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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虚拟陪聊机器人发展到 To B（对商业）领域领导者
这位上海创业老兵与小 i机器人见证 AI发展每一步：

机器还在鹦鹉学舌，

而我的期待是变形金刚
2003年，MSN在中国方兴未艾。

上海，一家濒临破产的软件公司创始人加班到深
夜，他看着 MSN列表突发奇想，能不能有一个虚拟人
可以陪他聊天，一诉苦闷。当时他带领的“赢思软件”开
发团队用一天时间设计出一个可以自动问答的聊天程
序，也就是小 i机器人的前身。这位创始人就是现在上
海智臻智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小 i机器人）的创
始人、董事长兼 CEO袁辉。

经过一段时间完善， 他将这款意外诞生的产品
命名为“小 i 机器人”，并让员工分别推荐给 20个朋
友测试。不久，MSN用户的好友列表中就多了一个叫
“小 i机器人”的好友。最早的 300个问答都是袁辉亲
自教给小 i的。

15年过去了，曾经的那个虚拟陪聊机器人早已不
在，但小 i历经坎坷现在依旧笑春风。15年，袁辉与小i

一起亲历人工智能起伏，可谓九死一生。15年，袁辉更
见证了中国 AI（人工智能）、上海 AI发展的每一步。

“冰河时代”

2004年，中国 3G还未起步。袁辉在 MSN上无意
间创造的产品，促使这家原本是探索移动互联网的公
司转型专攻人工智能。这次转型将公司从绝境中拯救
出来，并逐渐走向 2007年的第一个高潮。此前“赢思”

连员工工资都快发不出了。

小 i开发出 3个月后，用户已经达到 40万。2004年
3月，小 i与微软 MSN合作成功后，腾讯 QQ也找上门
来合作。 同年 4月，IDG创投基金合伙人找到了袁辉来
投资。2007年小 i的个人用户已达 8000万人次。2008

年一度成为微软全球唯一一家机器人战略合作伙伴。

袁辉曾将他创业的黑暗时期形容成 “冰河时
代”———外表看起来白茫茫一片，没有任何生机，但是
在冰川的下面还藏着一颗火种。正是靠着这颗火种，袁
辉在第二次绝境中坚持下来，公司再一次进行转型。

小 i机器人 15年人工智能发展史，第一个阶段致
力于通用人工智能的开发。第二个阶段开始转向特定
领域的人工智能，为大中型企业和政府机构专门类别
提供人工智能服务，目前全球用户超过 8亿人。工商
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等国内各大银
行，移动、联通、电信三大通讯运营商，华为、小米、联
想、海尔、三星、通用汽车、万达集团、东航、携程等知
名企业，都是小 i合作的大客户。

从现在来看，小 i机器人不仅活下来了，而且还成
为 AI行业在 To B（对商业）领域内当之无愧的领导者。

黄金十年
袁辉说“未来十年将是人工智能的第一个黄金十

年”。“很多行业沉淀多年，过去积累的算法、算力和数
据在和行业应用结合的过程中将会释放巨大的生产
力。”以智能客服为例，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应用最成熟

的领域之一。建行使用的小 i机器人智能客服，三年
来服务 10 亿客户，2016 年机器人的工作量相当于
9000人工座席，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在这个过程中，袁辉认为存在一个问题，五年后
AI的发展或将面临技术瓶颈。“我们现在用的技术都
没有脱离过去 60年 AI的基础理论框架，无论是深度
学习还是神经网络都是如此。”

袁辉认为，目前对 AI的研究局限于计算机领域，

甚至是集中在计算机领域的某个方面。 人工智能包括
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分析、认知与推理、机
器人学、博弈与伦理六大领域，深度学习只是机器学习
的一部分。“我们今天大多只能谈一个方面， 全世界能
谈到六个方面的人凤毛麟角。”

人工智能圈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只乌鸦在路
口会自己观察，等红灯亮起所有车辆停下的时候，才到
斑马线上获取食物，相比之下鹦鹉学舌只是机械重复。

