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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现状及发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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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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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概述

相关科学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深度学习

智能之源
人类编写程序，让机器从数据或
环境中学习，挖掘规律

前世今生
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两次寒冬（1974，1987）

图灵/维纳/麦卡锡

⚫ 当前现状

热潮刚过，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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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核心产
业规模超过15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
超过1万亿元。

第二步：到2025年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实现
重大突破，部分技术与应用达到世界领先
水平，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4000亿
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5万亿元，初
步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
策体系。

第三步：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
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
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
规模超过1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
过10万亿元，形成一批全球领先的人工智
能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基地。



几个领域

应用场景

基本框架

数据 算力

医疗 驾驶 零售 机器人

Image Voice NLP

Neural Network Statistical

Mathematics

基本理论



人工智能崛起的三驾马车

数据 算力 模型



技术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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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 𝛂 ∧ 𝜷 → 𝜸，𝜸 → 𝜽，¬𝜽，𝛂
结论 ¬𝜷

证明 1） 𝛂 ∧ 𝜷 → 𝜸
2） 𝜸 → 𝜽
3） 𝛂 ∧ 𝜷 → 𝜽
4） ¬𝜽
5） ¬ 𝛂 ∧ 𝜷
6） ¬𝛂 ∨ ¬𝜷
7） 𝛂
8） ¬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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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符号走向连接：Neural
Network



从强化学习走向深度强化：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用神经网络来拟合强化学习中部分环节的函数，发挥神经网络强大的函数表达优势

Agent Environment
Take action

Reward

State



从全连接走向局部：Convolution

挖掘局部特性，形成层次化的特征表示，通过组合获得强大的学习能力
同时计算复杂度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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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逐层走向跨层:Residual Network

网络太深容易导致梯度消失，残差可以有效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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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判别走向对抗：
Adversarial Network

对抗网络利用强大的神经网络学习出给定数据的分布，属于无监督学习



从欧式空间走向非欧氏空间:Graph CNN

Graph CNN为处理非规则数据提供了强大的手段，大幅度拓展了神经网络的应用范围



从平移不变性走向群等价性：Group CNN

通常的卷积是在空间位置上的平移，考虑旋转之后能够提升卷积的等价性(equivalence)



从单个输入走向序列：LSTM

神经网络结合当前输入并考虑前序输入的处理结果来决定当前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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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一编码走向注意力：Attention

注意力机制能够在特征池中寻找更加重要的表示



技术总结

Deep NN拟合能力极强，可以被用在几乎所

有需要函数拟合的地方

总结

目前更多的创新在结构设计上，最核心的机

制是反向传播

不可解释性、计算量大、训练样本要求高是
目前深度学习存在的硬伤

目前人工智能更多是模式识别，主要手段是

有监督学习，距离“智能”还很遥远



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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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

1.人脸采集 2.人脸监测 3.正则化 4.特征提取

识别能力基本超过人类，良好光线环境下表现优异。但是超大规模识别和暗光线环境仍然是挑战。



自动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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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医疗

应用层

技术层

基础设施层

虚拟助手

病理诊断

医疗搜索

医疗影像

药物研发

医用机器人

智能健康管理

语音/语义识别

计算机视觉

人机交互

深度学习

医疗大数据

院内系统 智能医疗设备 电子病历 AI芯片 医药数据库



声音合成



声音降噪

处理前 处理后



自动创作

图像文本



图片编辑



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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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层面之理论：终极算法和理论？

1. 深度学习未来依然强大，背后的理论和可解释
性是重点方向

2. 半监督、弱监督、迁移学习解决跨领域数据稀
缺问题

3.符号、连接、行为、统计、物理、仿生等学科
融合出大招

终极算法

大统一理论



技术层面之算力：通用芯片 o r 硬件加速？

• 算力方案与AI技术方案紧耦合，AI技术的不确定性导致芯片化
困难，风险和成本很高

• 芯片化会在垂直行业、消费级产品快速发展，但通用芯片依
然有强大的竞争力（用户端应用成本低）

• 凡事没有绝对，通信领域的SDX技术就见证了硬件化到软件化
的发展路径（软件的灵活性痛点需求超过了性能需求）

• 是否专用芯片化最终产品和市场决定，指望“一芯通用”目前还
不现实

• 全新的计算架构如量子计算或许是更长远的未来



技术层面之数据：模型决定一切？

目前AI至少工程中依然是数据为王的现状，
并且短期内看不到大的变化

大量数据掌握在极少机构和企业中，无法惠及
众多研究者，“数据驱动”的研究效率是低下的

如何将数据“脱敏”（不可反向）与AI训练融
合起来亟待解决，目前关注甚少。



AI+IoT+5G

5G的高带宽使得云端模式
的延迟大幅度降低，
全新体验比如VR

AI核心是一项技术而非产品或
业务，场景是AI的舞台

IoT为AI应用打开了
另一扇窗，车联网、
智慧家居、门锁等等



法律与伦理

1.AI技术是双刃剑。武器、换脸、仿声、
对抗攻击已经被实现

3.AI识别技术可以在非接触的情况下得到
很多个人隐私信息

2.AI与人脑的融合并非不可能，什么代表一个物理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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