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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和马斯克畅谈火星移民、 机器人取代人类工作
时，昨天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还有一群更为专业、权威
的人工智能领域顶尖专家分享了他们对于未来的洞见。

在这场主题为“科学前沿”的人工智能论坛上，智慧的
火花充分碰撞，尽力探求人工智能的未来边界。

“双马”对话中，马斯克有些悲观地认为“人类最后的
工作就是写软件，之后人工智能可以自己写软件”。然而在
这场“科学前沿”分享中，观众可以感受到，人类的智慧依然
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正是因为越来越多“最强
大脑”的加入，让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的未来充满可能性。

技术未来究竟要走哪条路
“过去我们对于人工智能流行的共同看法，可能只不

过是看到了冰山一角。”暗物智能科技董事长、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教授朱松纯这样提醒人们。

朱松纯以他的亲身经历介绍，过去的几年中，无论是产
业界、投资界还是学界的朋友，普遍都认为大算力加上深
度学习、机器学习，就是人工智能。但在人们习惯的大数据
加深度学习方式下， 人工智能在一些最简单的物体认识上
仍会不断地出现问题，因为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特例出现。

因此，朱松纯认为，人工智能研究，必须从构造大数据
转变为构造大任务的平台。 有些任务可以收集大量的数
据，但某些特别的任务不能范式化，因此过去的道路会难
以走下去。

波兰华沙大学数学与计算建模和计算机交互科学中
心主任马列克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他认为互联互通是人工
智能和自然智能最关键的方面。“我一直在研究超级计算

机的优化，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把分散在各处的超级计算机
联系在一起。”马列克说，就像人的大脑，一个决策由不同
的部位作出，以后人工智能的决策也由许多超级计算机一
起作出。一旦超级计算机能联系到一起，一定能完成现在
想象不到的任务，也许还能发展出真正的智慧。

让 AI应用在史无前例的地方
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影响深远的技术革命， 按目前预

计，未来 25年之内，将近一半现有的工作会消失，并使我
们如今的工作、生活和交流方式发生根本性改变。在这场
革命中，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就起着关键作用。

美国硅谷大湾区科技创新联合会的主席杰弗里·韦尔
瑟认为， 未来要利用 AI的数据处理和计算的能力， 让 AI

帮助人类工作、决策，应用在史无前例的地方。

“我们研发了一个辩论机器人，它比辩论冠军更打动
人，人们觉得从机器人那里获得的信息更多。”韦尔瑟说，

这就是人工智能的优势，能引用更多的数据，而人一下子
想不起来这么多东西。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副院长蔡天文认为，个性

化医疗对社会贡献最大。 如果人工智能的机器可以看病，

针对每个人开出个性化处方，那将是人类的福因。”

牛津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主任、赫特福德学院高级研究
员迈克尔·德里奇坚信，未来将是“多智能体的时代”。机器
将变得越来越人性化，了解人们的需要，机器有更大的潜
力来做更多、更智能的任务，这是便是计算领域的未来。

“比如，为人们安排会议，进行自动化商务，包括微商、拼车
等领域都将是其发展的方向。”他表示。

数据隐私可以不必成为“一堵墙”

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不少与会专家认为，机器学
习离不开大数据，大数据离不开安全，数据隐私成为阻挡
人工智能发展的一堵厚重的墙。

受制于数据隐私，人工智能就不发展了吗？如今，一种
“联邦学习” 的模式可以保证每个终端的数据都在不出本
地的情况下，仅是通过加密模型，来使它的参数被传递到
云端，在云端加以整合、更新，并且把通用、更新的模型再
传递到终端。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理事会主席、香港科
技大学教授杨强说，“用这样的方法就能保护用户隐私，同
时又能共享一个通用模型。”

南京大学计算机系主任兼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周志华也
认为使用模型是一个好思路，“在机器学习的研究中， 有许
多共同需要，那就需要尽量避免重复研究。”周志华打了个
比方，想要找一把切肉的刀，可能市场上没有，但能找到一
把切西瓜的刀，把这个刀带回家，用自己的数据打磨一下，

这个模型出来的刀就可以用了，这总比从头开始磨刀要好。

周志华说，“若是共享出去的只是模型，就不再需要分
享数据。数据的泄露、安全性等这些原来存在的问题就自
然不再是问题。”

60年来 AI研究
可能只进步了 1%？

理解人的智能
还有很长的路

罗杰·瑞迪，计算机界诺贝尔奖“图灵奖”

获得者、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美国卡内基梅
隆大学教授。长期以来，他对人工智能未来发
展的趋势有独到的见解。昨天的上海人工智
能战略咨询专家会议上，他刚刚被增补为专
家委成员。

其实，他算是上海的老朋友了，去年的世
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他在开幕式上作了主旨演
讲。在 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论坛（科学前
沿）上，他分享了“人工智能的新方向”。“新方
向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新的点子而出现
的新方向，其实更多的像摩尔定律一样，算力
基本上每十年都会以相当于摩尔定律的法则
来增长。”罗杰·瑞迪说，与他 1963年刚毕业时
相比，现在的算力相当于当时的 10亿倍。

就如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
提到，人工智能正在经历着范式的转变，这并
不是有新的想法， 过去五十年的想法都没变
过，只是算力的增长，使得我们可以探索新工
具、新技术，比如说深度学习，语言之间的翻译
以及语音翻译，这会改变当今世界。

