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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機共存 放眼 AI+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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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矢志爭奪國內人工智能（AI）的龍頭角色，而其中一項重要策略就是舉辦人

工智能盛事來提高其在人工智能界的地位。而在 9 月 17 至 19 日在上海舉行的

「2018 世界人工智能大會」，就是上海展示其實力的代表作品。以與會的幾十位

國內外的講者和與會者的分量而言，稱之為「世界人工智能大會」實當之無愧。 

 

不少與會的嘉賓講者，都非常刻意展示其企業在 AI 範圍近年所取得的突破成

果，而阿里巴巴的馬雲作為第一個主講嘉賓，就用比較宏觀的角度，去綜合論述

人工智能在未來世界的發展。 

 

過去對人工智能的關注，不少是落在其對人力勞工的替代性，例如牛津大學在不

同國家和經濟體研究過「人工智能在未來 10 年對就業市場的衝擊」，結論是會

帶來由三成至一半的失業問題。 

 

學的與會者，都是從一個正面的態度去擁抱人工智能的發展。馬雲以〈AI 重新

定義思考世界的方式〉為演講主題，認為人工智能不止是一項或幾項技術，「人

工智能是我們認識外部世界，認識未來世界，認識人類自身，重新定義我們自己

的一種思維方式」。 

 

馬雲甚至認為，把 AI 翻譯為人工智能，是扭曲了 AI 自身的含義，因為一旦稱

之為人工智能，那就是人類智能的一種延伸，又或者是一種產品。他舉了一些例

子，蒸汽機釋放了人的體力，但蒸汽機並不是模仿人的體力；汽車比人跑得快，

但汽車不是模仿人的雙腿；未來的計算機釋放人的腦力，但計算機不是按照人腦

一樣去思考。機器必須有自己的方式去思考，所以真的要翻譯 AI這個名詞，馬

雲認為翻譯成「機器智能」，比人工智能更為合適。而 AI 的未來發展，機器不

是模仿人類，不是替代人類，而是做人類做不了的事情，馬雲認為這才是最了不

起的。 

 

 



AI是一種思考世界方式 

 

AI 不再是一項簡單的技術，而是一種思考世界的方式，也是生產力、生產關係、

生產資料的改變。在未來 30 年，智能技術會顛覆性影響到社會的每一方面，徹

底改變傳統的製造業、服務業，所有生活都會被數據和計算所改變。 

 

中金公司在「2018 世界人工智能大會」中同時發布了一項研究報告，中金分析

了目前已經發展和相對成熟的四大 AI 技術，包括 AI 芯片、計算機視覺、語音

語義，以及傳感器和機械人。AI 芯片的市場規模在未來 5 年可以有接近 10 倍

的增長，而發展也愈趨專業化；計算機視覺主要是在人臉識別的技術，也是在中

國落地最順利的技術，同樣是具有技術深度和眾多應用場景的技術；語音識別已

經相對成熟，自然語言處理有廣泛的應用場景；而傳感器作為獲取外部信息的眼

睛，是 AI 技術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十大應用場景包括移動互聯網（這主要應用

在電子消費）、安全防衛（這包括身分證人臉識別等 1：1 比對、智能門禁系統

等靜態人臉識別、重點場所監控等動態人臉識別、體態識別和行為預測發展）、

智能家居、零售（這包括無人零售）、金融、教育、物流、智能製造（AI 和製造

業的結合，即為工業互聯網，它是解決中國製造業所面臨的缺乏創新平台和就業

人口不足等問題的手段）、醫療和汽車。AI 技術都會在這些場景產生變革和重要

作用。把這 10 個場景重新檢視一遍，已經可以發覺，這幾乎是完全涵蓋了我們

生活上和經濟上的方方面面。 

 

AI 融入生活每一部分 

 

在眾多與會講者中，最廣泛的共識，是在我們的未來世界裏，不會存在一個 AI 產

業，而是一個 AI ＋（AI plus）的產業，這個產業就是 AI 融合在上述那 10 個

或更多更廣泛的場景。AI 就好像電腦和互聯網技術，完全融入我們生活上每一

個部分、經濟上每一個行業和產業。 

 

一旦形成了 AI ＋的產業形態，那就不再是誰取代誰的關係，而是進入一種新的

產業形態，這也就是馬雲所謂認識和思考世界的方式。在未來的世界，是人機共

存的世界，正如百度的創辦人李彥宏所言，AI 存在的價值是教人學習，讓人成

長，而不是取代人。 

 

（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