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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工智能这么广泛，以后会是机器人的时代吗？

以后会有更多、更的机器人出现，但不会是机器人代替人类的时代。

机器人不能与人划等号

机器人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为提高生产效率，改善生活质量而创造出来的工具，现在已广泛用于各
行各业。机器人的种类很多，按领域可以分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和特种机器人；按照智能等级可
分为工业机器人、智能型机器人；按照形态可分为仿人智能机器人、拟物智能机器人和无形态机器人。
机器人的出现代替人处理人无法达到的场景，大大减轻了人的劳动强度，更加安全高效。但机器人只是
一种工具，并不是人。人有自然属性，从受精到出生，从幼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直至死亡，是
有其一定自然生长规律和时间局限，人需要吃喝拉撒，有七情六欲，有独立自主性，还有创造性，故不
能等同。

人能制造机器人

人体的构成或者人体器官有局限性，人不能像鸟能在空中飞，也不能像鱼儿在水中游，人的眼睛不如鹰
眼看得远，鼻子不如狗鼻灵等等。但人类在生产实践中，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能创造工具，能制造出
机器人，尤其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还会创造出更多、更的智能机器人服务于人类。

机器人不会代替人类

随着更的智能机器人的出现，不少人担心其摸仿人类的学习能力、创造能力，会制造出更的机器人，反
过来控制人类、代替人类，这只是一种心理恐惧情绪，不具备科学依据。机器人的特性：一是人类创造
出来的工具，不具备生命形态的自然属性。二是通过仿人类的学习，其智能可在很多方面超人类，阿尔
法因其算法赢得围棋比赛胜利，如是让其写一篇高考作文，不知道会有多少老师打分。除了算法，情感
、智慧等不可能超越人类，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意义的局限，因其不自生，在短暂时期内，不可能为之
前仆后继、舍身取义。试想，通过所有人类的智能与智慧，创造一个或一批全能的、超人类的永不死亡



机器人，来治理地球，按人的本性是不允许的。

总之，人工智能利用在和平发展上是福祉，利用在争战上是毁灭，古石器时代的石器是厉器，现在是文
物。只要机器人是工具，不管哪个时代永远是人类的时代。

回答这个问题前有必要系统的了解人工智能的特点及发展现状，区别人工智能与人智能存在的差异。

一、什么是人工智能？

年，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一次特殊的夏季言谈会上，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约翰�麦卡锡次提出了人工智能
概念。此后，人工智能迅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1、人工智能的定义

尽管概念界定众多，但科学界对人工智能学科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内容达成的共识是：研究人类智能活动
的规律，从而让机器来模拟，使其拥有学习能力，甚至能够像人类一样去思考、工作。

2、人工智能的特点

1)人工智能好比新的意识形态，通过学习、推理、规划、感知来处理一系列任务，就像是人的大脑，所
以才会有“大脑”、“谷歌大脑”等。

2)人工智能是以大数据来支撑的。主要是识别类、感应器方面的。比如说语言翻译，以前是每个单词的
翻译，随着搜索引擎的迅速崛起，人们把自己想说的话通过语音按钮发到网上，然后被搜索引擎获取，
就会形成一些例句，例句再经过电脑处理器的固定语法组织，选出恰当的表述，这样就可以得出翻译的
语句。所以，我们为了让计算机达到理想的效果，需要不断的以数据来支撑计算机的学习。

二、人工智能的发展与现状

在人工智能研究早期，有些科学家非常乐观地认为，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CPU计算能力的提高，实现人
工智能指日可待。但后来事实证明，人工智能的发展并没有预期的那么美好。

1、发展低潮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人工智能力图模拟人类智慧，但是受过分简单的算法、匮乏得难以应对不确定
环境的理论以及计算能力的限制，这一热潮逐渐冷却;20世纪80年代，人工智能的关键应用——基于规则
的专家系统得以发展，但是数据较少，难以捕捉专家的隐性知识，加之计算能力依然有限，使得其不被
重视，人工智能研究进入低潮期。

2、快速发展

直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算法以及大数据、云计算和高性能计算等信息
通信技术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才迎来了春天。

3、深度发展

“大约在10年前，一种被称为深度学习的新的机器学习方法，让人工智能的算法更智能。”中国科学院
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易建强说：“它是一种通过多层表示来对数据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建模的算法。深
度学习模仿人脑结构，具有更强的建模和推理能力，能够更有效地解决多类复杂的智能问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谭铁牛说：“当前，面向特定领域的专用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甚至可以在单



点突破、局部智能水平的单项测试中超越人类智能。”