未来怎么做 AI？ 人类会自动地发现知识，

用一些学习技术来做，而不是像现在人工的来
创造知识。“20世纪 AI的方法是取决于人类的
工作、人类的编程，把知识进行编程，但很多时
候我们没有正确的知识，也不知道我们是怎么
听到、怎么看到的，然后试图用人类的编程来
捕捉这一个现象。”

21世纪，对于知识的自动发现会带来非常
不同的解决方法， 虽然解决的是同样的问题。

罗杰·瑞迪说，1963年在斯坦福做的问题和现
在研究的问题都相同，都是机器人、图像理解、

语言、语音等等，但现在由于算力的爆发式增
长，可以做新的、当时难以想象的事情，并可以
使用完全不同的一些方法。

在罗杰·瑞迪看来，21世纪首先要清楚理
解到底什么是人工智能？不同的人对于人工智
能有不同的理解，有些人说人工智能会占领世
界，人类都会成为人工智能的奴隶。“我觉得这
是危言耸听，这是不会发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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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可能我们要花
一千年甚至一万年。”

罗杰·瑞迪解释说， 如果回顾一下历史，

5000年前人类当时发明了一些数字计算，发明
十位数计数法花了 3000年， 又花了很长时间
才发明了零， 花了 3500年才把之前只有少数
人才可以做的东西变成一种技术， 比如说乘
法、除法。如果要完全理解人的智能，可能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当前我们正进入数据驱动的范式，自动发
现新知识，正因如此，在过去 10年—15年，我
们取得了之前认为一生都不可能的进步，比如
语言翻译、 语音对话，IBM的沃森和世界级的
象棋、围棋、麻将计算机等等。罗杰·瑞迪说，AI

领域的新范式和新方向会带来一些可预测和
一些意料之外的新突破。比如，随时随地以任
何语言和任何人都可进行沟通，我们可以用认
知放大器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一天的工作。

AI在传统行业的渗透率只有 4%?马云当年创办黄页网站时?互联网的普及率也只有 4%

AI赋能产业的前景仍可大胆设想
AI太火了，但远未到巅峰。其目前的普及状况，像极了

当年还颇让人陌生的互联网。

在昨天进行的 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产业发展”主
论坛上，各路行业大咖对目前人工智能的普及率有着高度
共识———数据显示，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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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们可大胆设想一下 AI 技术赋能各个产业的
前景。未来生活中，我们所度过的每一分钟、每一次交流，

还有太多可以被 AI赋能。

提供颠覆性服务？

“人工智能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提供无与伦比、颠覆
性的服务”。 云从科技创始人周曦以目前云从所服务的大
量银行为例，他认为，目前大量银行的服务能力无法实现
“普惠”的要求，这正是 AI下手的机会。“一家大银行，即便
有 10万名客户经理，也无法服务好 10亿民众。此时，AI就
有发挥作用的地方了。 它能将稀缺资源和服务以 10倍甚
至 100倍的量级扩展出去，从而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更好
的服务，这就是 AI的未来。”

AI 的作用还能发挥在“救命药”上。2017 年，上海人
工智能公司依图科技就投资了人工智能制药公司
AccutarBio。 依图科技联合创始人林晨曦在论坛上透露，

计算机实现了蛋白质分子结构间的高效智能筛选和匹
配， 有望使原本需要四五年的药物研制实验周期缩短到
只需一年。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庆峰说，科大讯飞在
“半监督学习”算法上的突破，令翻译机器人提前达到了英
语专业八级水平。今年 3月，在一次全球擂台中，科大讯飞
的英文机器人阅读理解力在两项指标上超过人类平均水
平，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超出了研发者的预期。“未来，

机器可以看懂法律卷宗、各类文章，甚至可以进行评价。”

而交通出行中的自动驾驶， 也在上海迈出关键一步。

昨天，滴滴自动驾驶车队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滴滴

出行 CEO程维表示，“相信自动驾驶可以指数级地降低交
通事故的发生，未来滴滴将投入更多于自动驾驶，让普通
用户在滴滴上打到无人驾驶汽车”。

光有算力和场景还远不够
面对人工智能诸多大开“脑洞”的应用场景和高速的

技术突破力，德国软件公司思爱普（SAP）全球高级副总裁
李强却表达了一丝担忧。“入场都是人脸识别， 快速识别、

快速通过。这一方面让我惊叹，人脸识别的发展已到如此
迅猛高效的地步，但另一方面又让人疑惑，这些数据从哪
里采集？怎样运用？怎么存储？谁来监管？”

让普通公众了解真正的人工智能同样至关重要。根据
科大讯飞刘庆峰的观察，目前业内不乏一些冒进甚而存在
“忽悠”嫌疑的人工智能。在过去两年，他频繁看到人工智
能被某些机构和创业者变成了收割“智商税”的概念。

尽管人工智能发展火爆，但或许只有从业者才能感受
到“太难了”。平安集团首席科学家肖京在论坛上诉苦，人
工智能实际应用其实很困难，只能解决计算问题。但解决
计算问题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一定要把业务场景的东西转
换成技术的，另外需要数据支撑，这些都是难点。“尤其是
许多场景没有标准， 包括各个不同机构的数据如何合理、

合法、合规地用起来，行业内高门槛的准入等，没有统一的
标准。这些基础性的条件若未建立起来，便会制约包括医
疗领域在内的‘AI+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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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AI灯
光机器人为开幕式提供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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