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EW WORLD TIMES
网络文摘新世界时新世界时报报 2021年6月11日 43

6-083

((301301)-)-875875--51445144

(DC)(DC)
(DC)(DC)
(MD)(MD)

316316 N. Washington St.,N. Washington St.,
Rockville, MD,Rockville, MD,2085020850

（（DCDC店和店和RockvilleRockville店店））

从实验室走向大规模商用，人工智能还需要多久?
语音识别、文本识别、视频识别……

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已走近你我
身边，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国际竞
争的新阵地和推动智慧社会建设的有效工
具。而加快“人工智能+”产业融合、赋能
更多行业应用落地，更成为社会各界共同
的期待。

然而，不久前在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
主办的 2020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年会上，最
新发布的报告指出，目前已成熟应用的人
工智能技术仅为语音识别，机器学习、计
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智
能机器人等技术距离生长成熟尚需数年时
间，而无人驾驶汽车在未来 10年内都不太
可能出现。

从实验室走向大规模商用，人工智能
还需要多久?尚存在哪些“堵点”“痛点”?
在许多业内专家看来，正视人工智能尚存
在的诸多挑战，对技术赋能抱有理性期
待，方能让其回归技术本质，成为更多产
业变革创新的动力源泉。

1、算法不透明导致的不可解释
2016年，谷歌人工智能系统 AlphaGo

击败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令世人大为震
动。依靠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理论的突破，
计算机可以模仿人类作出决策，然而，这
仅基于大量的数据学习，而非因果或规则
推理，整个决策过程仍是一个“黑箱”，人
类难以理解，导致追责难。

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院长姜
育刚举例，此前，美国 IBM公司研发了人
工智能系统“沃森”帮助医生进行诊疗决
策。然而，许多医生很快发现在使用“沃
森”时，系统给出了多个不安全、不正确
的治疗意见，甚至在极端的诊断案例中，

“沃森”给有出血症状的癌症病人开出了容
易导致出血的药物，严重时可致患者死
亡。然而，医生却并不知道为什么“沃
森”给出了这样的意见。决策步骤的不可
解释，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近年来，人工智能应用于新药研发被
寄予厚望。然而，算法的不可解释性却横
亘在前。相关研发和监管部门需要清楚地
知道药物开发中使用的算法，从而理解人
工智能主导的决策背后的逻辑。如果不对
监管实现算法透明化，人工智能将会是一
个无法进行严谨的科学评价及验证的“黑
匣子”。这可能会导致在药物审批过程中出
现种种无法预料的问题，比如对人工智能

“发现”的生物标记物的接受度不明。此
外，对于智能政务、无人驾驶这样安全性
要求极高的行业，人工智能的引入自然更
为谨慎。

“深度学习的算法和核心模型需要能够
真正展开，让公众知晓它的机理模型”，上
海人工智能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海涛
建议。中科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薛云志则

指出，人工智能面向不同知识背景的用
户，要能以简单、清晰的方式，对决策过
程的根据和原因进行说明，并能对系统决
策过程关键节点的数据加以追溯并能够审
计，这在未来人工智能应用大规模落地
时，是特别需要关注的特性，也是实施监
管的必要。

2、易受欺骗引发安全性质疑
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大热选手”，深

度学习可以通过对大量已知样本的训练，
制作自己的样本，这是深度学习的特点，
同样也是痛点。

京东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周伯文坦
言，人工智能目前在面向产业化落地时，
遇到的巨大挑战正是真实环境的开放边界
和规则模糊，数据的“噪音”非常多，使
得智能模型的部分结果和使用情况难以让
人信赖。

姜育刚指出，人工智能目前的智能判
别模式存在缺陷，容易被对抗样本所欺
骗。比如图像识别，在一张人像图片上加
入一些非常少量的干扰，人为视觉看上去
基本没有区别，但人工智能模型就会产生
识别错误;再如自动驾驶，一张“限速 80
码”的交通标牌，加入一些干扰后，就可
能被机器识别成“禁止通行”。显然，存在
很大的安全隐患。

语音识别领域也存在这种问题。技术
人员在语音上任意加入非常微小的干扰，
语音识别系统就可能会识别错误。同样，
在文本识别领域，改变一个字母就可以使
得文本内容被错误分类。

此外，若深度学习的数据集中存在隐
藏的偏见，人工智能系统无法发现，也不
会否定。缺少反馈机制的“照单全收”，最
终可能导致生成的结果并不客观。

例如在行业内已经出现的，人工智能
在深度学习后对女性、少数族裔、非主流
文化群体产生“歧视”：亚马逊通过人工智
能筛选简历，却发现了系统对女性存在偏
见导致最终关闭。更为常见的是手机软件
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导致的大数据“杀熟”，
如根据手机类型的不同，可能会推荐不同
类型的商品，甚至打车时推荐不同价格、
档次的车辆。

目前，“AI+金融”的发展如火如荼。
但当金融机构均采用人工智能进行决策
时，其市场信号解读就可能趋同与不断强
化，导致形成偏离正常市场规律的结果。
而这些不正常的市场变化也会成为人工智
能的学习基础，将人工智能的决策逻辑进
一步畸化，容易造成恶劣的后果。

