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2017年01月03日星期二
编辑：王雅静校对：王培娟美编：王祯磊

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真正取

得突破的是深度监督学习和深度

强化学习。包括深度卷积神经网

络和长短期记忆网络在内的深度

监督学习方法，本质上是感知智能

的进步，也就是说，目前的弱人工

智能将主要会在视觉、听觉与语言

建模等感知问题领域，取得大面积

突破。

与上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

前两次人工智能热潮不同，人工智

能的第3次伟大复兴，源于大数据

和超强计算引擎的时代进步，源于

以深度卷积神经网络为代表的深

度学习方法迄今取得的实质性进

步。不管资本市场如何变化，人工

智能都不会再次进入下一个寒冬。

风口逐渐显现，越来越多的企

业“扎堆”人工智能领域。人工智

能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从根本上来

说就是国际化高层次人才的抢夺

与竞争。同时，在技术上，要尤其

关注特定应用场景或垂直细分领

域的市场选择，然后要特别重视私

有大数据的拥有与利用。

当然，在这一轮大面积的“爆

发”到来前，在实际应用中，企业还

须解决人类水平的视觉目标检测

（分割）和强开放环境下的连续语

音识别问题。这些领域的大面积

爆发，从企业产品的开发而言，关

键还是如何选定细分的特定应用

场景，然后就是必须重点关注并投

入大数据的海量积累与利用，特别

是由于大数据的长尾效应，在产品

开发后期需要的资源投入是非常

巨大的，这点必须清楚。

此外，政府所做的努力会推动

这一轮“爆发”的快速到来。政府

要重视国家战略规划的制定与坚

持，同时也要进行科研投入和体制

机制创新。在前沿技术的探索上，

应侧重对认知智能与人工智能芯

片的长线投入。

人类正迎来一个“云端机器

人”的时代！机器人最终极的形态

将是家庭保姆，也就是云端机器人

的形象。

“云端机器人”这一概念即便

是在人工智能行业，很多人对此也

不是很了解。如果我们想要打造

一个跟人脑一样聪明的计算机大

脑，理论上需要1000亿个芯片，重

量会达到 2000 吨，耗电也是巨大

的，想想要是将这样一颗“大脑”装

在机器人身上，是不可能承受得住

的。而这一问题，只有云端机器人

才能解决。

按照构想，云端机器人的形

态，是将机器人的大脑放在云端，

用移动通信网络来替代神经网络，

用类似阿凡达这样的形象作为机

器人载体。这样的想法，在以前是

不可能实现的。但是随着移动通

信技术的不断发展，“云端机器人”