这其中，比较的事件包括年“深蓝”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年IBM超级计算机沃森在美国电视答题节目中
战胜两位人类，以及年和年阿尔法狗战胜人类围棋高手。

在不少人工智能专家看来，尽管经过近60年的发展，人工智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总体上还处于
发展初期。

三、当前人工智能的运用

ü人工智能的应用技术主要包括语音类技术(包括语音识别、语音合成等)、视觉类技术(包括生物识别、
图像识别、视频识别等)和自然语言处理类技术(包括机器翻译、文本挖掘、情感分析等)，这类运用为成
熟。

ü人工智能在行业应用上包括智能机器人、智能驾驶、无人机、AR/VR、大数据及数据服务、各类垂直
领域应用等。

ü在行业解决方案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范围则更加广泛，目前已经在医疗健康、金融、教育、安防、
商业、智能家居等多个垂直领域得到应用。

四、人工智能发展遇到的瓶颈

毫无疑问，目前人工智能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但是也要冷静地看到，人工智能的发展仍然存在一些问
题。因为单从目前的智能程度来说，在较为通用的智能方面，人工智能还远远谈不上人们想要达到的程
度。“阿尔法狗”的诞生，曾经令很多人眼前一亮，但现在仔细看来，“阿尔法狗”只能在围棋领域有
所建树，不能跨越到其他情景之中。

具体来看，人工智能的瓶颈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动机性

在心理学上，动机一般被认为涉及行为的发端、方向、强度和持续性。动机也是有层次的，不同层级可
以互相转换。马斯洛（AbrahamMaslow）于年在《人类激励理论》一文中将社会需求层次与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并列为人类五大需求，人处于不同的需求层次就会有不同的动机层
次。有了动机后，人们的行为就有了指向性，这对于人的日常行为是非常重要的。

让机器产生动机的一大难点在于动机是很难被表征的。目前还没有研究清楚的展示动机的形成机制，表
征的必要不充分条件是具有可以被清晰表达的框架，而且动机的转换边界并不清楚。因此，动机的权重
值便无从下手，导致计算陷入僵局。另外，动机还有意识动机与无意识动机之分。目前，人工智能界对
于意识层面的内容还知之甚少，更不要提进行表征了。

2、常识

常识被定义为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人们拥有的相同的经验知识，比较常见的有空间、时间、文化、物
理常识。常识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十分重要，尤其是在我们做出决定与判断的时候尤为如此。很多常识
是潜移默化形成的，是文化与背景学习的产物。那机器如何形成常识呢？早在年，约翰�麦卡锡就已经
想过让机器拥有常识以变得更加聪明。目前的人工智能界有两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种方法为让机器形成学习与观察周围环境的机制，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去学习，不过这样时间成本比较大
，用户能否承担起这些成本还是未知数。明斯基曾说：常识是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庞大知识体系，包
含大量生活中学到的规则和异常现象、特性及趋势、平衡与制约等。



第二种方法就是建立大型的常识库，并将其存储到电脑中。其中为的为CYC项目，这个项目由道格拉斯
�莱纳特于年提出。首先通过采访与观察人的数据，然后由知识工程师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以CYCL的
形式整理成数据库。当然，这个常识库的成本过于高昂。目前常识库中比较可行的思路为让互联网上的
每个用户共同建立这个常识库，并在特定的网页使用不同的语言来进行编写，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与
金钱，为成熟的为OMCS（OpenMindCommonSense）。

3、决策

无论是人类的日常生活还是人工智能，为关键的一步就是决策。如何让机器更加智能地进行决策，这是
一个关乎未来人工智能走向的问题。人类的决策机制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理性决策、描述性决策与自然
决策。

1)理性决策即认为人在决策时遵循着理性价值大化的原则，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冯�诺伊曼提出的大期
望效用理论，伦纳德�萨维奇提出的主观期望效用理论等。

2)描述性决策认为人在进行决策时不完全遵循理性准则，其中丹尼尔�卡尼曼与阿莫斯�特沃斯基提出
的前景理论是其中的代表。该理论认为，决策者依据价值函数、权重函数赋予选项不同的效用值，终选
取大期望效用值做出决策。人也存在着启发式偏差，这会对决策产生影响。

3)自然决策专门研究人们如何在自然环境或仿真环境下实际进行决策，其中的要属加里�克莱因（GaryK
lein）提出的再认—启动模型（RPD），该模型认为人在决策时会依据以前的模式进行匹配。对于机器而
言，进行智能决策可以借鉴人的决策习惯，可以将几种思维方式进行结合，并确认出一套判断机制，以
便在特定情景下对决策行为进行抉择。例如，机器可以区分出时间与情景的压力，并建立起相对应的匹
配机制，如当情景压力小时选择理性决策模式，而当时间压力大时选择自然决策模式等。

