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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态势，特别是对《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的战略态势的认

识，说明人工智能已应用于各行各业和进入千家万户，指出人工智能赶超人类智能的发展趋势。接着探讨

人工智能的三要素，即知识、数据与算法，强调发展人工智能的核心是人才。然后从多个角度讨论中国人

工智能面临的大好发展机遇。最后归纳出人工智能的总体态势和我们的应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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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rstly, the new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AI is introduced, especially deals with knowing the strategic 

situation for “The New Generation Development Plan of AI” of China, explaining the widely applications of AI in 

the various industries and families, pointing out the overdriving trend of the AI towards the human intelligence in 

the paper. Secondly, the AI three essential factors, knowledge, data and algorithm, were investigated, and it is 

emphasized that the talented person is the core for developing AI. Thirdly, the excellent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of AI in China were discussed in many ways. Lastly,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AI and the correct attitude towards AI 

were co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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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了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目

标，表明我国人工智能进入一个新时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机遇。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认识人工智能发展的新态势，人工智能的核心要素是什么，中国又面临怎样的发展机遇？

本文结合作者最近几次在人工智能高峰论坛上的报告，探讨这几个问题，与大家共享探讨人

工智能的乐趣。 

1 人工智能强势登场 

广大人工智能科技工作者 60 多年来对人工智能的不懈探索与追求，终于迎来了人工智

能科技与产业强力喷发的大好形势。 

1.1 人工智能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2017 年 7 月 8 日国务院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了

面向 2030 年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部署

了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服务[1]。 

《规划》明确指出人工智能的战略新态势，即人工智能科技和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并迎

来社会建设的新机遇，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同时人工智能



存在的问题也带来一些新挑战。对于我国的人工智能发展现状，《规划》也明确的清醒定位，

认为我国发展人工智能已具备良好基础，但其整体发展水

平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基于上述认识，《规划》提出了面向 2030 年我国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到 2020

年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人工智

能产业成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成为

改善民生的新途径。第二步，到 2025 年人工智能基础理

论实现重大突破，部分技术与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人

工智能成为带动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智

能社会建设取得积极进展。第三步，到 2030 年人工智能

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

人工智能创新中心。这一战略目标既立足当前，符合实际，

又高瞻远瞩，前景美好，必将成为我国广大人工智能科技

工作者的奋斗目标。            图 1. 人工智能三步走战略目标 

 

《规划》要求：面对新形势新需求，我们必须主动求变应变，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

重大历史机遇，紧扣发展、明察大势、主动谋划、把握方向、抢占先机，引领国际人工智能

发展新潮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支撑国家安全，带动国家竞争力的整体跃升和跨越式发展。 

我们务必认真学习《规划》内容，深刻领会《规划》精神，全面贯彻《规划》部署，走

好三大步，为建设人工智能强国而努力奋斗。 

1.2 人类进入人工智能时代 

人工智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今天能够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是建立在人工智

能科技的巨大进步上的。看看人工智能系统、软件和硬件的发展就明白了。 

人工智能研究已从建立简单的智能系统发展为开发具有人类认知能力的、值得信赖的智

能系统；人工智能科技正转变成为科学技术和社会的核心力量。 

在人工智能软件方面，机器学习的发展推动了人工智能革命，并通过云计算和网络数据

的支持得以实现。机器学习的近期进步主要源于“深度学习”——它使用反向传播的自适应

人工神经网络训练方法。今天的深度学习通过深层神经网络从海量数据学习，而今后增强学

习可通过学习自动机从经验学习，迁移学习从现有环境数据模型迁移到新模型来学习，可望

取得新的突破。如同任何科技一样，人工智能一直向前发展，人工智能科技永远在路上。 

伴随着硬件科技（如感知、探测和对象检测等）的重大进展，促进信息处理算法的进步。

平台和数据驱动新产品市场、经济激励机制、寻找新产品和市场，共同促进了人工智能驱动

技术的到来。 

人工智能的长足进步已引领人类进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应用已包括工业、商业、交通、

