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 能 语 音 识 别 录 入 系 统 、 案 件
信息智能分析系统、裁判文书主题
词 库 …… 今 天 ， 以 大 数 据 、 云 计 算
和 人 工 智 能 为 代 表 的 现 代 信 息 技
术，正被广泛而深入地运用到各地
司法实践中。

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工
智能在司法中发挥的作用将愈发突
出。于是有人提出，人工智能有朝一
日终将替代人，机器人独立办案将并
不遥远。

事实真会如此吗？
人工智能的确具备超强的计算、

分析能力，但终究不具备人类特有的
情感与道德伦理，这决定了人工智能
可以在预设的事实、法律范畴中，推
演出合法与否、罪与非罪等机械结
论。但在如何认定证据真伪、衡量证
明力大小，进行和解、调解等非判决
司法程序等方面，则需要依赖司法者
专业的法律思维和丰富的生活情感体
验，这就决定了“人”的不可替代

性。
此外，正如法谚所说：“法律的

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法
不 外 乎 人 情 。” 对 于 法 律 目 标 的 追
求，绝不仅是其自身逻辑推理的周延
和自洽，还应同时关注法律所承载的
精神内涵和价值判断，这需要司法者
对天理、国法和人情的兼顾，对社情
民意的评判和回应，而这些都是人工
智能无法完成的。

我们应始终将人工智能作为辅助
司法的技术手段，防范对其形成“路
径依赖”，更不可本末倒置，认为人
工智能可以代替人独有的司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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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来，人脸识别技术在中国
多个行业的应用，呈爆发式增长。人
脸识别技术未来会给生活带来哪些改
变？我们离全新的“刷脸时代”还有
多远？

人脸识别技术走进百姓生活
近日，济南交警利用人脸识别技

术抓拍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灯，引发
广泛关注。济南市交警支队科研所副
所长李勇介绍，借助人脸识别系统，
可对交通违法人的头像及身份证、居
住地址等部分信息进行曝光。启用一
个多月来，这个路口从最初一天最多
抓拍上百起闯红灯行为，现在降到一
天十余起，治理效果明显。

从今年起，青岛市居民社保资格
认证也使用了人脸识别技术，通过在
线验证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和身处异地
的市民提供便捷的验证渠道。

济南中科唯实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韩伟介绍，人脸识别系统是

一套动态人脸识别抓拍系统，过去主
要应用于公安机关视频监控、机场安
检、单位内部考勤等领域。

“爆发式”应用尽显科技魅力
自 2015 年以来，人脸识别技术应

用呈现“爆发式”态势，用于安保、
政府公共服务、金融、商业营销等众
多领域。

在哈尔滨机场，人脸识别系统在
旅客到达验证台时迅速抓取旅客脸部
图像，并与旅客身份证件图像进行比
对。当验证员人工读取旅客身份证件
信息时，系统便可完成比对并给出判
别提示结果。人脸识别系统人均检查
时间约为 2 秒，而人工验证需 15 秒。
目前，人脸识别系统已在北京、深
圳、呼和浩特、长沙、拉萨等机场试
用。

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
新中心总体部副主任王春水说，一些
娱乐应用如“脸萌”其实也使用了人

脸识别技术。iPhone 手机中有一个功
能，可以识别图库中同一个人的所有
照片。此外，中国移动利用人脸、文
字识别技术，为非实名手机卡用户提
供在线实名制补登记服务。

全新“刷脸时代”还有多远？
随着人脸识别技术不断进步，未

来该技术会应用到更多领域。
在智慧城市方面，人脸识别技术

已应用到智能家居、智慧社区管理等
领域。很多家电品牌在研发使用人脸
识别的智能化家电；一些高档社区用
人脸识别对社区居民身份进行识别。

人脸识别也在金融、证券等业务
进行应用尝试，目前人脸识别技术，
嵌入到银行业务流程中。

韩伟说，随着一流人脸识别技术
中开始应用多种活体验证环节，不会
出现拿着别人的照片或视频就能冒用
的情况，安全性大幅提高。
新华社 2017.6.26 文/王志 邵琨 张旭东

我和我的合作者用中国数据进行了一些
研究。我们首先用北京大学的家庭动态调查
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现有的工作岗
位中，60%以上的岗位都有被替代的风险。

随后，我们采用几大招聘网站的大数据
进一步分析了增量工作岗位可能被替代的风
险。这些招聘网站上的招聘岗位面向的都是
学历较高的群体，但结果发现，未来可能被
替代的概率也相当之高。这告诉我们，遭遇
失业可能将不只是低端劳动力群体的烦恼，
也会成为高端劳动力群体的痛苦。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当面临类似的技术冲击时，人们的选择

无非有两种。一种是消极应对，把技术一禁
了之；二是积极应对，用多种手段化解技术
带来的就业冲击。

古罗马皇帝韦巴芗是采用第一种选择的
代表。当有人建议他采用先进的机器运输神
庙的石柱时，他以这会影响百姓的就业为名
果断地予以拒绝。很多臣民因为他的这道圣
旨保住了工作，但他们得到了什么呢？只是
日复一日地拖着沉重的石柱。

试想，如果韦巴芗允许了新机器的使
用，那么，他们可能会在市场或者田间找到
更为轻松的工作，而且也不会让整个社会的
生产力停滞在原地。

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也发现了技术创新
对就业造成的巨大冲击。但他通过分析，断
言新技术虽然会在短期内造成大面积失业，
但是从长期看，它会创造更多就业，从而带
来繁荣。

