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领域研究

上海人大人科技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主办

2017 年 3月 13 日 第 4 期 （总第 4 期）

本期主题

2017 MIT 人工智能 5 大趋势预测（四）

百家评说

互联网到人工智能的第一座高峰 吴甘沙 驭势科技 CEO

人工智能的冰与火之歌 余凯 地平线机器人 CEO

通讯地址：上海市南京东路 800 号
新一百大厦 17楼

联系人：陈海燕

联系方式：chenhy@chinardr.net

mailto:chenhy@chinardr.net


本期主题：2017MIT人工智能 5大趋势预测（四）

《人工智能领域研究》2017年第 4期 1

本期主题

2017 MIT 人工智能 5 大趋势预测（四）

技术奇点（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是一个根据技术发展史总结出的观点，认

为未来将要发生一件不可避免的事件──技术发展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极大而

接近于无限的进步。当此转捩点来临的时候，旧的社会模式将一去不复返，新的规

则开始主宰这个世界。

50多年来，（希望模仿人类大脑的思考操作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经历了“爆发到寒冬再到野蛮生长”的历程，伴随着人机交互、机器学习、模式识别

等人工智能技术的提升，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成了这一技术时代的新趋势。关于人工

智能的各级规划、各种预测，成为一股新的策划趋势。

本期，我们结合MIT Technology Review最近发布的 2017年人工智能的五大

趋势预测，探索 2017年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和方向。

5趋势五：反对人工智能过度炒作 (Backlash to the hype)

虽然许多人对于目前正在开发的人工智能技术的潜在价值抱有信心，2016

年也确实发生了不少实在的进步和令人兴奋的新应用，但我们也发现：（1）在媒

体、大型公司、投资者的不断曝光下，人工智能已经成为科技聚光灯下的主角，

（EY 的报告显示，）2015、2016年与 AI相关并购分别有 33、46项，曝光度偏

高；（2）目前许多不断强调机器学习技术的创业公司其实大多名不副实，这方面

的典型是 Rocket AI（NIPS大会为 Rocket AI的虚假人工智能公司举行的发布会，实际上

是要讽刺围绕人工智能研究日益增长的狂热与夸大）。

我们认为，人工智能现在才是春天，在重大突破没有发生时，过多的炒作很

可能会对这个新兴行业造成揠苗助长的负面效果（这种情况让业内人士感觉不

安）：不仅将研究者的注意力过早从人工智能的理论和研究转向创业，还使得企

业在并购时，不得不面对过高的溢价和估值，从而导致创业公司因估值过高而加

速步向失败以及投资枯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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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其实才刚刚起步，很多方面还有提升空间。在 2017 年，我们应该

冷静的看待 AI行业的下一步发展，兼听则明地听取一些对人工智能炒作的反对

声音。2017年会是 AI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值得期待。

6全球 AI标的公司

6.1国外 AI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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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国内 AI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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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评说

1互联网到人工智能的第一座高峰

吴甘沙 驭势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EO

今天，我想提出一个题目让大家思考：从互联网时代发展到人工智能时代会

出现哪些标志性的技术或产品？我们认为，智能驾驶将是这个时代变革中出现的

第一个高峰。

1互联网带来了人工智能的发展

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说，互联网带来了三样东西。第一，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

问题，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连接：人与信息的连接、人与商品的连接、人与服务的

连接以及人与人的连接。第二，使交易成本最小化。无论是金钱的成本，还是时

间的成本，都实现了最小化。第三，能惠及所有的长尾用户，而不仅仅是那些高

端客户才能获得服务。

但是我们发现，发展到当前这个阶段，互联网本身也碰到一些瓶颈。比如它

虽然降低了交易成本，但是生产资料的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并没有改变。以网约车

为例，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帮助我们建立了联系；但是，等到补贴

过去以后，大家发现打车费用跟过去没有太大区别。这就是因为它的生产资料跟

劳动力的成本并没有降低。另外，互联网确实惠及了长尾的用户人群，但是对于

社会总体是不是利益最大化了呢？也许未必，原来这几十万个兼职的司机，在上

下班高峰时间是不上路的，但是有了网约车之后，他们的上路使得整个道路变得

更堵。

互联网带来的这些问题，我觉得互联网本身是没办法解决的，所以需要有人

来填互联网留下的坑，这些坑就需要人工智能去填。人工智能，从本质上来说是

用机器去完成人能够做的事情，它让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边界第一次发生了模糊，

生产资料同时也成为了劳动力。而当机器成为劳动力时，就有可能从全局上做最

优化调度，使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所以，我们有个大的判断，2016年开始的

人工智能革命，在市场规模、辐射点和持续时间尺度上，跟 PC以及互联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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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一级别的。