政务、医疗、娱乐、金融、家庭、个人等领域，涉及各行各业，进入千家万户[2-4]。 

有一种“ABC 人工智能普世化”（Democratizing AI）的提法。其中，A--人工智能（AI）、

B--大数据（Big Data）、C--云计算（Cloud Computing）。ABC 人工智能以云计算为基础，以

人工智能为中枢，以大数据为依托，将密切结合并改造传统行业，真正地提升每一个企业的

运营效率，释放商业潜能，创造全新发展机遇[5]。 

1.3 智能机器正在全面赶超人类 

让我们看看两个数据，智商（IQ）值与智能机器人总数，见图 2。大家知道，智商即智

力商数，是个人智力测验成绩和同年龄人被试成绩相比的指数，是衡量个人智力高低的一个

标准。设定人的平均 IQ 值为 100，爱因斯坦的 IQ 为 190，属于特高智商，而至今已知的个



人最高 IQ 为达•芬奇的 205。随着计算机智能程度的不断提高，预计 30 年后人工智能的 IQ

将达到 10,000；这绝非痴人说梦，而是不久后的现实。另一个数据，预测未来 30 年智能机

器人的总数（包括各种服务机器人）会达到 100 亿台以上，将超过世界人口总量；这也不是

空穴来风，而是科学预测。从这两个数据可以看到，就某些重要指标而言，30 年后人工智

能机器将从数量到质量全面赶超人类[6]。 

 

   
图 2. IQ 值比较与智能机器人总数的递增 

 

观察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人工智能从以前的模仿人类到现在的辅助人类，

并将发展到超越或部分超越人类，即沿着模仿→辅助→超越的轨迹发展。 

机器人能够代替人类进行各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例如，用工业机器人代替工人从事

焊接、喷漆、搬运、装配和加工作业，用服务机器人从事医护、保姆、娱乐、文秘、记者、

会计、清扫和消防等工作，用海空探索机器人替代宇航员和潜水员进行太空和深海勘探和救

援。机器人将可能引发就业市场的变动并影响人类生活。 

2013 年牛津大学研究报告称，未来有 700 多种职业都有被机器替代的可能性。可以自

动化、计算机化的任务越多，就越有可能交给机器完成，其中以行政、销售、服务业首当其

冲。涉及职业包括司机、技工、建筑工人、裁缝、快递员、接线员、抄表员、会计、收银员、

翻译、记者、法官、播音员、节目主持人、保安、交易员、客服、保姆等等。即使是艺术领

域，如绘画、写诗、作曲等，也难免被机器取代[7-8]。 

2 人工智能发展要素与核心 

人工智能发展的要素是什么？在人工智能学界对此有不尽相同的观点。 

经过学习与研究我们认为，人工智能从发展的角度看，应当包含三个要素，即知识、数

据与算法[9]。 

2.1 知识 

知识的现状是研究知识表示、知识推理和知识应用问题，而知识获取是其瓶颈问题。 

知识的发展途径，对于知识表示包括从表层知识表示到深层知识表示、从语言（图）表

示到语义表示、从显式表示到隐式表示等方法的发展；对于知识推理，有从确定性推理发展

到不确定性推理和从经典推理发展到非经典推理等；而对于知识应用，则是从传统知识工程

发展到知识与其他要素的全面融合。 

2.2 数据 

数据的现状主要是从神经网络的计算智能数据发展到互联网带来海量数据。 

数据的发展途径有从经典数据到大数据、从大数据到活数据、从互联网到物联网及两网

发展带来的海量数据、从监督学习到半监督学习和无监督学习以及通过新的计算架构（GPU

及其并行计算、可编门阵列、云计算、量子计算、专业人工智能芯片等）获取的数据等。 

2.3 算法 

算法的现状是现有算法和深度学习已经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但认知层的算法研究进展

甚微，尚未突破。 

算法的发展途径主要有：数据 + 知识，深度学习与知识图谱、逻辑推理、符号学习相

结合，开发认知计算与认知决策层算法，发展普适性计算与普适性算法，以及进化计算与基



于群体迭代进化思想的进化算法等。 

以上三个要素正在逐步走上融合发展的道路，但融合发展需要一个过程。 

2.4 人才 

知识、数据和算法是人工智能的要素，但不是人工智能的核心；人工智能的核心是人才。 

我们与许多国内外人工智能同行在研究中有共同的发现：国内外人工智能发展存在的问

题和人工智能的基础建设问题，都与人工智能人才问题密不可分。只有培养好足够多的高素

质人工智能人才，才能保证人工智能的顺利发展，攀登国际人工智能的高峰[10]。 

高素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是人工智能科技和人工智能产业赖以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根本

保证。 

由于人工智能产业迅速发展，现在专业人才已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最大瓶颈，人工智能

