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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人类发展显然已经绕

不开人工智能。

随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科技

巨头、高等院校、创新创业公司都

热衷投身于人工智能领域，人工

智能领域成为未来发展的方向已

经逐渐明晰。这一点，也在近期

举办的2017年美国消费性电子展

（CES）有所体现。

在此次 CES 上，人工智能技

术再次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从国

内企业到国外企业，科技巨头到

新秀企业，无一不将自己在人工

智能领域所取得的成果作为主推

产品。有媒体戏称，本次 CES 已

经变成了人工智能博览会。但产

品涉及领域单一、智能元素不够

等问题的出现，也让人工智能从

“精英技术”到“草根应用”的蜕变

过程变得更为艰难。

部分产品或名过其实
自阿尔法狗战胜李世石后，公

众对人工智能的敬畏之心逐渐建

立起来。随后人工智能技术的多

次惊人表现，使得人工智能在被

“妖魔化”的同时，也被寄予厚望。

企业与资本的青睐，无疑让

这种“厚望”变得具体起来，这也

使得人工智能市场正在迎来最好

的时代。据统计数据显示，人工

智能产业化蓬勃发展，2015 年全

球人工智能市场规模为1270亿美

元，2016年预计达到1650亿美元，

2018年将超过2000亿美元。全球

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已有855家，横

跨13个门类，总估值超过87亿美

元，市场规模庞大。

随着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

人工智能领域的问题也逐渐显

现。风头虽盛，但是真正可应用

的产品似乎并不太多。有些产品

还是在“炫技”，并没有考虑到产

品的实用性。有些甚至还只是停

留在概念阶段，其产品并未体现

出“人工智能”这一特性。

“我这次去CES，展会上有很

多关于人工智能方面的产品，这

些产品一般分成两个极端，一种

是看上去技术很先进，但是你不

太能理解这款产品实际意义在哪

里；另一种就只是在名字上体现

了人工智能，其实人工智能元素

并不多，例如展会上的很多人工

智能机器人大多还是那种只能重

复一种简单动作的机器人。”WPP

中国首席执行官李倩文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业内人士看来，出现这种

分化的现象，归根结底还是因为

目前整个市场对人工智能概念性

意义的追求高于其实用性意义的

追求，这种思维下出来的大部分

产品也就会名过其实。

“虚火大于明火”
数据量、计算力和算法模型

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三大驱动力。

在经过 60 年的积累，这三大驱动

力已经达到一定水平。

数据量方面，全球所产生的数

据量从 2011 年起已经达到了 ZB

级别（1ZB约为10亿GB）。有报告

显示，预计到2020年，全球所产生

的数据量将达到近44ZB。GPU的

出现，也让计算机在计算力方面提

高数十倍。而在算法方面，互联网

女皇2016年的报告显示，机器对语

音识别的准确率从 2010 年的约

70%提高到 2016 年的约 90%。此

前有业界人士认为，深度学习的研

究短期内已然触及天花板，也就是

说，目前人工智能在技术方面已经

为其应用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事实上，在任何领域中，商业

应用都会比技术发展稍慢一些，

但是对于人工智能领域目前的发

展情况，有业内专家表示这是“虚

火大于明火”的表现。

“目前整个行业内存在很大

的水分，很多企业进入这个领域

就只是因为看到里头有很大红

利，压根儿没有考虑过自己是否

具备这个技术能力，所以真正能

够做出具备一定人工智能技术产

品的企业是比较少的。”某智能机

器人企业创始人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说。

同时，该创始人还表示，之所

以会出现大批不具有人工智能元

素的产品，是因为企业想要获得

更多的融资。

“落地之路”还很长
目前为止，人工智能商业化

的主要方向集中于自然语言处理

（包括语音和语义识别、自动翻

译）、计算机视觉（图像识别）、知

识表示、机器与机器人学。2016

年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起步提速

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些人工智能

技术在无人驾驶、智慧城市、语音

识别、机器人以及智慧医疗等多

个领域商业化应用提速。

不得不承认，人工智能已经逐

渐进入到公众生活中，但还只是少

数门槛较高的领域，绝大部分的领

域还没有被智慧改造。而一个新

兴品类想要深入人心，就必然要经

历从“精英技术”到“草根应用”的

过程。人工智能亦是如此。

阿里云智能首席科学家闵万

里此前表示，任何一项技术,成功

关键在于能不能创造出让老百姓

能够受益的商业模式。如果人工

智能只是在PPT里面,老百姓没有

切身体会,这项技术很快会被格式

化。人工智能应该少一些PPT式

的组合,多一些落地思考。

Twitter 美国总部数据科学

家，纳恩博(天津)科技有限公司研

发总监蒲立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说：“事实上，人工智

能是分‘强人工智能’和‘弱人工

智能’两个阶段的。我们不能说

人工智能应用在人类生活中不存

在，因为深度学习已经在人脸识

别、语音识别和大数据挖掘方面

已经有了一些应用。但这些目前

还是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而想

要让人工智能具备人类意识，成

为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就必须是具备视觉、味觉、触

觉等认知智能的强人工智能。而

从弱人工智能到强人工智能，我

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产品单一 智能元素不够
人工智能走向“草根应用”路还很长

