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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直面面隐隐忧忧
中中国国人人工工智智能能企企业业机机会会何何在在

������“目前，人工智能最大痛点之一是人
才难得，AI 被炒得很热， 稍微懂点算法的
人一出来就能收到很多 Offer， 身价水涨
船高。 ”李世鹏表示。

《2017 年中美人工智能创投现状与趋
势研究报告》指出，目前中国人工智能的
人才培养已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人才缺失
可能会对未来 AI 产业发展产生牵制作
用。 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发布的 2017 年
人工智能全球大学排名中， 前 50 名均位
于欧美地区，我国大学无一上榜。 此外，国
内缺乏人工智能与传统行业的跨界人才，
不利于 AI 在各垂直行业应用推广。

据业内对中美 AI 人才分析显示 ，截
至 2017 年 6 月， 中国共有 592 家人工智
能公司，拥有员工约 39200 名。 相比之下，
美国人才数量是我国两倍。 据领英数据显
示，我国从业经验 10 年以上的 AI 人才比
例不足 40%， 而美国这一比例超过 70%；
美国人工智能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的
人才数量占比分别为 22.7% 、37.4%和
39.9%，而中国为 3.3%、34.9%和 61.8%。

李世鹏建议，我国需加快人工智能及
相关学科布局，高校加强学科建设，依托
现有人工智能相关学科， 培养跨学科人
才，并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加大与人工智

能企业、 国外高校及相关机构的合作力
度，打造多种形式人才培养平台；针对人
工智能芯片、基础算法模型等重点领域，
充分利用现有各类人才计划， 并设立专
门通道和定向优惠政策， 加大对国际顶
级科学家和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 加快
人才引进效率，扩大人才引进规模；重视
培养贯通人工智能基础理论、 软硬件技
术、 市场产品及垂直领域应用的纵向跨
界人才，以及兼顾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
和法律等横向跨界人才， 以及兼顾人工
智能与经济 、社会和法律等横向跨界人
才 。 （据《科技日报》）

������今年人工智能领
域的发展迎来新一波

高潮，犹如枝繁叶茂的
大树渗透到各行业的

蓝天之中，跃跃欲试服
务于众多领域。 有人欢
呼，人工智能商业应用
元年已经到来。

2018 年，人工智能
领域的另一趋势是大

额融资频发。
清华大学近日发

布的 《中国 AI 发展报
告 2018》显示 ，自 2013
年以来，全球和中国人
工智能行业投融资规

模都呈上涨趋势。 2017
年全球人工智能投融

资总规模达 395 亿美
元，融资事件 1208 笔，
其中中国的投融资总

额达到 277.1 亿美元 ，
融资事件 369 笔。 中国
AI 企业融资总额占全
球融资总额的 70%，融
资笔数达 31%。

在业界看来，投融
资的热情不减，主要是
看中人工智能与各行

业结合的广阔前景。
然而，有业内人士

近日指出，目前国内跟
人工智能有关的公司

大概有四千多家，但是
能够得到投资人青睐

或关注，并且愿意投资
的 ， 大概不到三分之
一。 如果没有后续资金
投入，很多初创企业有
可能难以生存下去。 由
于人工智能产生收益

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巨大繁荣的背后存在

隐忧。
那么，什么才是人

工智能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 对于初创企业来
说，如何才能站稳脚跟
而不被市场淘汰？ 直面
隐忧，中国人工智能企
业的机会何在？

������早在 2015 年 ，谷歌开放其内部使用
的机器学习软件 TensorFlow 源代码 ，脸
书 、亚马逊和微软也纷纷发布其工程师
用于机器学习的开源软件 。 似乎 AI 进
入了 “免费原材料 ”时代 ，人人都可以顺
手取材。 但是，“国外的开源布局对于我
国 AI 行业发展而言 ， 埋藏着巨大隐
患。 ”远望智库人工智能事业部部长、图
灵机器人首席战略官谭茗洲指出。

谭茗洲告诉记者 ： “开源模式会引
导技术方向 、路线图 ，形成开源生态 ，创
造商业模式 ，这些由发起开源项目的核
心利益者掌控 ，不仅控制行业上层的应
用 ，还控制底层的生态 ，构建了整个帝
国，掌控极大的权利。 因此，开源虽是开
放的资源 ，但现在免费并不代表未来不
会收费和控制。 如安卓系统是一种开源
手机操作系统及应用开发平台 ，而谷歌

