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顶层设计重磅出台，科技巨头
抢先布局，创投狠下“血本”，人类新
的“小伙伴”层出不穷……2017年，
人工智能（AI）大热，点亮社会诸多
角落。

智能社会究竟离我们有多远？
奇点，究竟会在何时到来……

8月23日至27日，2017年世界
机器人大会在京举行。带着一系列
疑问，新华社记者深入采访有关专
家，回应公众关切，把脉人工智能发
展态势，触摸智能服务与智能设备
共同搭建的“未来生活”。

人工智能很近？重视
人工智能已成为全球共识

全球科技巨头人工智能投资已
经达300亿美元，人工智能一词的
媒体关注度2016年比 2015年增长
632%，2017年上半年在此基础上再
增长45%。

人工智能是未来智能社会的基
础支撑。因为拥有越来越多的人工
智能，机器人正由听从简单指令向
拟人、智能方向不断“进化”。因为
人工智能，机器被赋予一定的视听
感知和思考能力，成为人类的好助
手、好朋友。

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人工
智能＋服务机器人，人工智能＋特
种机器人，人工智能＋家居，人工智
能＋工厂，人工智能＋手术，人工智
能＋无人超市……从“互联网＋”到

“智能＋”，人
工智能默默地

填充、改变人类学
习娱乐、生产生活。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

究所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
点实验室主任王飞跃认为，从
“互联网＋”转变到“智能＋”是

一个自然也是一个必须的过
程。真正的“互联网＋”，让其
最大化服务百姓生活，就必
须及时加入智能化的管理运
营和技术支撑。

近年来，各国科技企业
纷纷加紧部署人工智能。
以中美两国人工智能领域
发展为例，地平线机器人技
术创始人余凯认为，中国在
行业应用和解决方案层面
领先世界，美国则在基础

研究层面优势较为突
出。人工智能已经从
几年前还是一个比
较学术的科学，演变
成相对产业化的高
科技行业，越来越
多的顶尖人才加入
到这个如火如荼的

“风口”。
据行业专家预

测，2017 年，中国服务机器人市场
规模可以达到240亿元。作为人工
智能从虚拟世界联系物理世界的重
要载体，服务机器人将逐渐演变为

“人格化”智能自主平台。
此次机器人大会上，曾在柏林

爱乐厅参加管弦乐团演出的弹钢琴
机器人特奥特劳尼克、高仿真人投
篮机器人、Pepper情感机器人……
一系列机器人明星们也会纷纷亮
相，为人们链接现实与未来的空间，
引人产生无限遐想。

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宋继强
认为，以人工智能为技术基础的商
业应用正在改变这个社会。人工智
能是当前人类所面临的最为重要的
技术变革，甚至可以说是互联网诞
生以来的第二次技术社会形态在全
球的萌芽。

构筑人工智能先发优势，把握新
一轮科技革命战略主动。2017年夏，
我国首个人工智能国家规划——《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重磅发布，
从国家层面对人工智能进行系统布
局，反映出政府迫切期望推进人工
智能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科技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自
1956 年几位科学家在美国提出人
工智能概念以来，经过60多年的演
进，特别是在新理论新技术以及经
济社会强烈需求的共同驱动下，人
工智能加速发展，呈现出深度学习、
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
主操控的新特征。

“大数据驱动知识学习、跨媒体
协同处理、人机协同增强智能、群体
集成智能、自主智能系统”成为人工
智能的发展重点，受脑科学成果启
发的类脑智能蓄势待发，芯片化硬
件化平台化趋势更加明显，人工智
能发展进入新阶段。科技界称之为

“新一代人工智能”。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人

工智能作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
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提升国
家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利
器，各国纷纷加强谋划部署，力图在
新一轮国际科技竞争中掌握主动权。

人工智能很远？机器
可能将比人类更了解人类

人工智能将会有多了解你呢？
在《未来简史》一书中，作者为人们
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未来，人工
智能从你出生那天就认识你，读过
你所有的电子邮件，听过你所有电
话录音，知道你最爱的电影……”

“未来人工智能在我们的生活中
将无所不在。”国家“千人计划”专家、
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前首席技术官张
宏江认为，就像工业化时代机器取代
了人类很多体力劳动一样，人工智能
未来将取代人类很多脑力劳动。

然而，这一天还并没有完全到
来。科幻电影通常都会把剧情设计
成“计算机”想赶上甚至超越人类的
智慧，就必须发展出意识。但真正
的科学却有另一种看法：想达到超
级智能可能有多种方式，并不是每
一种都需要通过意识。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
曾表示，在智能科技中，互联网是生
产关系，云计算是生产力，大数据是
生产资料，智能世界是系统性的，基
于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特别是
大数据的分析，机器可能将比人类
更了解人类。

对于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

段，华裔女科学家李飞飞表示，过去
60 年，人工智能尚处于“胚胎”阶
段，为人工智能研究的基础问题以
及众多子科学打下基石，包括计算
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语音处理
等。经过60年的孕育积累，目前人
工智能正处于迈向“改造无数个行
业，为世界作贡献”的历史性时刻。

