，

到 2030年，人工智能可能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积

极而深刻的影响。

距普及还有15年？

面对这片几乎完全空白的全新市场，经历

了 PC、移动互联两次“世界大战”的中外科技

巨头企业，又忙不迭地开启了第三次备战。

今年以来，英特尔接连收购 FPGA 制造商

Altera、深度学习公司 Nervana、机器视觉公司

Movidius；苹果收购机器学习创业公司 Tuple-

jump Software；谷歌收购聊天机器人创业公司

API.A；IBM 携手麻省理工创建“激发大脑多媒

体机器理解实验室”；Facebook 宣布成立人工

智能研发实验室；腾讯宣布将在应用宝内引入

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机器人分发新模式……

一连串的收购、合作、建实验室等动作的背

第三次“世界大战”依稀可见

在回答谁能笑到最后之前，我们必须要问：

未来，人工智能会发展到哪一步？

“即使在一百年之后，人工智能拥有了独立

的意识，他们在做的事情也仍然是帮助人类。

我们和它们永远是朋友。”在 9月 23日腾讯全球

合作伙伴大会上，苹果联合创始人沃兹尼亚克

说。但他也认为，在不远的未来，人工智能必定

会成为颠覆人类生活方式的又一划时代技术。

“我们可以生产大批量的计算机，赋予它们

不同的个性，它们可能会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学

到很多东西，不断去改善——未来，计算机或许

会有独立的思维和意识，不只是遵从我们的命

令，而会有自己的意识。”沃兹尼亚克如是说。

沃兹尼亚克的观点或许能代表业界普遍存

在的一种共识。《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

在腾讯全球伙伴大会上也有相似的表示：“今天，

我们可能要把智能和感知分开，但当人工智能发

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这两个东西一定得共存。”

这些业界“大咖”普遍认为，由于技术条件

的限制，现阶段的人工智能，还处于更偏重开发

“智能”，而由“智能”走向“人性”，感知和情感才

是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方向。而这，也是决定

全球有志于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公司，谁能坐

上行业头把交椅的关键一环。

“人类的情感并不是什么超自然的、很神奇

的东西，AI 正在通过获取海量信息，去发展分

析人类声音、表情形式的能力，去分析人类的情

绪状况。这种基于数据分析获取的信息其实我

们靠感官得到的数据更可靠。”赫拉利说。

赫拉利的说法已经不再是畅想。“未来，随

着技术条件的不断成熟，我们考虑更多的，将不

仅仅是让机器如何更‘智能’，而是让机器如何

‘更像人’。”王永东告诉记者，微软的“网红姐妹

花”小娜和小冰，就是他们基于“如何让人性与

智能相结合”，而在不同维度的探索。“小娜更偏

重于 IQ 维度，像一个工作上的‘小秘书’，如今

她已经可以帮你叫外卖、推送音乐；而小冰则侧

重在 EQ 维度，是基于人性和情感方面的探索

更多，她已经绑定在近两万个微信公众号的后

台，能和你聊天，回答你的问题——或许，在未

来，她们也能合二为一，而这要看我们在人工智

能方面的探索和学习能达到什么样的境界。”