2智能驾驶将成为未来 10 年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人工智能一定要跟具体的行业和产业结合在一起。我们认为，在未来 10年，

智能驾驶将成为最重要的人工智能产业。那么，这个判断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

呢？第一，要看市场是不是足够大，是不是处在快速增长期这么一个时点；第二，

要看它是不是真正解决客户的痛点，能够提升效率、解决问题；第三，要看能不

能创造一个合理的商业模式；第四，要看它的“护城河”是不是足够的宽和深。

在我们看来，智能驾驶的市场确实足够大，它涉及了 3万亿美金的市场，包

括全球汽车市场、出行市场，以及它们能带来的社会效益。摩根斯坦利的研究报

告说智能驾驶 1年能够给美国带来 1.3万亿的社会效益，相当于美国GDP的 8%。

我们可以看看智能驾驶究竟触碰到了哪些痛点：以北京为例，假设一个城市

有 600万辆机动车，绝大多数是私家车，它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第一是堵车。

堵车容易导致违规驾驶，从而间接导致了交通事故。全球每年因为交通事故死亡

140万人，中国几乎占了 1/4。同时，这也导致了我们百公里的油耗上升、能源

大量浪费、空气被污染。另外，车多又会导致停车困难。一辆车 90%以上时间处

于停驶状态；而且汽车行驶的里程中，有 30%~35%的里程是在城市繁华区域寻

找停车位，而不是为了出行；在相当多的大城市中 15%以上的土地都是用于停车，

这也间接导致了房价升高，很多年轻人只能生活在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方。我们希

望 10年以后，把这个城市的机动车保有量从 600万辆降低到 300万辆，而这当

中有 200万辆是无人驾驶汽车。

从市场的角度看，我们现在已经很接近无人驾驶的商业化应用。原来制约无

人驾驶汽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激光雷达的价格，当前一个激光雷达的成本可能需

要 70万元人民币，但是在未来 5年，会降到 3500元以下，这意味着无人驾驶的

大规模商业化成为可能。驭势科技特别推出的无人驾驶方案的技术特色在于，并

不倚赖高成本的高线数激光雷达，而是通过硬件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破题无

人驾驶高成本瓶颈，其成本降低到了同类竞品原型车的 1/5到 1/10，大幅降低商

业化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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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人驾驶的商业化能带来很多好处

波士顿咨询集团和达沃斯论坛曾对全世界很多城市的决策者做过调研，88%

的决策人员希望像无人驾驶这样的新技术能够在未来的 10年商业化，原因就是

无人驾驶的商业化能带来很多好处。比如未来的无人驾驶汽车可以整齐地排列在

路上行驶，使道路路面利用效率极大提升，交通事故极大降低，能源消耗也大大

减少。目前，北京机动车的平均行驶速度只有 20公里/小时左右，因为除了堵车

还有红绿灯的影响。未来如果都是无人驾驶汽车在路面行驶的话，利用全局的调

度算法就可以保证每一辆车按照特定的速度和次序运行，红绿灯就可以不再使用。

而且，未来的无人驾驶汽车在道路上运行的时间也会提高，对于停车的需求就会

降低；即使需要停车，也不需要大量的空间，一个小小的停车位就够了。无人驾

驶汽车的商业模式创新空间也是巨大的。10年以后，由于不需要操作设备，汽

车可能长得不再像汽车，更像是一个商业空间：它可以完成咖啡馆、电影院、办

公室等各种空间的职能。

驭势科技已经为自己设立了一个目标，希望能够在未来两到三年内，成为中

国第一家在辅助驾驶和无人驾驶上实现商业化的公司。驭势科技已经在 CES2017

发布了第一辆针对城市移动空间、完全重新设计的无人驾驶电动车，其无人驾驶

方案将在 2017年商业化试运营、未来两年实现量产，近期的应用场景主要包括

高科技园区、景区、主题公园和度假村等。

包括无人驾驶在内的智能驾驶产业已经进入高速发展期，最新的人工智能技

术触发了这一产业的爆炸式发展。在未来的三至五年中，这些技术帮助智能车理

解整个世界，给用户带来更安全、舒适和有趣的体验。特别是，基于互联网和物

联网的支撑，在大数据算法的智慧调度下，智能驾驶交通工具将有效提升城市运

输效率，解决交通拥堵、能源浪费和排放问题，节约城市泊车资源，降低各类交

通隐患。同时亦可解放乘客的时间，提升经济效益。

最后，面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我想引用耐克的创始人菲尔 • 奈特说过的

一句话：“懦夫不曾启程，弱者死于途中，只有强者前行”。我们不确定我们是不

是未来最后的强者，但是我们有信仰的力量，我们希望把人工智能带向未来的时

代。

（根据吴甘沙在 2016 年“F&M 创新节”上的部分演讲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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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工智能的冰与火之歌

