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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咖啡馆

早在十八世纪，瓦特改良蒸汽

机的出现，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

技术革命的第一次重大飞跃，极大

程度上解放了人的体力；而在听起

来似乎与人工智能有些遥远的二十

世纪中旬，作为技术革命的第二次

重大飞跃，人工智能开始铺设拓展

人类脑力之途。六十年后的今天，

人工智能，或者我们越来越耳熟能

详的 AI，早已成为炙手可热的领

域。我们既关注人工智能为我们带

来的技术上变革性的便利，也关注

人工智能背后被渲染扮演出的各种

角色。那么，在未来，在人工智能

与人类必定并存的未来，它到底是

敌是友？

2019 年 11 月 25 日晚，由科技

部引进国外智力管理司、中国科学

院科学传播局、北京科学技术委员

会支持，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承

办的第44期科学咖啡馆活动在物理

所M楼咖啡厅如期举行，由科技部引

进国外智力管理司邱成利处长主持。

本次科普活动邀请了中国科学

院自动化研究所的张兆翔研究员作

为主讲人。张兆翔研究员致力于图

像视频分析与理解的理论与方法研

究，通过以智能视觉监控为应用背

景，以信息整合为手段，以提升视

觉算法准确性和鲁棒性为目的开展

了系统的科研工作，取得了一系列

创新成果。此次话题选取当下时兴

的“人工智能”，谈谈人工智能的起

源，探探人工智能的未来，剖析人

工智能与人类最直接的关系。

从感知到认知

二十世纪上半叶先后产生了六

大革命性的科学理论：相对论、量

子理论、宇宙大爆炸、DNA 双螺

旋、板块构造理论以及计算机科

学。人工智能同为这个年代的产

物，它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中出现得

比人们预想的更早——1956年的夏

天，约翰·麦卡锡等在美国达特茅斯

学院开会研讨“如何用机器模拟人

的智能”，会上提出了“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这一

概念，标志着人工智

能学科的诞生。然而，

人工智能自诞生起却

经历了 60 多年“科学

的沉寂”。正是在这种

沉寂中，伴随着新一

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

革的曙光，孕育出了

今天的人工智能技术。

人工智能在二十

一世纪进入了飞速发

展的阶段。2011年，IBM Watson在

知识竞赛中战胜人类冠军；2016

年，AlphaGo以4:1战胜围棋世界冠

军李世石；ImageNet图像识别精度

屡创新高……这些技术上的实现都

向人类宣布着：专用人工智能开始

突破人类的智能水平。而近年来，

人工智能更是已经上升为国家重大

发展战略。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说

过：“未来谁率先掌握人工智能，谁

就能称霸世界。”可见人工智能技术

对经济、科技、军事等多方面的影

响力。

人工智能当前正处于历史上最

好的发展阶段。经过60余年的积累

与突破，其进展深入影响了人类的

生产和生活。为了更好地让大家了

解人工智能从技术到应用的突破，

张兆翔研究员主题报告现场

“我认为强大的人工智能的崛起，要么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事，要么是最糟的。是好是坏，我不得不

说，我们依然不能确定。但我们应该竭尽所能，确保其未来发展对我们和我们的环境有利。我们别无选择。”

——〔英〕史蒂芬·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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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兆翔研究员首先从人工智能的发

展历史讲起。人工智能的发展主要

分为三个阶段：符号主义、连接主

义以及行为主义。人工智能在这三

个阶段的发展背景下，在技术上从

最初的感知识别衍生出了机器人、

自动驾驶，在应用上逐步实现了智

能交通、智能医疗甚至智能地球。

目前我国的人工智能水平位于

世界前列，尤其在医疗和交通两个

方面涉入颇深。我国医疗资源的地

域分布极不均匀，偏远地区缺乏优

质的医疗资源，而中心城市的医疗

资源又效率低下。以传统的方式培

养一个专业的资深医生恐怕要几十

年，而利用人工智能的手段推广医

疗资源，就可以让更多的患者享受

更高水平的医疗。同样，交通违法

是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

占总事故数的 86.6%，其中死亡人

数占到了89.71%。而大城市的出行

效率问题尤为突出，这也使得出行

品质越来越被人们重视。人工智能

衍生出的自动驾驶系统是复杂的自

主系统，其感知和分析能力决定了

整个系统的性能。虽然自动驾驶的

出现一直在社会上饱受争议，但数

据显示，自动驾驶状态下的撞车几

率比人类驾驶低了近 40%，自动驾

驶系统被证明能提供更安全的交通

环境。除此之外，今天还有人机交

互技术，其中语音的精准识别和模

仿完全可以实现“斯人已去，音韵

长存”。

正如每个硬币都有正反面一

样，人工智能在推动人类进入智能

社会的同时，也避免不了其局限

性。比如，人工智能诊疗系统可以

均衡医疗资源，却无法解释诊断的

过程；自动驾驶技术安全的双面性

也无法完全消除人们对“失控”事

故的质疑。总而言之，目前的人工

智能技术只能在特定的任务中体现

优越的性能，而通用人工智能技术

尚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

把握时代双刃剑

对于大家最关心的人工智能到

底对社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的问题，

张兆翔研究员指出：人工智能将推

动人类进入普惠型智能社会。2017

年，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报告指

出，人工智能将提升各行业运转效

率，对生产力和产业结构带来革命

性影响。数据显示，人工智能的出

现，扩大了社会财富、优化了资源

配置、提升了管理能力、提高了服

务水平，从医疗、经济、交通、制

造、农业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可以看

出，人工智能正在加速与实体经济

深层融合，对解决传统行业中复杂

的生产问题展现

出明显优势。而

正因为如此，从

另 一 个 角 度 来

看，人工智能对

就业格局产生了

重要冲击。我们

甚至可以大胆地

预测，未来 10

年，有半数的工

种将被AI取代而

不复存在。

正因为人工智能解放劳动力的

同时也会取代劳动力，所以将进一

步拉大贫富差距，造成经济失衡；

同样人工智能利用无限想象力促成

创作的同时，也难免会使艺术品难

辨真假，引发产权问题；甚至人工

智能陪伴人类治愈孤独的同时，也

或将引起人类价值观的误导和偏

差。除此之外，人工智能对法律主

体资格、个人隐私安全以及性别、

种族歧视的威胁等方面的隐患都不

得不让我们将其视为一把双刃剑。

科技日报的记者刘园园在自由

讨论环节问到：从人工智能的研究

趋势来看，科学家目前主要应在哪

些方面发力呢？张兆翔研究员认

为，首先，科学家的研究基于更前

沿的方向，是要解决数据不够的问

题、环境变化在不同任务之间切换

的问题。其次，科学家们正在探索

一种与人类的认知能够更好契合的

智能，脑机的融合比人机的融合要

来的更漂亮。除此之外，就是在系

统层面的逐步完善。做科研就是要

不断地尝试，不否认任何一种可

能，在尝试中寻找未来人工智能技

术突破的切入点。

在热烈的讨论中，本次咖啡馆

活动也迎来了尾声。人工智能改变

了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医疗、出

行、办公、支付等方面都更加便利

和智能；但人工智能也在不断渗入

我们的生活，引发不可避免的社会

问题。而面对此次“是敌是友”的

话题，张兆翔研究员还是给出了这

样的结论：我们处于快速发展的时

代，无疑也是最好的时代，面对全

球科技化的趋势，我们需要拥抱这

个智能化的时代，但永远不会停止

研究的脚步。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田春璐 成 蒙 魏红祥 供稿)
科普活动与会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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