谁先有“人性”谁赢

谷歌公司近年来一直在努力实践一个大开的“脑

洞”，即开发高空气球撒“网（络）”，为老少边穷地区的民

众提供上网服务。最近，他们又上网气球引入了先进的

人工智能技术，使其能够适应复杂的天气、气流条件，在

高空滞留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提供的服务也趋于稳定。

据介绍，最初推出上网气球计划时，谷歌采用了静态

的算法，能够自动调节气球所处的高度和地理位置。这

样的设计仍然比较简单，众所周知的是，高空中的天气条

件发生剧烈变化，而谷歌气球并无法做出适应和调整。

不过，日前谷歌上网气球团队对外宣布，气球已经采

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具体是人工智能中的机器学习技术，

气球可以更加聪明地分析周围的环境，并且在同一个位置

停留更长的时间。此前在南美洲秘鲁上空平流层的一次

测试中，一个气球创造了在高空一次停留98天的记录。

著名科技网站《连线》指出，上网气球上安装的电脑

系统，如今能够采集海量的数据，并且做出智能分析。在

其中的一个案例中，有一个上网气球分析认为，陆地上的

风力不足以让它停留在某个位置，于是这个气球干脆暂

时飘到了太平洋的上空，获取其他方向的风力。

在气球对于自己的行为做出预设判断之后，它仍然

可以根据临时性的天气变化做出快速的调整。而在上述

秘鲁气球的案例中，这个气球在 14 个星期的时间里，一

共进行了两万次行为修正，几乎每天十几次。

总之，在引入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之后，谷歌上

网气球不仅可以在一个地方停留更长时间，另外还可以

帮助谷歌降低气球运行成本，覆盖地球上更广阔的范围。

在谷歌的商业规划中，上网气球将主要面向非洲、亚

太地区、南亚、南美洲等地球偏远地区，这些气球依靠氦

气漂浮在空中，会定期进行移动，覆盖更多人口。而在网

络接入方面，谷歌气球依靠的是地面的移动通信基站，但

是可以利用少数的几个基站，覆盖上百平方公里的面积。

（据连线网）

““聪明聪明””的气球会撒的气球会撒““网网””

尽管挫折不断，但业界并没未停下对自动驾驶技术加以丰富与

完善的脚步。

日立汽车系统公司 21日就宣布，开发出了在自动驾驶汽车检测

不到车道线时，能够予以应对的自车位置检测技术。利用该技术，当

遇到恶劣天气及急弯道等，监控车辆前方和周边的摄像头检测不到

车道线时，也能掌握自车位置，以保持车辆在车道内行驶。

据交通部门统计，约有 50%的汽车交通事故，是因为汽车偏离正

常的行驶车道引起的，主要原因就是驾驶员心神烦乱、注意力不集中

或驾驶疲劳。23%的汽车驾驶员一个月内至少在转向盘上睡着一

次；66%的卡车驾驶员自己在驾驶过程中打瞌睡；28%的卡车驾驶员

在一个月内有在转向盘上睡着的经历。美国联邦公路局的分析也显

示，美国 2002 年所有致命的交通事故中 44%是跟车道偏离有关的，

同时车道偏离也被看成车辆侧翻事故的主要原因，四个驾驶员中就

有一个驾驶员经历过车道偏离引起的伤亡事故。

针对驾驶者分心的状况，日立汽车系统开发的“Lane Mark Fu-

sion”技术，将监控车辆前方和周边的摄像头的图像信息始终保存在

自动驾驶用 ECU（电子控制单元）中。检测不到车道线时，则利用

ECU 中保存的之前的图像信息和 GPS（全球定位系统）的位置信息

来掌握自车位置。这样，就算突然失去了车道线信息，也能继续保持

在车道内行驶。

对于这款日立汽车系统，日立计划近日将在韩国釜山举行的汽

车技术相关国际会议“FISITA 2016”上正式发布该技术的详情。

（据日经技术在线）

辅助驾驶让你永不“跑偏”

