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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视，资本加持，AI（ArtificialIntelligence）能否插上腾飞的翅膀？

“AI 对人类来说只是一个孩子，18 年以后是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还是用一把刀对

着你，这是由人类自己决定的”。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会中的《“AI+”时代

来了吗？》分论坛上，小 i 机器人创始人袁辉这样谈 AI 和人类的关系。

3 月 26 日至 29 日，博鳌亚洲论坛 2019 年年会在海南举行，AI 成为了论坛的重要议

题之一。在 1956 年的达特茅斯会议上被提出以来，AI 已经走过 63 年的历程。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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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AlexNet 深度神经网络把图片识别准确率提升到 83.6%，人工智能进入爆发式的

发展阶段，人们所了解的 AI 从变形金刚变成了会下棋的 AlphaGo。

就在 3 月 19 日下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中，审议通过了《关于促

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着重强调市场导向与产业应用，打造

智能经济形态。早在 2018 年 10 月 31 日的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就包含人工智能以及

“AI+”等相关内容；而在近期紧锣密鼓推进的科创板中，AI 是其关注的重点领域。

近五年 AI 爆发式的发展，并持续向各行业渗透。随着渗透率提升，AI 的局限和问题

也逐渐暴露，AI 的话题被炒作是否现实？是否面临伦理和隐私问题？目前已经在哪些

领域有着实质性的运用？或许可以在博鳌嘉宾的讨论中寻找答案。

60 年 AI 路

1956 年，美国达特茅斯会议聚集了最早的一批研究者，确定了 AI 的名称和任务，这

也成为了 AI 诞生的标志。AI 从诞生发展至今已经 60 多年，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正

在深刻改变人类社会和世界的面貌。人们所研究和理解的 AI 也发生了变化。国泰君

安研报显示，当前的 AI 主要基于深度学习。早期提出的 AI 概念，指的是通用型 AI，

能完全代替人类的机器人；而当前的 AI 是专用型 AI，主要基于机器学习、深度学习、

神经网络算法，只能在某件具体的事情上胜过人类，比如谷歌开发的会下围棋的 AI，

AlphaGo 等。



“我们今天看 AI 的方式和过去不一样了“，在百度副总裁尹世明看来，因为今天计

算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应用计算力解决很多的问题。”有海量的数据，但

是这些数据并不是清洁的，怎样处理这些脏数据？没有 100%的清洁数据，但基于一

些有噪音的数据，还是可以生成非常可靠的模型，这就是 AI 的算法。“

但在袁辉看来，深度学习对 AI 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未来 AI 该有其他出路，首先需

要从理念上突破，我们现在的研究并没有超出过去的框架，如果不能突破过去的理论，

AI 很有可能会进入研究上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在 AI 发展的 60 余年里，已经历了三次潮起、两次潮落。“过去的

60 年二次 AI 都失败了，因为它没有给我们带来真正的获益，我们没有体会到 AI 带

给我们的价值”。袁辉这样解释 AI 研究失败的原因，“在目前的各个行业，是不是

AI 可以得到应用，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如果今天 AI 可以产生应用，将是一个很好

的突破。”

“AI+”的边界

国家重视，资本加持，AI 已经在哪些领域展开应用？

威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文琦称，AI 绝对是会用在各行各业，我

们已经看到了非常大的用途，医疗才刚刚开始。



国泰君安的一份研报指出，在产业层面，基于深度学习的 AI 确实被用于各个技术领

域，如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 NLP 等，并在各行业的应用场景中持

续渗透，部分应用已开始商用，比如智能语音客服、医疗影像识别等。

阿斯利康公司董事长雷夫·约翰森则则提到了 AI 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在他看来，有三

件事情可以通过 AI 辅助：生物学、基因排序、定制个性化药品。但要实现这一切，

数据要首先得到存储和管理。对于 AI 来说，目前存在的大量数据大都是没有经过“清

洗”和整理的“脏数据”，必须要清洗和整理，才能有效利用这些数据。

而在目前的实践中，AI 与金融行业也擦出了不少火花。金融业是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

先行者。

金融机构已经开始利用人工智能来满足日益增长的监管需求，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人

力资源成本。而这也是金融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

花旗集团曾估计，大型银行雇佣的处理合规和监管的人员数量增加了一倍，这些人力

成本每年消耗银行业 2700 亿的资金，占银行业运营成本的 10%。

在发放贷款时，基于人工智能的人脸识别可以提高效率。例如，金融壹账通目前已经

正式向中小金融机构输出全套加码智能贷款解决方案。该方案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借

助区块链、大数据等先进科技对信贷业务流程进行智能化改造，推动了传统贷款模式

在获客、审核、审批以及系统开发等领域的革新。



但是金融科技并不能完全替代人工。正如借贷宝 CEO 王璐在博鳌论坛上对经济观察

报记者表示，金融科技必须谦卑，毕竟科技再发达也不能完全代替人，尤其是在复杂、

非标准问题上。比如判断个人、中小微企业信用如何，即使再过一百年，金融科技再

发达，都不如身边的熟人、员工。

陈文琦称，AI 值得大家关注的有二个议题，一个是它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在

2030 年，全球会有 8 亿份的工作被取代，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我们能看到无

人车，无人商店，而销售比原来更好，另外一个是它会让我们整个的社会结构发生非

常巨大的变化。

安全之辩

技术都有两面性，AI 在改善社会的同时，也暴露出新的问题。

国泰君安证券曾从 AI 应用开发到普及的四个阶段来讨论已经出现、即将出现的问题

及威胁。

AI 模型的训练阶段主要发生在机器学习框架平台上，如谷歌 Tensor－Flow、百度

Paddle 等。学习平台相当于 AI 的组装厂，当开发者通过平台降低开发门槛，或是纠

结于哪个平台之时，不禁忽略了平台的漏洞，就像是食品加工厂混入了病菌，更加致

命，危害面积更大。



当 AI 模型完成训练，用来识别、预测时，存在更加致命的问题。以图像识别为例，

AI 模型会受到环境干扰。2018 年 6 月，曾有研究团队仅在公路指示牌上贴了一些胶

带，就导致 AI 模型把停车指示牌识别成了限速 45 公里每小时的指示牌。

AI 还存在滥用风险，比如用 AI 参数的隐蔽性触发后门攻击；用 AI 打骚扰电话，节省

80%的人工成本；伪造他人信息，足以骗过鉴别专家；将 AI 用于军事武器等。

AI 面临的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与当前社会的法律、道德体系发生碰撞的伦理问题，比如

说智能炸弹等智能武器。

如何让 AI 更好地服务社会呢？

在陈文琦看来，一个是整个政府的政策，另外一个是教育。“怎么样让全民尽量的了

解 AI、学习 AI，大家一起来参与，在 AI 广大的应用和市场上，这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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