实际上主导着整个生态的发展。 ”
谭茗洲认为， 若我国企业今后过度

依赖目前的 AI 开源平台 ， 采用大量现
成的源代码 ， 仿佛在起跑线上丧失优
势 ，创新及工艺再精深 ，也是在人家的
体系中做零部件的更新改造 。 “如同温
水煮青蛙 ，今后可能会给行业带来很大
影响。 这将是最大的隐忧。 ”他说。

赛迪研究院公布的 《2018 中国人工
智能产业展望 》提出 ，由于我国人工智
能产业重应用技术 、轻基础理论 ，底层
技术积累薄弱 ，存在 “头重脚轻 ”的结构
不均衡问题 ，使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犹如
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 ，根基不稳 。 基层
技术积累薄弱使人工智能核心环节受

制于人 ，阻碍重大科技创新 ，不利于国
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那么 ， 建立我国自己的 AI 生态体

系，还有机会吗？ “当然，”谭茗洲斩钉截
铁地答道 ，“在时间上还来得及 ，因为国
外也才刚刚发展 。 从国家层面洞悉 AI
发展态势 ，重点突破基础领域 ，针对人
工智能底层技术 ，加强对以深度学习为
代表的底层算法模型的深入研究 ，并积
极布局影响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前沿

基础理论研究。 现在国内也有一些小团
队在做相关开发项目 ， 有一定潜质 ，而
且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应用开发者 、
非常多的应用场景 、 大体量的市场 、蓬
勃的创新创业环境等 ，这些都是国外比
不了的。 ”

据了解， 科技部指导下的新一代人
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已联合
深圳鹏城实验室于 7 月在深圳启动了
中 国 自 己 的 “ 启 智 开 源 开 放 平 台
（OpenI）”的建设。

隐忧一：发展结构“头重脚轻”
重点突破基础领域 建立自己的生态体系

������据亿欧智库 《2018 中国智能商业落
地研究报告 》 统计 ，2017 年中国人工智
能创业公司获得累计融资超过 500 亿
元， 但商业落地百强创业公司累计收入
不足 100 亿元 ，90％以上人工智能企业
亏损。不少业内人士担心，国内人工智能
领域存在巨大泡沫， 或将迎来一波倒闭
潮。

《2018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展望 》提
出，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处于早期发展阶
段，商业化应用路径尚不明确，商业落地
痛点突出， 致使近期实际商业价值变现
难度较大。

谭茗洲指出 ，“对初创企业而言 ，人
工智能有门槛，创业成本较高。 因此，建
议企业不要太盲目， 要尽快找准发力方

向，而 AI 项目商业应用场景的落地是其
成败与否的关键， 快速积累核心技术优
势，打造商业模式，才能做出真正有市场
需求的产品，产生现金流。这也有助于人
工智能行业回归理性”。

“未来产品形态应能把智能交互和
后面的服务及产品联系在一起。 ”新一代
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联合秘

书长、科大讯飞副总裁兼 AI 研究院联席
院长李世鹏分析， 亚马逊成功通过智能
音箱将人工智能引入美国家庭的方式值

得借鉴， 我们需要有亚马逊这样既卖服
务又卖产品和内容的企业。

据 《2017 年中美人工智能创投现状
与趋势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智能机器人
与无人机相关技术创业最为火爆； 其次

为语义分析、语音识别、聊天机器人等自
然语言系列技术 ； 然后是人脸识别 、视
频/监控 、自动驾驶 、图像识别等计算机
视觉系列技术；另外，情感计算包含心理
学 、语义 、视觉 、环境感知等多种复杂应
用的技术也在慢慢成长。

李世鹏表示，人工智能包括算法、数
据和处理能力。从投资角度首要看数据，
BAT、微软 、苹果 、脸书在很多领域已占
先机， 想去撼动它们经过十几年积累的
数据并不容易。 所以，对于初创公司，没
有多少资源去做范围太广、 体量太大的
事情， 其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有渠道获
得海量独特的数据， 并通过这些数据为
用户提供新的价值， 比如大幅提高传统
行业的生产力。

隐忧二：商业应用路径不明确
瞄准市场需求 实现落地是关键

隐忧三：专业人才成稀缺资源
加快 AI及相关学科布局 培养跨学科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