余凯 地平线机器人创始人兼 CEO

从 2006年到 2016年，我感触最深的是，这 10 年是深度学习的普及和推广

期，其在很多应用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所有成果均为感知方面的应用，如图

像识别、语音识别等。而从 2016年开始，最大的不同是像 AlphaGo和自动驾驶

等人工智能系统，开始从感知过渡到决策；这些系统基于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从

而主动优化它的决策机制。因此，从感知到决策是最大的变化，人工智能只有做

决策才能真正改变世界。我认为在未来的 10年里，怎么优化地去做决策是人工

智能的重点课题。

下面，我就 2016以来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中的一些话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1、2016年 AI圈让人记忆深刻的事

（1）AI计算硬件。英伟达的股票在一年时间内从 100亿美金增长到 500亿

美金，震惊业界。背后的原因是处理器架构因为人工智能的需求正在被重新定义，

Google也推出 TPU来做 Inference。除此之外，包括地平线机器人在内的不少公

司正朝着这个方向去探索。（2）算法层面。如生成式对抗网络等算法的突破性进

展，使我们看到除了 CNN、RNN、LSTM，技术还在不断推陈出新，让这个行

业变得越来越有意思。（3）开源平台。在 2016年，开源平台体系在不断成熟，

如 TensorFlow、Caffe等，特别是由中国学生发起的MXNet成为亚马逊 AWS官

方训练平台这件事，很了不起。（4）AlphaGo事件。改写了全社会从街头百姓到

政治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实现了大家均认为不能实现的事情。（5）人才流动。

Hinton的得意门生、CMU副教授 Ruslan，最近也耐不住寂寞加入苹果，担任苹

果人工智能研究总监。斯坦福大学李飞飞教授也加入了谷歌。

2、OPENAI LAB与嵌入式人工智能

历史上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都是相伴相生的，我们也看到，开放总是

会打败封闭，怎么打造良性的产业生态是我们非常关心的。因此最近地平线和

ARM、安创空间、全志联合成立 OPENAI LAB，我们希望把技术向半导体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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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者开放，大家一起去定义嵌入式人工智能的标准。至于为何要做嵌入式人工

智能？过去推动人工智能的核心要素可以概括为大数据、大计算、大平台，其在

互联网和云端做人工智能的技术与服务。如果朝更远的方向看，我们会发现除了

从云端部署人工智能，其实很多场景下急需在设备端部署人工智能，使这些设备

具备环境感知、人机交互、决策控制的能力。以自动驾驶为例，如果有孩子横穿

马路，当自动驾驶系统感知到之后，需要把信号传送到云端再做决策，假如当时

网络不稳定的话，结果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需要本地计算去做实时决策。

创业公司做项目一定要选择大公司不大容易进入的维度，BAT在数据、人才、

资源、服务方面的势能，创业公司很难去挑战。但本地低功耗人工智能计算不是

他们的强项，也不是他们的业务重点。另外我认为创业一定要选难度较大的事情

去做，嵌入式人工智能需要把软硬件结合，并重新定义处理器架构，这是非常复

杂的工程。这项任务虽然困难，但我认为只要达到这样的维度才能构建宽广的护

城河。我们希望把嵌入式人工智能构建成一种开放生态，使其未来在端上产生很

多创新，让意想不到的创新点在此发生：开放式生态可以把许多想法从一个创意

变成产品，而这些想法和产品又会反哺地平线。

3、AI团队的招聘心得

在美国和百度时，招聘是我每天需要面对的事，因此我自身有着相当多的经

验。另一方面，在地平线，我们也在积极吸引优秀人才的加入。吸引人才加入是

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因为现在人工智能人才还是比较稀少，我们做的事情又比

较难，而且又是一条长线征途，所以有些人不理解我们的方向，我们做的事情在

他们看来是既小众又没那么容易变现的事。

我遇到一些从事人工智能算法的同学，他们有几年深度学习经验就迫不及待

地想改变世界，所以不太愿意去做一些偏长线的事情，但他们没有意识到真正有

价值的事情都是困难的事情、有壁垒的事情。所以我经常告诉他们创业是一场艰

苦的修行，而不是一场 Party，如果艰苦的修行走下来，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山

