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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倪三：“人机融合”技术导向各种混合智能

从“人机交互”迈向“人机融合”，是人工智能应用的
热门领域，比如各种可穿戴设备、人车共驾、脑控或肌控外
骨骼机器人、人机协同手术等，都在努力实现生物智能系统
与机器智能系统的紧密耦合。例如，著名的“达·芬奇医疗
机器人”已在部分外科手术中应用，医生通过操作机器手
臂，可以完成各种高难度的手术动作，精准度甚至超过最优
秀的外科“一把刀”。

端倪四：“跨媒体智能”已经兴起

“跨媒体智能”融汇自然语言处理、视觉计算、听觉感
知，让语言、视觉、听觉、图形识别等功能在一台硬件设备
中实现，架构出跨媒体的桥梁。比如，前两年风靡全球的游
戏“精灵宝可梦”，把AR、图形和视频在游戏中结合，玩家
戴上AR设备，在真实的大街上却像进入虚拟的精灵世界，
可以进行有趣的“抓宝”。

类似的“跨媒体智能”技术应用还有很多。例如，海康
威视等公司把摄像头技术和图形识别技术结合，制造出“智
能探头”，可以用来识别生产线上的瑕疵品，大大提升生产
效率；谷歌把智能探头、穿戴式显示设备集成到一起，就成
了谷歌眼镜；大疆公司把无人机摄像头和穿戴式显示设备、
体感控制技术集成到一起，使用者戴上VR眼镜，就能从空
中无人机的视角观察环境；通过移动头部，还能控制无人机
进行水平360°转动，更加多角度地观察、拍摄。

端倪五：自主智能装备涌现

“人工智能1.0”时代，技术应用的研究曾经集中于机器
人上。而过去几十年，日本等国研发机器人，曾执着于机器
人拟人、仿真技术，仿佛机器人越像人类就越好。

但潘云鹤说，60年来，在灵活运动的领域中，无人系统
迅猛发展的速度远快于机器人。因为类人或类动物的机器
人，往往不如对机械进行智能化和自主化升级来得高效。他
举例说，美国目前最先进、最灵敏的机器人，能搬运的物品
重量也就10公斤左右；而我国各快递公司广泛应用的智能
货物无人搬运物流系统，同时搬运的货物却可以数以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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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博会

大咖纵论
智能经济未来趋势

数字经济、智能经济成为推动新一轮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
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共识。下一轮技术发展的趋势与路径
成为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而在刚刚结束的全球智能峰会暨第八届
智博会期间，多位专家大咖就智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做了主题演
讲，《东南商报》根据演讲内容整理出了五位大咖的观点。

随着信息环境巨变、社会新需求爆发，“人
工智能2.0”技术已露端倪。这是原中国工程院
常务副院长，现任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
理事长、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战略咨询委员会
组长潘云鹤在全球智能峰会主论坛上所作的论
断。他介绍，早在2015年，中国工程院就已设
立“中国人工智能2.0发展战略研究”重大咨询
项目进行专题研究。那么，“人工智能2.0”技术
有哪些端倪呢？

端倪一：
“大数据深度学习+自我博弈”应用于生产生活

谷歌Alpha Go接连战胜人类围棋冠军李
世石和柯洁，使“人工智能”一词广泛进入大
众视野。与传统的AI技术不同，Alpha Go的
深度学习不仅结合了“棋局感知”和“深度探
索”，还应用了“自我博弈”技术。也就是学习
大量人类棋谱之后，还能自己跟自己下棋，所
以Alpha Go的棋艺不断升级，战胜柯洁时，
水平已是战胜李世石时的无数倍。

类似的大数据深度学习技术不仅用来下棋
娱乐，也应用到不少企业发展之中。潘云鹤举
例说，大渡河水电公司汇集105个水温、雨量自
测站点和中美国家气象中心、欧洲天气预报中
心等数据，由人工智能技术根据各电站的水位
平衡、少调负载、控制弃水、市场需求以及机
组工况等，对公司的三座水电站自动进行一体
化调度控制，增加发电量约1.2亿千瓦。今年大
渡河流域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洪水，但经过大数
据水情预报新模式的精准调度，不仅未发生灾
害，水力发电量还创了历史新高。

端倪二：
基于网络的“群体智能”萌芽

“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而群体的力量无
限”。在人工智能时代，这句话不再是一句口
号，它正在变成科学的现实。

“大规模个体通过互联网架构的参与，可以
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智慧，是寻求解决开放复杂
问题的新途径。”潘云鹤举例说，描绘“哺乳动
物视网膜神经结构如何运动”是非常困难的一
件事，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个项目组通过开
发一款名为“EyeWire”的游戏，吸引145个
国家的16.5万名玩家对显微图像中单个细胞及
神经元连接按功能进行涂色，形成了这一领域
最系统的工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