李嘉图是对的！19世纪，机器将大批工人
赶出了工厂，却无意间造就了大批商人。当我
们把视野放得更宽时，我们将会更加乐观。

当然，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来得更为迅
猛、范围也更大。这就意味着完全靠自发的
市场调节可能难以应对。在这个过程中，政
府就应该有所作为。

它不仅应该为人们提供持续的就业培
训，以帮助人们更快适应新岗位，更应该创
新金融服务，为失业人群提供“工作抵押贷
款”（即用未来的工作进行抵押的贷款）。我
们相信，只要应对得当，人们将会更好地拥
抱人工智能时代。

《新京报》2017.6.28 文/陈永伟

最近，丰田公司完成了一项家用机器人测试的项目，这款机器人叫做
HSR，是一款用来帮助那些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可移动式辅助机器人。这款
HSR机器人不仅会看，而且会思考，能够帮助主人从床上转移到轮椅上。据
悉，这款机器人能通过视觉传感器和灵活的手臂，帮助残疾人完成一些简单
的生活任务，比如开门、关门、倒水和拿取物品等。 安卓网 2017.7.1

6 月 21 日，国美全球首家专业 VR
（虚拟现实） 影院迎来先锋观影团，在影
院里带上 VR“魔镜”，人们可以做游
戏，还能成为电影里的主人公，影响电影
剧情。近来，各大 VR 企业近来纷纷出
招大力推动 VR 产业发展，让我们看看
有哪些新奇特。

学与玩，有分别吗？
学习苦吗？玩耍甜吗？这个问题可

能对于“VR沉浸教室”的同学们再也不
是问题。历史课，他们可以“穿越”回
古代，“见”证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
生物课，他们能“钻”进人的身体里，
看血液的奔腾，听细胞的代谢……这个

“101VR 沉浸教室”，让寓教于乐体现得
更为真实。

“游戏化的体验式教育让学生更能集
中精力。”教室出品方网龙科技副总裁熊
立介绍，网龙科技利用VR/AR技术、云

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让学习向
“玩乐”迈出了一大步。VR教育将游戏
化思维融入教育，让原本枯燥的知识点
通过不同的载体和设施呈现出来。

除了教育，网龙科技还展示了“VR
险情逃生”“VR 过山车”“VR 海底寻
宝”等不同风格的产品，其中能带小伙
伴海底考古、沉船探宝的“VR 海底寻
宝”实体科技馆已经入驻中国科技馆。

骗过大脑并非易事
无限接近真实，可谓是虚拟现实行业

的“毕生追求”。为此，成功的VR要骗过
感官、蒙晕大脑。目前市场上的高端VR头
显大多将近0.5公斤左右，头戴“重盔”很
难让人忘记自己是处在人造场景中。

有分析认为，目前市场上多数的VR
设备在重量、眩晕感、交互体验、清晰
度等均不完善。

曾 有 人 撰 文 描 述 VR 所 带 来 的 欺

骗：除了视觉信号之外，虚拟现实技术
还让大脑接收到声音、味觉、嗅觉甚至
触觉信号，比如风和震动，让你不得不
相信自己身处一个并不存在的世界。从
根本上来说，“虚拟现实”就是欺骗你的
大脑，而且是在最原始的水平上。即使
理智上你完全清楚自己并非立在悬崖绝
壁之上，但身体的每个反应都告诉你，
你处于真正的危险中。无论你如何说服
自己跳一下试试，双腿硬是无法抬起
来，因为你的大脑在阻止你这么做。

也就是说，即便你的意识感受到了
欺骗，你的大脑也在执迷不悟，做到这
样才是真正成功的VR。

《科技日报》2017.6.27 文/张佳星

近日来，国内外一些媒体纷纷援引
所谓黑客组织“匿名者”的消息报道
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即
将宣布发现外星人的证据。但 NASA 副
局长托马斯·楚比兴予以否定。

“匿名者”在 Youtube 账号发布一段
视频，视频中，一个戴着面具的人用合
成声音读着几页纸，声称楚比兴在此前
一个国会听证会上说：“我们的文明即
将在宇宙中发现外星生物的证据。”

这段视频引起舆论关注。目前，视频
在线观看量已超过100万人次。不过，尽
管楚比兴作证时确实说了“我们接近于做
出历史上影响最深远、史无前例的发现之
一”，但他同时警告说，我们在地球之外

“尚未发现生命的明确迹象”。
楚比兴本人 6 月 26 日澄清：“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没有事关地外生命的待定
宣布。”

他还说：“我们在宇宙中是独一无二
吗？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我们正在向
前推进相关任务，那也许能帮助回答这
个基本问题。”

天文学家一般认为，如果存在外星
生命，那么它们很可能生活在宜居带行
星上。美国开普勒太空望远镜迄今已在
太阳系外发现 4000 多颗候选行星，其中
超过 30 颗已确认是宜居带行星。此外，
NASA 认为，土星卫星土卫二具备生命
存在的几乎所有已知要素，可能是太阳
系内寻找外星生命的最理想地点。

新华社 2017.6.26 文/林小春

人脸识别技术走进现实生活

“机器人”能独立办案吗？

NASA称“发现外星人”消息是谣传

人类迄今未在地外
找到生命明确迹象

丰田测试家用机器人丰田测试家用机器人

魔 镜 真 能 骗 眼 又 骗 心魔 镜 真 能 骗 眼 又 骗 心 ？？

人工智能时代

失业烦恼何以化解

近日，李开复的一篇 《人工智能对人类
社会的真正威胁》 的文章刷爆了朋友圈。在
这篇文章中，李开复一针见血地指出，人工
智能的真正威胁并不在于它会像科幻电影所
说的那样奴役人，而在于它会大量挤占人类
的工作岗位，从而造成大面积的失业和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