不久前，“AlphaGo”来到中国
乌镇，30轻取世界围棋第一高手
柯洁。不少人惊讶于“AlphaGo”连
败人类围棋大师。殊不知，一位围
棋高手一生最多能下的棋局也仅在
百万局量级，而智能机器系统在短
时间内，便能学习数十亿量级的棋
局和走法。在大数据和深度学习面
前，人的经验显得渺小局限。

在浙江义乌，申通智能机器人
分拣系统仓库里，“头顶”黄色小托
盘的机器人们一天可以处理 1700
件包裹。

在北京亦庄，京东的无人仓、无
人车、无人机等形成一套完整的“无
人配送”系统。

随着人工智能在越来越多领域
呈现“过人”之势，不少人担心人工
智能会导致人类失业。“人工智能威
胁论”渐渐响起。

“人工智能目前还处于非常初
级的阶段，我们对它的认识还远远
不够。”在马云看来，每次技术革命
都会淘汰一些专业人员，但也会带
来很多新的就业，比如火车的出现
淘汰了一些挑夫，却也造就了一批
铁路工人。他表示，人类没必要害
怕机器，机器是不可能取代人类
的。应该让机器学会人的学习能
力，去做人做不了的事情。

人工智能是人类智慧创造的一
种新型工具，人类智慧的“延伸”。
专家相对一致的观点是，今天的人
工智能在感知和认知上取得了长足
进步，但在情感和自主意识方面，人
工智能与人类智能还有非常大的差
距，甚至可以说存在鸿沟。

美国未来学家雷·库兹维尔在
《奇点临近》一书中预言，人工智能
既会超过人类智能，又能和人类紧
密结合，形成人机系统，并称“本世
纪40年代中期，这样人机融合的奇
点时刻就会来临”。

智能社会预期：把复
杂的世界简单化

连珠的妙语、闪烁的字幕……科
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在演讲中，向人
们展示了智能语音识别技术和其应
用所具备的“魔力”。刘庆峰在演讲
的同时一直使用着最新的智能语音
识别技术——可以让他演讲的内容
实时以中英文双字幕的形式呈现在
大屏幕上，反应迅速、几乎没错。

基于“讯飞超脑计划”，科大讯飞
开启了一场“以语音和语言为入口的

‘认知革命’。”刘庆峰说，过去6年中，
他们的语音识别技术准确率从
60.2%提升到95%以上，已全球领先。

专注于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
的投资人祝晓成认为，人工智能将
与无人驾驶、教育、医疗等领域相结
合。这些结合将进一步解决消费者
的痛点、满足市场需求，同时也将有
可能深度影响社会运作模式。

“人工智能的关键是把复杂的
世界简单化。”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李彦宏表示，未来30年至
50年，人工智能将成为推动人类历
史进步的强大动力。

“我们离智能社会还有多远？”
宋继强认为“不太好预测”。他说，
基础设施大约在5年至10年内会有
较快速度的提升，一方面基础设施
要求既有感知，也有计算，还能够互
相连通；另一方面，要具备把收集上
来的数据加工处理增值的能力。

在面向2030年对我国人工智能
发展进行的战略性部署中，我国新一
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也明确提出了
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三步走”目标：

第一步，到2020年，人工智能总
体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
人工智能产业进入国际第一方阵，成
为我国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第二
步，到2025年，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实
现重大突破、技术与应用部分达到世
界领先水平，人工智能产业进入全球
价值链高端，成为带动我国产业升级
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智能社会建
设取得积极进展；到2030年，人工智
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
先水平，我国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
创新中心，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力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

王飞跃认为，我国想从人工智
能“大国”走向“强国”还需要迈过

“人才关”。在“双创”政策的引领
下，进一步释放人才活力。同时要
扎扎实实抓住重点项目，将核心技
术掌握在自己手中。

腾讯研究院数据显示，截至
2017年 6月，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总
数达到 2542 家，其中美国最多，
1078家；中国第二，486家。中国人
工智能企业诞生于1996年，2003年
进入平稳期。相对而言，中国在基
础元器件、基础工艺方面与国外还
有差距。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第
二季度，人工智能创投金额在5年
间增长了12倍。深度学习、自然语
言处理和计算机视觉为创业最火热
领域。机器人、机器人视觉、智能驾
驶、自然语言处理是获投公司数量
最多的4个领域。

瑞银研究报告显示：至2030年
人工智能每年将为亚洲贡献经济价
值高达 1.8 万亿美元至 3.0 万亿美
元，将对金融服务、医疗保健、制造、
零售和交通等行业产生巨大影响。

未来已来，当时代的钟声缓缓
敲响。身处巨变当中，智能化时代
的来临必将给人类以更多启示和指
引，让人类在这条前进之路上越走
越远。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智能社会”离我们有多远？
——来自世界机器人大会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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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一位德国的技术人员在展示可以跟随人的动作的机器人。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8月23日，德国的技术人员在展示仿生机器蜻蜓。新华社记者 李欣 摄

8月23日在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拍摄的机器
人——新华社见习记者。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