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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工智能走向 2.0（二）

潘云鹤 中国工程院院士

3.3人工智能 2.0的核心理念

综上所述，可以给出人工智能 2.0的初步定义为：基于重大变化的信息新环

境和发展新目标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其中，信息新环境是指：互联网与移动终端

的普及、传感网的渗透、大数据的涌现和网上社区的兴起等。新目标是指：智能

城市、智能经济、智能制造、智能医疗、智能家居、智能驾驶等从宏观到微观的

智能化新需求。可望升级的新技术有：大数据智能、跨媒体智能、自主智能、人

机混合增强智能和群体智能等。

人工智能 2.0技术将具有如下显著特征：一是从知识表达技术到当今大数据

驱动知识学习，转向数据驱动和知识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其中，机器学习不但可

自动，而且可解释，应用更广泛；二是从处理分类型数据，如视觉、听觉、文字

等，迈向跨媒体认知、学习和推理的新水平；三是从追求“智能机器”到高水平

的人机协同融合，走向混合型增强智能的新计算形态；四是从聚焦研究“个体智

能”到基于互联网的群体智能，形成在网上激发组织群体智能的技术与平台；五

是将研究的理念从机器人转向更加广阔的智能自主系统，从而改造各种机械、装

备和产品，引领其走向智能化的道路。

人工智能 2.0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新形态。它既区别于过去 60年来出于某个流

派或领域的一系列研究，也不同于现在的针对某种热门技术而延展的改进方向。

人工智能 2.0的目标是结合内外双重驱动力，以求在新形势、新需求下实现人工

智能的质的突破。相比于历史上的任何时刻，人工智能 2.0将以更接近人类智能

的形态存在，以提高人类智力活动能力为主要目标。它将紧密地融入我们的生活

(跨媒体和无人系统)，甚至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混合增强智能)，可以阅读、

管理、重组人类知识(知识计算引擎)，为生活、生产、资源、环境等社会发展问

题提出建议(智慧城市、智慧医疗)，在某些专门领域中的博弈、识别、控制、预

测等智能接近甚至超越人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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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人工智能 2.0的辅助下能进一步认识与把握复杂的宏观系统，如城市

发展、生态保护、经济管理、金融风险等；也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解决具体问题的

能力，如医疗诊治、产品设计、安全驾驶、能源节约等。

4 中国应当促进人工智能走向 2.0

4.1中国发展人工智能 2.0的需求与可能

中国正值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的发展高潮，迫切

需要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来改善人民日常生活水平，解放社会生产力；优化城镇发

展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支持可持续发展；加快解决教育、医疗、贫困、环

境、资源等一系列紧迫问题。

中国工程院近年来在研究“智能城市”“大数据”“智能制造”“创新设计”“数

字创意产业”和“知识中心”等有关中国发展战略的项目时，深切感受到人工智

能的重要性。而且，中国人工智能的市场需求和社会需求已经迅速扩大。如在

2014年，搜索引擎已达 600亿元，2015年，智能语音产业达到 46.8亿元，工业

机器人销量猛增 54%，达 5.6万台。全国已有 400余个城市建设“智慧城市”，

市场规模估计达 800亿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 2014 年于中国工程

院启动了“国际工程科技知识中心”，从而开始了首个大数据和知识服务的国际

合作中心。

值此新一代人工智能恰需整体布局、及时推进之际，我们应当勇于创新、有

所贡献，予以前瞻性研究，尽快布局实施。在布局实施人工智能 2.0时，须与先

前积累的发展成果相互动，如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快递物流、智能社区、分享

经济、智能手机、家用电器、制造业升级和新型城镇化等。而创新设计、跨媒体

计算、图像编码、中文识别、知识中心、智能城市及其大数据等先行理念或技术

成果也应予以结合。

4.2发展人工智能 2.0的建议

4.2.1大数据智能

大数据智能研究从数据到知识、从知识到智能行为的能力，打穿数据孤岛，

形成链接多领域的知识中心，支撑新技术和新业态的跨界融合与创新服务。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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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研究面向 CPH三元空间的知识表达新体系，链接实体、关系和行为。研究

数据驱动与其他技术相结合的知识挖掘、自主学习和动态演化等知识计算新方法、

新软件。建议应用于智能医疗、智能经济、智能城市等。

4.2.2互联网群体智能

互联网群体智能研究群体智能的形成理论、管理方法和组织技术；研究群体

智能在互联网上的协同、秩序、安全、演化、学习与进化的机理及平台；研究群

体智能的各种产业生态。该方向的应用为群体智能科研、群体智能知识库、分享

经济等。

4.2.3跨媒体智能

跨媒体智能研究跨媒体感知、学习、推理和创造；研究综合逻辑与形象的工

作机理，以语义相通相容为媒介，实现跨媒体分析、推理、类比、联想，建立“耳

聪目明”和“融会贯通”的智能新技术。这一方向的研究工作包括建立语言、视

觉、图形、听觉等多媒体感知分析和语义相通相容的理论和模型；建立和研制智

能感知、跨媒体自主学习与推理的新理论、新方法、新软件、新硬件。其示范应

用有智能安全、创新设计、数字创意等。

4.2.4人机混合增强智能

人机协调增强智能研究生物智能系统与机器智能系统的紧密结合、协同工作，

形成比两者都更高的智能水平。实现人机、脑机协同的环境/情境理解、问题求

解、调度与决策。其应用包括穿戴式设备、新型机器人、辅助教育及人机一体化

的新产品。

4.2.5自主智能系统

自主智能系统研究各种自主智能载运平台、自主生产加工系统和智能调度监

控系统，深入研究自主智能系统的技术、架构、平台和设计标准。其应用为无人

车、无人机、各种服务设备、机器人和智能工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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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建议推动人工智能 2.0研究的国际合作

鉴于人工智能 2.0技术对人类发展的重要影响，建议中国推动全球各国科学

家与智库开展合作，共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沿着正确的方向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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