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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并行的图形处理器、深度
神经网络算法和来自于互联网的大
数据，这三者撞击出了人工智能

“大爆炸”。这次“大爆炸”将开启
一个长达75年的人工智能时代。

1956年，约翰·麦卡锡 （John
McCarthy） 将“人工智能”定义为

“制造智能机器的科学工程”，尤其
是“人类的智慧能精准地被一台机
器模拟”这样的描述，反映出了20
世纪中叶学者对“人工智能”的乐
观预测，以及当时计算机科学界的
宏大愿景。然而，这一愿望直到今
天仍是遥不可及。正如《人工智能
的冬天》一文所言，那些过于乐观
的假设至少在20世纪就搁浅了9次。

Gartner在《2015年新兴技术成
熟度周期报告》（见下图） 中指出，

“完善的人工智能”在目前，甚至未
来10年内都难以实现，对于人工智
能的理解才刚刚开始。设想一下，
我们曾以为飞机的翅膀一定要上下
震动起来才能飞，汽车必须要靠

“腿”一样的零件才能迈开步子，而
非滚动的“轮子”。

1997 年，IBM 超级计算机“深
蓝”（Deep Blue） 击败了国际象棋
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 （Gary Kasp-
arov）。《新闻周刊》一定为成功预
言了“机器将比发明它的人聪明”
而感到高兴。但我们并不能认为

“深蓝”的胜利就证明了机器比人类
更聪明，我们甚至不认为“深蓝”
能划归为人工智能，尽管它很强
大，但“深蓝”的“智慧”都来自
于其系统设计师和程序员所创造的
算法——“深蓝”的行为亦步亦
趋，它在代码加载不到的地方走不
出任何一步棋。

相比“深蓝”前辈，我们认为
今 天 的 DNNs （Deep neural net-
works，深度神经网络） 更聪明。
DNNs 擅长于搜索各种类型的数据，
包括图像、声音、视频和文本。经
过大量、反复地训练，DNNs学会了
识别各类数据特征，无需程序员提
前为其植入特定功能的探测装置，
DNNs就能自如地运用自己强大的分
析能力自力更生，甚至能概括出不
同数据来源中的共性。

比如，2012年，Google的科学
家们用1.6万块电脑处理器构建了全
球最大的电子模拟神经网络，并通
过向其展示自YouTube上随机选取的
1000万段视频，考察其能够学到什
么。结果显示，在无外界指令的自
发条件下，该神经网络自主学会了
识别猫的面孔。

在合适的条件下，DNNs表现出
以下优势：

●主动挖掘输入流 （如单词、
短语、句子等）中不同元素的分类
规律，而非基于程序员编写的特定
程序进行识别。

●开发出一套独特的输入流分
类规则体系。

●能够容忍噪声、图像元素位
置、声音频率等的变化。

●多层级操作。

●从开发人员未预测到的输入
流中识别新模式。

人工智能“大爆炸”的实现是
三大要素汇合的结晶，即新型计算处
理硬件的发展 （规模运算系统与
GPUs超级计算机，GPUs就是高度并
行的图像处理单元）、DNNs算法和作
用于DNNs上的大数据。这三个因素
在过去几年中相互作用。截至2012
年，这三者的结合达到了“群聚效
应”。

“大爆炸”使得训练大规模
DNNs 模型成为可能，并能在短时
间，甚至数小时之内见到结果。这
使得在有限时间内进一步提升模
型、训练数据、测试数据成为可
能。反过来，其又能促进现有技术
的发展，在缩减开发时间的同时，
其开发速度和规模也在不断提升。

硬件：新型GPUs芯片可以提供必
需的计算能力。在固定的时间内，目
前的芯片可以模拟2008GPUs1000倍
的DNNs神经元，2008GPUs可以模拟
出 2007 年 X86 处理器 10 倍的神经
元。

算法：DNNs算法在20世纪80年
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学习（重新调
整了“看待”数据的方式）取代了
程式化的分类和推广。在训练中，
这些模型是数据和集群计算。

数据：互联网上存在大量数据，
提供了数以百万计的视频、语音录
音、文本信息，以及其他训练材料。

DNNs 训练需要一个 DNNs 模型，
需要将大量数据置于模型中，并消
耗其计算能力。在此模型中，研究
人员定义DNNs的结构和特点。他们
设置 DNNs 节点 （或神经元） 的数

