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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事网闻

关注
什么是 AI（人

工智能）？怎么理
解AI？人类会被机

器取代吗？数据显示，全球科技
巨头 AI 投资已经达 300 亿美元，
人 工 智 能 一 词 的 媒 体 关 注 度
2016 年比 2015 年增长 632％，
2017 年上半年在此基础上再增
长 45％，重视人工智能已成为全
球共识。

当 AI 敲开我们的大门、人工
智能时代来临，其意义不仅在于
重新定义我们生活的世界和人类
的未来，更在于它将带来一场前所
未有的头脑风暴，深刻影响着人们
的思想和理念。这其中，人工智能
的现实意义到底是什么、中国在
人工智能领域到底可以有何作
为、人工智能发展的边界到底在
哪等三个问号，足以引人畅想、深
思……

“当AI来敲门……”

大智能时代来临的三大畅想
新华社记者 胡喆 李鲲 毛振华

“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化”

连珠的妙语、闪烁的字幕……科大
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在世界智能大会的演
讲中，再一次向人们展示了智能语音识
别技术和其应用所具备的“魔力”。刘庆
峰在演讲的同时一直使用着最新的智能
语音识别技术——可以让他演讲的内容
实时以中英文双字的形式呈现在大屏幕
上，反应迅速、几乎没错。

基于“讯飞超脑计划”，科大讯飞开
启了一场“以语音和语言为入口的‘认知
革命’。”刘庆峰说，过去 6 年中，他们的
语 音 识 别 技 术 准 确 率 从 60.2％ 提 升 到
95％以上，已全球领先。

人工智能与教育、医疗、司法等领域
相 结 合 ，作 出 了 诸 多 有 益 的 探 索 和 实
践。例如，运用智能语音识别、意图理解
技术，机器学习和分析大数据，能实现诈
骗电话分类和诈骗深度判定的主动发现
应用。

“人工智能的关键是把复杂的世界
简单化。”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李彦宏表示，未来 30 至 50 年，人工智能
将成为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最大动力。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
感器等技术的加速突破和广泛应用，人
工智能发展进入新阶段，这一阶段呈现
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
开放和自主操控等新特征。

科技界和产业界普遍认为，新一代
人工智能技术，会带来颠覆性的影响，具
有多学科的综合、高度复杂的特性，它将
引发科学技术产生“链式”的突破，带动

“面上”的发展，帮助各领域创新能力快
速跃升。

“中国应该有所作为”

百度在无人驾驶车辆技术研究方面
不断突破；蚂蚁金服 AI 团队应用深度学
习图像识别技术，解决了对不规则车辆
损伤进行识别的行业难题；支付宝智能
客服“小蚂答”的自助率达 97％，每天可
处理 200－300 万的用户咨询，客户满意
率达 78％，比人工客服满意率高出 3 个
百分点……

从 1956 年科学家首次确立人工智能
概念以来，人工智能的典型任务和应用
不断丰富，信息环境的巨变、社会新需求
的出现使得人工智能从“模拟人的智能”
向着“人机融合”“群体智能”不断发展，
促使其迈向新的 2.0 时代。

不少人仍惊讶于“AlphaGo”和“Mas-
ter”能接连打败人类围棋大师。殊不知，
一位围棋高手一生最多能下的棋局也仅
在百万局量级，而智能机器系统在短时
间内，便能学习数十亿量级的棋局和走
法，在大数据和深度计算面前，人的经验
显得渺小而局限。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潘 云 鹤 表 示 ，以
“AlphaGo”为代表的“基于大数据的深度
学习＋自我锻炼综合进化”的技术，以及
人机一体化技术和无人系统方面的发
展，都将对全世界产生影响，中国应该有
所作为。

阿 里 巴 巴 集 团 董 事 局 主 席 马 云 认
为，在智能科技中，互联网是生产关系，
云计算是生产力，大数据是生产资料，智
能世界是系统性的，“特别是通过大数据
的 分 析 ，机 器 可 能 将 比 人 类 更 了 解 人
类”。

“机器是不可能取代人类的”

“每次技术革命都会淘汰一些专业

人员，但也会带来很多新的就业，比如火
车的出现淘汰了一些挑夫，却也造就了
一批铁路工人。”马云表示，人类没必要
害怕机器，机器是不可能取代人类的。

“在大智能时代，人与机器并不是对
立的，人与机器可以共同生存，不要让机
器去做人可以做的事情，应该让机器学
会 人 的 学 习 能 力 ，去 做 人 做 不 了 的 事
情。”马云说。

面对智能技术可能对制造业带来的
冲击，业内人士纷纷表示，“人工智能＋”
时代已切实到来。

“在智能时代，中国制造业正在发生
变化，一部分企业死掉了，就是因为没有
创新。”珠海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
珠说。

过去 5 年格力电器的净利润是此前
20 年的 3 倍，股票分红是 6.7 倍，纳税额
是 2.6 倍……董明珠底气十足地说出了
格力近年来所取得的飞跃，她把这些跨
越式成果归结于公司不断的创新实践。

浪潮集团董事长兼CEO孙丕恕认为，
智能制造本质上是“传统制造业＋数据”，
通过物联网、互联网等技术，互联网数据
和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数据被全部打通，
实现无边界信息交流和大数据分析。

年轻的中国商飞仅用 9 年时间，就让
我国自主研发的大飞机飞上蓝天。中国
商 飞 副 总 裁 、C919 总 设 计 师 吴 光 辉 表
示，为提高研制效率，C919 研制团队采
取了集群式的技术突破路径，攻克 100 多
项核心关键技术。

吴光辉认为，抓住智能和创新是走
向世界的关键。他介绍，C919 采用先进
驾驶舱集成，实现智能交互，以人为中
心，使飞行更安全、更轻松，目前 C919 的
全球订单已达 600 架。