以上这些问题，影响着人工智能赋能
实体经济的安全性，凸显产业对技术可信
赖性的呼唤。“从AI到可信赖AI，意味着
我们需要在技术层面上解决鲁棒性 (稳定
性)、可解释性和可复制性这些核心技术挑

战。同时为了大规模产业化应用，我们必
须考虑到人工智能的公平性和负责任。这
几个维度是人工智能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周伯文说。

3、法律规制和伦理问题待完善
“目前的智能算法还存在给出的决策不

符合伦理道德要求的问题。”姜育刚指出，
在应用中已发现，智能算法的决策没有从
改善人类生活、服务人类社会的角度来进
行。如智能音响在对话中出现“劝主人自
杀”的内容，聊天机器人学会了骂脏话和
种族歧视等。而这些不友好的决策都是模
型从数据中学来的，并不是研发者对人工
智能模型设置的目标。

同时，人工智能算法需要海量的数据
驱动，训练数据可以被算法恢复，个人隐
私存在泄露和被侵犯的风险，而大量的数
据也存在共享壁垒。在人工智能赋能金融
的过程中，这一问题尤被关注。最新报告
显示，近年来，每年发生金融隐私泄露事
件以大约 35%的速度在增长。加之近年来
人工智能技术在金融行业的广泛应用，由
此带来的银行数据、保险数据、网贷业务
及大数据等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日益凸显。

在 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
工智能技术在我国响应速度快、介入力度
大，帮助推出了CT影像的辅助诊断系统，
提升了医生诊断的速度和信心。然而，医
疗影像智能诊断发展也面临着法律规制问
题。与其他人工智能赋能行业的大数据相
比，获取高质量的医疗影像数据相对困
难。不同医疗机构的数据，目前还很少互
通、共享。而单个医疗机构积累的数据往
往不足以训练出有效的深度学习模型。此
外，使用医疗影像数据进行人工智能算法
的训练还涉及保护病人隐私等非技术问题。

此外，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
深入探索，科学界有人提出研发“人工生
命”，成为又一个伦理话题。对此，中国工
程院院士李德毅表示，生命不仅有智能，
更要有意识。从伦理角度上，生命是人类
的底线，触碰底线要慎之又慎。“所以，我
们可以通过计算机技术继续研发没有意
识、但有智能的高阶机器。让人类的智能
在体外延伸，保持它的工具性，而非人工
创造意识。”

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郑文先同时提醒，“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
可以给社会带来非常正向的效益，不应因
为对隐私保护机制等方面的忧虑而将人工
智能的问题妖魔化。”他认为，当前人工智
能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亟待有关部门进
一步科学制定和完善，这样才能引导公众
更加健康地看待这一新技术应用于产业。

4、亟待技术进步，发展新一代人工智
能

面对技术落地所遇到的种种“痛点”，

许多专家给出了这样的比喻：“人工智能相
当于一个锤子，不能哪一个钉子都能砸。”

“我觉得，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步是辅
助，让重复复杂的劳动量由机器完成，在
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创造条件逐渐向智能
决策的方向发展。”郑州大学教授蒋慧琴表
示，对于业界有人提出“人工智能超越甚
至取代人类”的期待和预计，应保持冷
静，“只有沿着这样的方向坚持下来，才有
可能达到我们的目标”。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李修全认为，在重复性操作的生产环节和
基于海量数据的高强度计算优化求解上，
人工智能具有明显优势，应当是当前应用
于产业的主要方向。

华为云人工智能领域首席科学家田奇
则认为，加速人工智能赋能产业落地，其
与科学计算的深度融合应是显著趋势，在
工业、气象、能源、生物、医学等领域，
需要大量科学计算，人工智能技术能为传
统科学计算带来新的思路、方法和工具，
同时由于传统科学计算具有严密性，人工
智能也可以提高它本身的可解释性。

“推动人工智能进入新的阶段，有赖于
与数学、脑科学等结合实现底层理论的突
破。”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
研究院院长张钹说，未来所需要的第三代
人工智能应是实现可解释的、鲁棒的、可
信安全的智能系统，依靠知识、数据、算
法和算力四个要素，将实现从不带认知的
人工智能转变为带认知的人工智能。

如何解释新一代人工智能?李德毅认
为，传统人工智能是计算机智能，属于封
闭型人工智能。新一代人工智能应该是开
放性人工智能。当前，所有的计算机都是
对软件工程师的智能编程代码进行一次又
一次简单执行，“但我们希望这个机器在学
习过程中能够解决新的问题，学习应成为
新一代人工智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基础”。

清华大学智能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
验室教授邓志东建议，数据和算力的增加
总有天花板，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
能更多行业，需要的是核心关键技术突
破，特别是认知智能的进步，同时，还要
依靠智能高端芯片、传感器等零部件的硬
件支撑，再借助我国 5G信息技术的优势，
形成合力支撑产业落地和商业化应用。

此外，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也应加速
展开。薛云志表示：“建立可信赖的人工智
能需要标准化，一方面要从开发者训练、
测试与实验、部署运营和监管的角度来
做，另一方面则要从芯片等硬件、算法、
产品系统出发，来制定标准和规范，同时
对人工智能的风险、伦理、管理等标准研
究也要尽快启动，这些都只是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