所以，目前人工智能界对常识、动机与决策问题中的难点解决办法看起来还不是很多，但这确是目前机
器智能与人智能之间差异为显著的地方，也是目前整个行业的瓶颈所在。如何让下一代人工智能产品更
有“温度”，需要先在这几个问题上有所突破。

五、总结

机器人的出现可以代替人类处理人类无法达到的场景，更加高效，高智能的机器人甚至可以完全解放人
类的束缚，自行完成任务，不过这有待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至于电影《终结者》中出现的机器人，
未来世界可能会出现，不过目前所遇到的瓶颈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去攻克。

人工智能利用在和平发展上是福祉，利用在战争上是毁灭。只要机器人是工具，这个时代永远是人类的
时代。

毋庸置疑，以后一定会是机器人的时代。现代社会技术发展已经使我们离不开机器人，虽说日后会是机
器人的时代，但我认为机器人终究只是人类创造出来的一种工具，机器人是永远不可能取代人类的。人
类和机器的关系将来更多的是合作关系而非竞争关系。马云表示：“我相信机器会做到比人聪明，但人
比机器更智慧”“人类会越来越厉害，机器永远不可能取代人类”。李彦宏表示："我们不应该花大精力
造出一个机器来长得像人，不应该花在解决让这个机器怎么学会走路、跑步、上下楼梯，这是一个机械
时代的思维。我们要解决的是让机器能够像人一样思考。"我们应该尊重机器人技术，而不是担心机器人
技术。引领未来的不是机器人，而是机器人背后的人的智慧。

谈到人工智能这个话题，人类的态度和想法都充满着纠结：一边希望它聪明到可以干所有的活儿，一边
却又怕它太聪明反过来奴役人类。尽管对未来的预测非常困难，但也不乏其人。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科幻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机器人三大定律”的制定者艾萨克�阿西莫夫就
曾在《我机器人》的小说中预测，这个期限是年。



他描述，年街上遛狗是机器人，清扫街道的也是机器人。现在，阿尔法狗已经毫无悬念地战胜了人类围
棋世界,再过18年，艾萨克�阿西莫夫的预言会实现吗？

计算机程序“深蓝”战胜世界排名的国际象棋高手加里�卡斯帕罗夫时，人工智能是否会超越人类，这
个话题就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很多人的困扰。历史何其相似，但又有所不同。从那时至今，经过近2
0年的发展，人工智能已经度过了初的萌芽阶段，正在迅速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边界也在不断变
化和扩展。比如，人们初会为计算器的计算速度惊诧，将其视作智能，但是现在它只不过是小学生都能
使用的辅助工具。正如斯坦福大学发布的《年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报告中说，人工智能正在形成
一种“人工智能效应”，它“总会将一种新技术带入人们的生活，而一旦人们习惯了这种技术，它便不
再被认为是人工智能”。

或许，人工智能并不是“忽如一夜春风来”，而是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姿态存在，从这一层面上来
说，人工智能时代早已来临,机器人技术和自动化现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根据牛
津大学工程学院年的一项研究，在未来20年里，美国近一半的工作岗位，47%的人面临着被自动化代替
的风险。运输、物流和办公室管理方面的工作岗位面临着被替换的风险。无人驾驶汽车，包括大型卡车
，已经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根据牛津大学的报告，虽然目前机器人主要应用于制造行业，但接下来可能
会有数百万个服务岗位也将使用机器人技术。

技术进步是一把双刃剑，他们会使得一些工作消失，但创造出的其他工作机会也会越来越多。

实际操作会越来越智能化，机器人会在某个领域发展为强项，到不会全部领域使用机器人，它不具备思
考能力。

科技的发展一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ai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快，这种技术是目前人类唯一发展出
的有可能自我循环成长的科技，现在众说纷纭，结果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不久的将来会替代部
分人的工作。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的本身对外输出的功率变回比不上机器。而人的需求又是无限的，所以智
能化生产始终是避免不了的。就这样，人工智能成为未来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社会的发展需要，未来是机器人代替人工的社会现状

现在通过编程序来控制机器人已经运用很广泛，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但机器人目前来讲还是有它的局
限性，比如讲在维修和钳工这块还是依靠我们的技术员针对具体问题分析做出判断和加工，特别是在一
些环境恶劣的地方，比如强险救灾，和重大工程方面我们的大国工匠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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