董明珠说，依托智能科技领域的快
速发展，中国制造正成为“中国创造”，并
不断被世界人民接受和喜爱。

“西瓜打针”“螃蟹注胶”“蔬果染
色 ”…… 夏 日 炎 炎 ，生 鲜 美 食 广 受 欢
迎，但朋友圈里的生鲜食品谣言却开
始新一轮传播，不但使行业损失惨重，
也造成消费者“舌尖上的焦虑”。

正在进行的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
上，食品安全领域专家通过讲原理、做
实验，为公众详细“掰谎”，为生鲜美食
洗刷“冤情”。

生鲜“洗冤录”：
“打针西瓜”实际中难操作

西 瓜 成 为 夏 日 里 老 百 姓 消 暑 必
备，然而“西瓜打针变甜”的说法却屡
屡给消费者造成困扰。

对此，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
中心副主任钟凯在食品安全宣传周科
学实验展现场开始实验：一手按住一
个西瓜，一手拿着吸满蓝色墨水的针
筒，用力往西瓜里推墨水。但当针筒
里的墨水刚刚被推进西瓜里时，蓝色
墨水竟顺着针眼流了出来。

“通过打针让西瓜变甜，在实际中
是不可能实现的。”钟凯在实验后指
出，有时候我们看到在西瓜中有一些
纤维状物质，这实际上是由于授粉、自
然发育等原因产生的正常现象，并不
是西瓜中被注入了什么不好的东西。

“首先，西瓜皮虽然较硬，但是西
瓜瓤是很脆弱的，瓜内部又是一个封
闭的环境。通过实验可以看到，向西
瓜内部用针筒注水，不仅要用很大劲，
水也马上就会冒出来。注水的压力还
会把瓜瓤压碎。同时，针眼会让细菌
进入西瓜内部，这样的瓜存放不了一
天就坏了。商家注了水卖不出去，岂
不是得不偿失。”

对于曾经在网络上流传的“螃蟹
注胶增重”谣言，钟凯也进行了驳斥。
他说，人们看到的螃蟹表面的小孔，并
不是螃蟹被打了针，而是螃蟹在运输
过程中互相挤压造成的。“螃蟹如果打
针受伤，很容易死的。若给螃蟹打针
增重，根本放不了多长时间。”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中心总顾问陈君石也带领团
队通过现场实验，驳斥了杨梅、樱桃等

“水洗掉色，蔬果染色”的谣言。“我们
经常会听说‘新鲜的水果和蔬菜是被
染了色’的谣言，实际是果蔬中富含的
花青素使其呈现出颜色；它是多酚类
物质，对人类的身体健康很有益处。”
陈君石说。

谣言“猛于虎”：
造谣动动嘴，辟谣磨破嘴

近年来，我国生鲜食品业几成谣
言袭扰的“重灾区”。2016 年以来，从

“樱桃核仁含氰化物”“胶水拼接牛排”
到“浑身是虫的皮皮虾”，生鲜食品谣
言借助视频剪辑病毒式疯转，令生鲜
企业，还有大批农户、养殖户的利益遭
受重大损失。

业内人士指出，有些生鲜谣言毫
无事实依据和基本的科学逻辑，有些
看似基于一定的事实基础，但却对事
实“移花接木”，或把个体问题演绎成
普遍性问题。看似不起眼的谣言，经
过社交网络平台四处传播，对整个生
鲜产业造成损害，让生鲜产业陷入“谣

言动动嘴，辟谣跑断腿”的尴尬境地。
“我认为，谣言给消费者心理造成

的损失，远远超过行业的经济损失。
消费者的信心一旦丧失，受影响的是
对行业的信任和政府的公信力，这个
损失不可估量。”陈君石表示。

钟凯也认为，我国食品安全状况
一路向好，但是很多老百姓还会有“这
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的感觉，这就
是来自谣言泛滥造成的误解。谣言造
成了企业的经济损失、政府公信力的
损失，经过连锁效应，最终成本又转嫁
到老百姓身上。

“舌尖焦虑”不再来？
辟谣、科普、共治一个不能少

如何让老百姓告别“舌尖上的焦
虑”？陈君石指出，从根本上减少谣
言，不能仅靠不断的辟谣，也要寄希望
于老百姓掌握更多的食品安全知识，
不断提高公众的科学知识水平。

陈君石指出：“老百姓容易被谣言
误导，关键在于食品安全领域信息的
不对称。这就需要搭建一个平台，把
科学家、媒体和企业都纳入其中，及时
传播正确的食品安全知识和信息，填
补信息真空地带，及时满足公众的需
求。”

钟凯也表示，治理舌尖谣言，首先
需 要 传 播 科 学 的 声 音 ，减 少 公 众 误
解，重建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同
时，也要致力于促进食品行业的健康
发展：“从政府层面来讲，要努力增加
工作透明度，以主动公布的姿态，接
受 社 会 监 督 ，这 有 助 于 重 建 公 众 信
心。”

钟凯还指出，有关部门应从法律
上、政策上健全机制，让造谣者能够受
到惩戒。“不能说造了谣被抓住了，道
个歉就没事了，要建立法律机制，让说
话的人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新闻
宣传司司长颜江瑛强调，食药监总局
加大了对食品谣言制造者、传播者的
惩处力度，此前“塑料紫菜”等涉谣者
已得到严惩。她表示，食药监总局将
推动建立社会多元主体共治谣言的长
效机制，让政府部门、专业机构人士、
相关企业、新闻媒体和公众形成合力，

“五位一体”击碎谣言，共同织密甄别、
抵制谣言的免疫网。

（姜辰蓉 陈聪）

专家现场“掰谎”、为食品“洗冤”——

治理“舌尖谣言”还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