袁辉说，今天机器学习还停留在鹦鹉学舌的阶段，连乌
鸦的程度都没到，更别谈人类。Google的 AlphaGo虽然
打败了人类，但仅局限在围棋领域，而非发散领域。“虽
然今天的技术体系无法做到， 但是我们最终的期待还
是变形金刚。”

“成长烦恼”

上海人工智能企业目前已超过 3000家，商业发展
的历程必将是大浪淘沙。袁辉认为，当下包括小 i在内
的AI企业排头兵都存在先发优势， 但他清醒地认识
到，“这不是一万米，这是马拉松。浪会越来越大，但只

有始终在风口浪尖保持领先， 才能成长为一家了不起
的企业。”

今天，小 i 发展的挑战来自方方面面，人才、市
场、资金……但袁辉认为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成长的
烦恼”。小 i作为 AI行业的先发者，如何成长为一个大
公司，方向和定力非常关键。袁辉说，小 i选择了认知
智能的 To B方向。“未来人工智能行业细分领域将会
存在更大的发展空间，接下来的三年，小 i的目标不
是要做大，而是要做强，变成不可替代的行业龙头。”

“上海高地”

未来，上海要如何打造人工智能高地，袁辉认为
首先就要有人才。“吸引 AI人才，光给户口没有用，最
重要的是要有承载人才的载体———企业和科研院所。”

一是要有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二是要有资本支撑技术
研发， 企业和科研院所才会落户上海。“因此上海要从
金融体系上做出改变， 对世界前沿技术研发企业给予
资本支撑。硅谷和以色列之所以成为世界创新的摇篮，

金融体系的支持至关重要。”

2001年，当时作为一名微软员工，袁辉参加了微
软亚特兰大的员工大会，在近万人的大会上，比尔·盖
茨说微软将改变这个世界。 那时年轻的袁辉问自己：

“为什么中国没有这样的公司？为什么我不可以？”

“当年国内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不太好，我太太建
议我去美国，但我没去。”袁辉更愿意在这片土地上为
他的梦想奋斗。如今，中国尤其是上海的人工智能产业
正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袁辉更加坚定了当初的选择。

创业者应有怎样的情怀
18年前，那次微软全球大会，在袁辉心中埋下

了一颗种子，创造一家伟大的公司，改变这个世界。

有朝一日，创造出无所不能的“变形金刚”，始终是
他心中的梦想。

为了 18 年前的那个梦， 袁辉一路坎坷无数，

员工工资发不出、投资人撤资、房产抵押、借高利
贷……如果心中没有梦想，他完全可以过着衣食无
忧的生活，但他却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创业者是
天生的，只要还有一口饭就不会倒下。”因为真正的
创业者心中都会有一个不灭的火种，即使山穷水尽，

他依然相信冰川下面还有火种。 而袁辉就是这样的
人。有不少人都会向他来求教，适不适合创业，当提
出这样的问题时，袁辉就会肯定地回答：你不适合。

在他心中真正的创业者是不会发出这样疑问的。

在和袁辉交谈时，他很少谈公司、谈业务，更多的
是讲行业的大势、格局。五年前，袁辉就在谈 AI赋能百
业，如今众多公司涌入人工智能，干的就是这件事。的
确，如今伴随算力的提升，大数据的积累，行业迎来一
个变现期。但此时的袁辉，却忧虑的是这波红利吃完，

五年后人工智能在深度学习上可能遭遇的瓶颈。过去
六十年，在算法这一领域并没有突破，依然是深度学
习，但我们在深度学习之外，很多没有实现突破或未发
现新领域，这是可怕的。他忧心的从来不是自己，不是
自己的企业，而是整个行业。

你可能很难想象，一个创业者、一个搞人工智能
的企业家会谈起钱学森。在他看来，一个创业者内心
需要一点人文情怀，格局和视野才能打开，而不能仅
仅局限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本报记者 刘锟 实习生 葛昕

AI赋能产业的前景
仍可大胆设想

完全理解人的智能
还有很长的路

4%
AI 在传统行业

的渗透率只有 4%?

而马云当年创办黄
页网站时?互联网的
普及率也只有 4%

1%
?我们已经研究

人工智能 60 多年?

还没什么进步 ?在
人工智能方面可能
只进步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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