量、层数、层与层之间的关系，以
及其他各种参数（如复发或回旋）。

然后，他们将数百万 （甚至上
亿）的图像、几万或几十万的数字音
频录音或数量庞大的文字内容，以及
这些输入内容的变体输入机器中运
行数小时或数天（通常会加入噪声
和其他信号来提高结果的稳定性）。

如今，DNNs训练所选用的硬件
一般是大规模并行超级计算机。例
如，百度在2014年研发出超级计算
机 “Minwa”， 它 含 有 72 个 互 联
Nvidia Titan GPUs，每个 GPUs 拥有
3072个图形处理核心处理器（总计
221184个内核），拥有高速共享内
存864千兆字节。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多伦
多大学的杰夫·辛顿的团队、纽约
大学的LeCun团队，以及其他研究者
都在为提高DNNs算法能力而努力。
由于 GPUs 和大数据的出现，基于
DNNs算法展示了人工智能在实时展
现图像、视频、脸部、视觉场景、
口语、语言翻译和书面文字方面惊
人的能力。

以下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一些研
究成果展示，足以说明当今人工智
能发展的最高水平：

●DNNs在图像识别测试 （Ima-
geNet）上的错误率低于人类在同等
测试中的错误率。

●Google的面部识别能力已经
超过人类区分两张脸的能力。

●语音识别，特别是在嘈杂的
环境中的语音识别，百度在2014年
底发表了“Deep Speach”的带动
下，比起以往有了显着改善，但仍
然逊色于人类的表达。

●自然语言处理——用DNNs来
帮助构建包含大量既定事实的知识
图也有了长足进步。

● 无 监 督 的 DNNs 技 术 （如
Google知识库服务）。

如今的人工智能存在着一些显
著缺陷，大部分人工智能研究的进
展停留在感知端。例如，人工智能
在区分输入数据流 （来自传感器、
网络爬虫和其他来源） 时能力惊
人，在常规情境下的多个层面的运
行表现良好。但是，在上文中，大
部分人工智能的优异成绩都是在特
定的测试条件下完成的，而人工智
能的实时性能是受真实世界影响的。

我们乐观地预计，DNNs硬件的
改进增强将进一步提高技术应用的
广度。据估计，到2020年，DNNs的
计算能力能达到2015年的100倍或
1000倍。

然而，人工智能上一些被业界
寄予厚望的高级功能还不成熟，比
如自动驾驶。我们在智能视觉系统
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使得汽车控制
器单元能够获得可视范围内所有信
息的反馈。智能视觉系统从传感器
（比如摄像头、雷达等）输入信息，
在 DNNs“看清楚”之后，按照概
率、速度、物体类别和组件信息等
标签分类，并将“加工”后的指令
传递给某一对应的控制器进行确认
并执行。

当车辆已经接收到了视觉信息
信号，是汽车的控制器而不是DNNs
决定了汽车如何做出反应。这种控
制器，由开发人员事先以C++语言
进行编程，告诉汽车在特定情况下
应该做A而不是做B。当然，现在的
控制器已经可以根据车主的驾驶习
惯、车速等参数来进行适配，但是
请注意，这不是真正的人工智能。
因为控制器不能通过反复试错来获
得判断力的提升（天哪，也许这是
好事）。

Tom Austin 是 Gartner 研 究
副总裁、院士级分析师。他领
导了 Gartner 在人工智能领域的
研究。他也是 Gartner 对 Google
进行研究的首席分析师，致力
于探索智能机器在数字化工作
场景中的应用。

Tom 在 IT 行业拥有 40 年以
上的工作经验，并长期关注数
码设备领域战略规划、企业管
理、市场营销和软件工程等方
面 的 发 展 。 他 曾 为 Netscape、
Microsoft、IBM等公司提供咨询
服务。

Gartner 成立于 1979 年，是
全球最权威的信息技术研究与
顾问咨询公司之一。Gartner 的
研究范围覆盖全部信息技术产
业 ， 就 信 息 技 术 的 研 究 、 发
展 、 评 估 、 应 用 、 市 场 等 领
域，为客户提供客观、公正的
论证报告及市场调研报告，协
助客户进行市场分析、技术选
择、项目论证、投资决策，为
决策者在投资风险和管理、营
销策略、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
上提供重要的咨询建议，帮助
决策者做出正确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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