顶上，那种满足感和成就感都是无法比拟的。

当公司做的方向跟主流方向不一样时，这种情况下吸引来的人才是为难得和

特殊的，因为他们是经过自己冷静思考来做事情，这批人往往是推动公司上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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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事业的人才。地平线确实非常有幸，在很短的时间内招到了顶尖人才，包括

算法、软件系统专家和硬件专家。我在百度时领导的团队平均年龄是 26岁，而

地平线工程师平均年龄是 32岁。因为我们是非常偏技术的公司，确实需要非常

资深的人加入。

对于一个商业公司来讲，算法人才和产品经理同等重要。这里我要强调一点，

何为研究大牛？我认为研究大牛的特质是“要有自己的思考和深厚的积累，他能

够持续的创新”。其实能创造性地做出世界级成果的人是非常稀缺的。一个算法

人才普遍学习过 1~3年的深度学习，会用开源平台去训练模型，即使是这样的人

也不多，而这些人更谈不上是研究大牛。所以我认为研究大牛是一种很稀缺的人

才。当然，AI产品经理也非常重要，因为他定义需求。如果造出来一个东西技

术水平高，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技术再高也没有实际价值。因此我们在创办一

个商业公司，AI产品经理也十分重要。

4、人工智能创业公司与未来发展

从目前来讲，绝大部分人工智能创业公司都是在基于 GPU 这样的计算平台

和在基于 Caffe、TensorFlow这样的开源平台，用比较成熟的模型结构来训练，

然后做一些解决性问题和 Demo，差异化确实不明显。基于现在的开源模式来做

创新，在算法方面壁垒确实也不高。所以这就导致在一些标准问题里，各创业公

司的效果都差不多，技术差距也并不大。这里面的核心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人工智

能原创性技术太少。

最近大家在说中国 AI的人才、技术储备、研究、创新都有优势，这个观点

我不太认同。实际上，国内学生在已经讨论出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去做拿竞赛、刷

分，这方面我们很擅长。但真正做出 AlpahGo 这样的创新，咱们还差些火候，

而且国内也缺乏孵化这种创新的土壤。今年深度学习原创性的基础研究在大步向

前发展，然而我几乎没看到哪些进步是国内产生的。

经过观察国内十几年的产业周期发现：以往多数项目均为 To C产品，都是

以产品创新和微创新为鲜明特征。中国没有经历通过技术创新为主的经济增长模

式，而硅谷等地已经历过好几波技术创新，这在中国很少见。中国大部分投资机

构和创业者，并不善于技术类投资以及做 To B这种生意，所以大家还不太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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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类公司进行估值。我们一谈到投资和创业，永远面对新的产业方向，然而在

面对新的产业方向即便是海外专业投资公司也不一定看得准，所以也能看到像投

资MagicLeap这样的新型公司都是有争议的。

实际上，人工智能产业仍处于早期阶段，重大应用场景还在不断摸索，产出

的确非常低。但如果回到“.com”时代，你会发现当时的商业模式也是探索了很长

时间。资本市场确实有追逐短期回报的现象，所以明年下半年到后年，即便整个

AI投资市场趋冷也并不奇怪。AI行业与“.com”时代一样，即便是趋冷，但也不

会影响到整体的趋势。因为 AI确实在推动产业发展，实实在在创造价值，它不

会进入一个万劫不复的寒冬。实事求是地说，如果按照投资机构的计算方法，

AI泡沫是一定存在的。AI创业公司确实估值比较高，而且市场进展也并不尽如

人意，但是到 2017年或后年一定会有所变化。从长期趋势来看，适当泡沫纯属

正常，就像啤酒有泡沫味道才更好，正是因为泡沫才让各公司都有机会去登上舞

台。不论怎样，大家亮个嗓子，在舞台上唱一下。

最后，我想说，我对 2017 年充满了期待，希望未来人工智能处理器硬件行

业会有大的突破；同时相关算法上继续持续创新；在某些应用场景上出现重大突

破，如医疗、自动驾驶、智能家居等。

（根据余凯在 2016 年雷锋网第 100 期硬创公开课的分享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