本报记者 王星平

太阳能光伏作为最清洁的绿

色能源是化石能源最好的替代品

之一，目前中国的光伏电站处于

快速发展时期。然而，在如今能

源总量需求下降以及软硬件技术

进步的背景下，不同能源种类之

间正进入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

时期，其间光伏发电行业也将面

对极大的挑战。

过度依赖产业政策
2016 年，光伏产业经历了热

潮，从已披露 2016 年年报预告的

42 家 A 股光伏上市公司业绩来

看，仅有两家出现亏损。

而根据“十三五”规划，至

2020 年，光伏电站装机将达到

105GW，光热发电装机5GW。

近日，国家能源局公布了首

批入选多能互补集成优化示范工

程的 23 个项目。粗略来看，此次

公示的项目，无论是在以开发区、

城镇的终端一体化功能系统中，

还是在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系统

中，光伏都占有一席之地。

对此，《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了海润光伏原董事长杨怀进，杨怀

进表示，光伏产业政策与产业的匹

配度、契合度是光伏行业发展的一

个关键问题。举例来说，标杆电价

调高与降低，不见得与产业强弱成

正比关系，恰恰相反，标杆电价逐

步调低是趋势，而国家层面对光伏

产业的了解与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也是趋势。从光伏产业发展初期，

国家出台类似标杆电价、分布式补

贴等政策，这些兜底性的产业政策

能很好帮助幼小的产业茁壮成长，

但终归还是要“断奶”的。但产业

政策应该是不断优化与调整的，比

如电改可以有效支撑光伏分布式

的大力发展，另外可以借鉴欧美发

达国家和地区的措施，调高电价的

阶梯。产业政策仍是光伏产业发

展中的重要一环，目前整体产业经

历了 16 年的热潮，未来在电价和

补贴等问题上应该理性看待，在全

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光伏企业如何

保持优秀的核心竞争力是首要因

素。

但随着2017年补贴政策的调

整以及原料成本的上涨，加上 16

年基数过大，业内认为光伏上市

公司很难再复制去年的辉煌，增

速亦可能下降，2017 年及未来几

年光伏发展的主线是结构、布局

双调整。而其中消纳、电价和补

贴“断奶”等都是业界关心的焦点

问题。

关于光伏产业 2017 年的发

展，光伏亿家副总裁马弋崴表示，

一季度可能市场还能维持景气，

但二季度以后预计量价都可能下

滑，这从今年光伏企业中报中或

将有所反映。另外，海外包括美

国、日本的政策补贴都在退出，而

供给侧却在增加——国内光伏企

业从2015年到去年年中都在大量

扩产。因此我们认为，行业整体

不乐观。

降成本考验产业未来
中 国 光 伏 行 业 协 会 预 测 ，

2017年全球光伏市场仍将保持增

长势头，其中中国市场启动将呈

现先紧后松态势，前三季度紧，四

季度较松，在多因素驱动下，新增

装 机 容 量 约 为 20GW—30GW。

而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研究员

秦潇则预计，2017 年上半年新增

规模将会超过10GW。

作为一项重要的清洁能源，

光伏产业仍属于成长期的朝阳行

业，而中国的光伏制造业尽管牢

牢占据着全球首位，但在发展过

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也不容忽

视，杨怀进就向记者提出了用地

瓶颈、融资较难、地方保护等问

题，这些新老问题的解决将影响

着国内光伏企业的发展。

业内专家认为，在政策红利

逐渐消失、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

的背景下，如何推进技术创新以

降低成本，推动质量提升以占领

更多市场，将是光伏产业面临的

最大考验。

最新消息称，国家能源局、工

信部等多部门将出台技术创新、

产业体系等方面的新政，其中最

为关键的是将全面实行竞争性项

目分配，优先支持分布式。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调研

员邢翼腾也指出，2017年以及整

个“十三五”期间光伏最主要的任

务是推动技术进步，降低成本，扩

大多元化应用。光伏产业经历了

2016 年的高速发展期，正成为中

国经济的新“名片”。但是面对诸

多国内与国际问题，光伏产业在

热潮背后的冷思考似乎更为重

要。

光伏产业增势不变 但面临多重考验

本报记者 穆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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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弱对产业政策的依赖，结构布局双调整以及降低成本是未来发展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