机器人给你来首流行调调

未来有一天，当孩子告诉你，他要去参加一场机器人流行巨星的

演唱会时，你可能一点都不会像现在听到这个消息时那般惊讶。

当然，目前人工智能还做不到引领人类的时尚潮流，但已经能在

律师事务所供职，能在围棋比赛中击败世界冠军。更厉害的是，人们

发现，人工智能原来还能写出一些很不错的流行歌曲。

据美国石英财经网站 9 月 25 日报道，索尼公司的研究人员很多

年来一直在研究如何利用人工智能谱写音乐，而且也曾运用人工智

能创作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爵士乐。但这次是索尼公司计算机科学研

究所首次发布由人工智能作曲的流行音乐，最后的效果也相当惊艳。

第一首歌曲名为《老爸的车》，曲调欢快，朗朗上口，令人回想起

甲壳虫乐队的风格；第二首歌曲是一首安谧悦耳的小调，名为《影子

先生》。这首歌在创作上借鉴了美国音乐家欧文·柏林、埃灵顿公爵、

乔治·格什温以及科尔·波特的风格。

报道称，这个名为 FlowMachines 的人工智能系统的工作原理

是，首先对一个歌曲数据库进行分析，然后再模仿某一具体的音乐风

格创造出类似作品。

不过，最后的成品还是经过了人工处理。在上述两首歌曲的制

作过程中，法国作曲家伯努瓦·卡雷对曲子进行了调整并完成了填词

工作。因此，人类在艺术上可能还是不可或缺的——至少暂时如此。

不过，索尼公司计划在 2017年发布一张由人工智能编曲的完整

专辑，并且该公司的计划是要创造出真正伟大的人工智能音乐。碧

昂斯和泰勒·斯威夫特或许要当心了。因为在完成谱曲这样的最复

杂挑战之后，给自己一个仿真人的身体，编一个只有机器人的速率才

能实现的舞步，实在太轻松了。 （新华社）

后，是一片硝烟弥漫、群雄逐鹿的人工智能市

场。各家拼命建造的杀手锏，便是构建自己的

“生态体系”——基于现有优势构建开放的生态

体系，辐射到产业上下游整个反应链条，通过收

购、合作等方式搭建“开放”的生态体系。

依 靠 Watson 牢 牢 占 据 智 慧 医 疗 高 地 的

IBM，早已集聚了一大批产业上下游的企业资

源，今年 8 月，通过向中国 21 家医院合作引入

肿瘤辅助诊疗解决方案，已将 Watson 健康的

版图疆界扩展到了中国。

以软件起家的“百年老店”微软则围绕“主

营业务”上的传统优势构建开放的“智慧生

态”，微软亚洲工程院院长王永东告诉记者，

如何将人工智能技术与 Office 软件相结合，是

微软下一步的主攻方向之一。

无独有偶，通过开放平台向创业者们开放

自己积累的 AI 技术，则是以做网络社交平台

起家的腾讯布局人工智能的主要发展思路。

模式之外，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上的投

入，各家更是不惜身家。

“人工智能涉及的领域太多，很多时候，即

使我们看不到一个清晰的产品形式，也会在技

术方面充分投入。”王永东如是描述业内巨头

公司在这个领域长达数年的技术研发投入。

在微软、IBM、英特尔等科技巨头的技术研究

院里，对于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语音识别、图

像识别等各个方向的技术攻关每一天都在争

分夺秒地进行着。

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宋继强告诉记者，

在构造基于人工智能的机器里，需要通过各式

各样的传感器把数据传入机器，使机器在第一

时间做出反馈和处理。与此同时，看不见的后

端处理过程，则包括了大量的机器计算和学

习，如字符识别、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但也

还未完全穷尽，而更高维度的认知探索，业界

现在才刚刚开始而已。

技术速进的要求，也促动着硬件产业的同

步更新。支撑机器学习背后的“硬技术”是高

性能计算，传统的 CPU 已不能堪此重任。正

是看到了这一点，各家“巨头”纷纷把目光聚

集到人工智能专用处理器的阵地上：谷歌推出

TPU、IBM 推 出 Power 系 列 、英 伟 达 推 出

GPU……智能芯片和处理器领域的“火并”热

潮愈演愈烈。

作为传统服务器芯片市场的两家“巨无

霸”公司，英伟达和因特尔都希望能将 PC 行

业的领导地位延伸至人工智能领域。与英伟

达专注于提升 GPU 性能，从而加速机器学习

发展的策略不同，英特尔计划用不同构架的特

点 来 完 善 和 优 化 自 己 的 人 工 智 能 专 用 处 理

器。除了 GPU，英特尔收购的芯片厂商几乎

囊括了所有已出现的处理器架构。

“人工智能领域恰恰只是高性能计算的开

始。”宋继强表示，未来英特尔将充分利用其

成熟的芯片生产链条，从人工智能的上游产

业，即运算软件研发和处理器生产入手，进行

从微型传感器到企业云端处理器的端到端全

面链接。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只有更懂人性只有更懂人性
才能坐上头把交椅才能坐上头把交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