人才存在很大缺口。据《国际金融报》报道，人工智能尤其是深度学习的人才严重供不应求；

即使再增加 10 倍的毕业生，市场也能吸收。创新工场李开复说，美国做深度学习的人工智

能博士生，现在一毕业就能拿到年薪 200 万到 300 万美元。硅谷公司都在追捧这个方向，这

是有史以来没有发生过的。Google、Facebook 和 Microsoft 三大公司在用不合理的价钱挖人，

人工智能顶尖人才从高校流向 Google，Facebook，百度等大型公司，高校留不住人工智能

高级人才了[11-12]。 

在中国，北上广深大企业去年对应届人工智能毕业博士开出 80-100 万年薪。另据中国

人工智能学会的一份调查分析报告认为：我国目前人工智能人才每年缺口接近 100 万[13]。 

3 人工智能的中国机遇 

中国人工智能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机遇，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遇上千载难逢的国际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期 

人工智能的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一个信息社会的新阶段，即人工智能阶段或人工智能时

代。这是世界科技发展的新趋势，也是人类社会科技发展的必然。智能机器的广泛开发与应

用将引领一轮新的产业革命，推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为经济调整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能量。

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2）国家战略驱动保证中国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在这场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与国际竞争中，中国领导人和政府把发展人工智能科技与产业

提到国家战略地位，出台相关利好政策，给人工智能提供了巨大的驱动力，为人工智能的高

速健康发展提供根本保证。在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人工智能作为新兴产业和

产业集群的地位与作用[14]。中国政策对高科技行业支持力度大限制较少，社会对人工智能

约束也较少。 

（3）经济和社会问题需要人工智能产业来解决 

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固有特色和优点，人工智能能为解决现存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提供特

别有效的解决方案。人工智能科技和产业能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力量，为产

业转型升级和重构提供技术支持。中国本土的人工智能市场特别大，本土公司对海外公司存

在明显优势。 

（4）具备发展人工智能的独特智力资源优势 

据统计，国际 43%的人工智能论文都是中国人写的，世界第一；我国学者在深度学习领

域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被引用的论文数量，均处于国际前列，见图 3。中国学生的智能软件与

数学基础好，可以大批量地把他们训练成“人工智能工程师大军”；庞大的互联网网民群体形

成人工智能群体资源优势；许多“海归”人工智能专家已成为我国人工智能科技与产业的骨干

和带头人；我国优越的改革开放环境必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工智能高端人才来华参加人

工智能研究与创业。 



   

图 3. 深度学习领域论文发表数量和引用数量 

 

（5）人工智能成果及其产业转化已有初步基础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人工智能研究与开发已取得不少成果，

获得十分广泛的应用，已使我国成为国际上人工智能大国。除了智能语音和自然语言处理外，

我国在机器学习、模式识别、图像处理、智能制造、智慧医疗、

智能驾驶、智能传感器、智能家居等领域，也已取得不俗成绩，

初步形成相关产业布局，逐步形成人工智能产业链。 

（6）金融资本市场加大对人工智能产业的投入 

我国金融资本的强大实力在国际上已获得公认。中国金融

资本在人工智能这股产业浪潮中表现抢眼，美国 CB Insights 调

查公司的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相关企业 2017 年融

资额超过美国，首次跃居全球首位。据研究机构 CB Insights 统

计，全球 AI 初创企业的 2017 年融资额达到 152 亿美元，创出

历史新高。其中，中国企业占到 48％，美国企业占 38％，如

图 4 所示[15]。 

图 4. 2017 年全球人工智能企业融资额 

4 结束语 

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国际人工智能科技和产业已取得了长足进步，现在正呈现出爆发

性的增长之势。在我国，近年来人工智能也出现了空前良好的发展环境，人工智能理论与应

用成果不断涌现，从事人工智能研发的队伍逐渐壮大。人工智能已开始成为产业革命的新引

擎，必将极大地提高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然而，国内外人工智能总体上仍处于比

较初级阶段，还不足以威胁到人类的安全。 

我们应当以《规划》等国家战略为契机，抓住机遇，按《规划》部署大力发展人工智能

理论、技术与产业，赶超人工智能国际先进水平，到 2030 年在总体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为发展国际人工智能科技事业做出我们中国的突出贡献。 

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落实《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为把我国建设城人工智能科技强国而不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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