的构想也从不可能成为了可能。

我们的身体主要是由大脑在

控制思维的，大脑通过神经网络将

指令发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平均

延迟会达到 100 多毫秒。而在 4G

时代，远远不需要这么长的传送时

间。加上现在5G技术的发展，更加

为云端机器人的信号传送加快速

度，所以机器人的大脑不在机器人

身上是完全可以的。

云端机器人是机器人未来的

发展方向，而服务型机器人是云端

机器人中最重要的一种，其最终目

标是成为家庭保姆。但在成为家

庭保姆之前，云端机器人也可以是

一些垂直型的服务机器人，例如导

购机器人、护理机器人、安保机器

人等。

此外，相对简单一些的云端智

能机器人在未来3年将会被投入到

大面积商用中，可能外形还不是很

像人，但是已经具备云端机器人的

特质。

可以想象一下，人工智能对每

一个消费者、产品、品牌都有深度

的洞察。比如说，可以对冰箱里的

食物做基础数据分析，今后消费者

都不需要支付、不需要下单，更没

有APP，大部分购物就能自动完成。

2016 年是京东第 2 个十二年

战略的开启之年，京东会把集团所

有的产品、业务、服务全面技术化，

构建一个以云计算、人工智能、机

器人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商业体。

可以想象的是，在今后的零售商业

中，大部分人的工作完全可以用人

工智能加上机器人的方式来解决，

打造一个更智能的零售商业。

面对已经快速开启的移动互

联网时代，如何以更高效快捷的通

道构建更加智能生态的零售商业

体系，这成为京东等电商平台面临

的新问题。只有能维护品牌商美

誉度的品质电商，才能真正体现互

联网的价值。品质、品牌、品商三

者结合将助力整个中国经济的转

型和升级。同时依托大数据分析，

品质电商可以更为准确地判断消

费者需求，推动C2B反向定制，实现

整个供应链的柔性化管理，降低产

业链中的总体库存，加快周转。

目前京东无人机项目已获得

四个省飞行许可，并在2016年“双

11”期间投入日常配送服务中。用

无人机送货，可以把农村的物流成

本降到和北京、上海一样，这样才

能降低价格，让偏远地区的消费者

享受到与大城市一样的物美价廉

的服务和商品。

技术手段的大量应用，除了能

解决城乡一体化配送，同时还能实

现对某一品类商品的市场预测和

行业形势展望。目前，基于大数据

的用户画像，能时刻洞悉用户的需

求，预测用户的购买行为，精准推

送，帮助上游供应商实现精准营

销。

在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之

后，如今美国政府抛出一系列吸

引制造业回流政策。美国制造

要发展并不容易，毕竟产品和产

业链的完善和建设都需要时间，

涉及上游的原材料、零部件，以

及中游的整机制造设计，还有产

品营销。中国制造业在经历30

多年后才拥有今天相对完善和

成熟的产业链体系。即便美国

全面发力制造产业，相对于中国

制造产业来说还是存在时间

差。就整个五金制品行业来说，

就是要赶在美国制造的产业链

还没有完全建立健全之时，打一

个漂亮的时间差，通过智能化和

品牌化赋予中国制造新竞争力。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根基和支柱。如果说制造业是

中国经济的基础，那么制造设备

则是中国制造的基础。接下来，

一定要抓住《中国制造2025》的

机遇，推动制造设备的智能化，

同时还要打响中国制造的品牌。

要将品牌化和智能化作为

中国制造未来发展的两张王

牌。制造设备的智能化，直接关

系到中国制造的能力提升，特别

是在工业4.0时代，中国制造一

定要善于利用智能化提升制造

水平。同时还要打造中国制造

的品牌，推出一些中国制造的新

名片。特别是在中国本土市场

上，中国品牌绝对不能输给外资

品牌。

推动中国制造的品牌化建

设，这也是近年来中国五金协会

引导行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一直

倡导的方向。从2017年开始五

金制品协会下辖的11个产品，

都将会在品牌化建设方面制定

相应的发展战略规划，推动品牌

化建设。

为什么互联网在中国的飞

速发展，让外国人都感到惊讶。

其实是当前中国的零售业态已

经不能满足当前消费者的需

求。但是，互联网只能是销售工

具和手段的补充，不能作为零售

业态的主导者。每年参与 IHA

会议时，企业销售和服务网点的

密度根据当地人口来制定和完

善是各个国家商业协会代表

讨论最多的话题。在日本，因为

线下销售网点和服务就是根据

各地人口密度制定，非常完善，

这样日本的互联网就没有中国

这么发达。

中国制造要
打好两张牌

中国五金制品
协会理事长石僧兰：

互联网下半场已经开启，那就

是物联网时代。未来5年，差不多

所有能看见的东西都会被互联网

化。就像路上跑的车、运输的集装

箱、工厂的各种设备、家里的各种电

器，都会有智能系统，并与网络连

接。在中国这一市场规模将达到

500亿左右。

在互联网下一个5年到10年，

大家在享受互联网带来的方便时，背

后所面临的安全挑战和威胁也是前

所未有的。物联网把虚拟世界和真

实世界连接在一起，一方面是数据量

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就是

所有网络攻击都可以沿着物联网设

备从网络虚拟空间到真实世界。

在物联网时代，对于所有企业

来说都面临两大挑战：一个是大数

据的采集、处理和应用；另一个则是

全新的安全防范体系打造。过去很

多企业都是通过隔离的方式来保

护，随着所有物联网设备都在通过

无线方式连接时，就给进攻者提供

了可能，原来的安全边界也不再存

在。物联网设备本身很脆弱，有可

能会遭受攻击。现在我们还有能力

在几亿台电脑、十几亿手机上面安

装安全软件。但是当几百亿甚至更

多的智能设备都连到网上之后，里

边每一个终端都可能成为别人进攻

的点，这将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

2016年以来，很多传统企业再

度陷入新的迷茫：有人说现在已从

IT时代进入DT时代，还有人说移动

互联网时代已经结束，进入了人工

智能时代。对于很多传统产业的

企业来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挖掘

行业大数据，把人工智能技术跟自

己所在的产业连接在一起，才有机

会。

虽然每家企业都在想怎么利用

人工智能技术帮助企业转型，帮助

企业提升客户服务水平和能力。但

是没有大数据，这些都是凭空想象。

人工智能将取得大面积突破
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邓志东：

人类正迎来云端机器人时代
达闼科技创始人兼CEO黄晓庆：

打造出更加智能的零售商业
京东集团CEO刘强东：

物联网时代企业面临新挑战
360公司董事长周鸿祎祎：

远见与论衡远见与论衡··下一个风口下一个风口

【政府/协会】
【企业】

【学者/专家】

人工智能会在哪些领域首先取得大面积突破？企业如何布局？物联网将给人类带来哪些改

变？在工业4.0大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如何实现惊艳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