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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读

●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葛晨、林小春、周舟、韩冰、应强、张家伟
张毅荣、栾海、华义、刘学、刘石磊

●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韩宇、杨思琪、王松

随着“新智能时代”的到来，
许多人问，人工智能将来到底会
有多“智能”？也有人担心，人工
智能未来会不会威胁到人类？

其实，人工智能有强弱之分，
当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人
工智能都将处于“弱智能”阶段，
还只能局限在特定的封闭领域，
就好像“阿尔法围棋”和“阿尔法
零”只能下棋，干不了其他工作。

业界一致看法是，人工智能
会延展人类的能力，放大并提升
人类智能，但并非取代人类。人

机协作，大幅提高工作效率，才是
人工智能应有的未来。

至于未来人工智能是否会达
到所谓技术“奇点”形成独立人
格，专家们认为，按照现有技术模
式，这种可能性为零，机器人革命
甚至毁灭人类完全属于好莱坞式
的杞人忧天。

人工智能局限性的一个原因
在于，今天的机器尚不具备情景
推理能力，必须训练它们涵盖所
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这不仅代价
高昂，而且难以实现。也正因此，

201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
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才表
示，人工智能不过是统计学。

虽无远虑，但对人工智能的
一个现实“近忧”是，它已经在和
人类抢工作。但最新的系列研
究认为，人工智能对未来就业的
影响并非如想象的 那 样 悲 观 。
根 据 世 界 经 济 论 坛 发 布 的

《2018 未 来 就 业》报 告 ，未 来 5
年，尽管 7500 万份工作将被机
器取代，但 1.33 亿份新工作将同
步产生，这意味着净增的新工作

岗位多达 5800 万。
畅销书《人类简史》作者尤瓦

尔·赫拉利预测，随着人工智能和
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人机融合
将在本世纪完全实现，人类未来
生活将发生难以想象地巨变。

“未来，机器将比你更了解你
自己，”赫拉利说，“人工智能程序
在你出生后的每一天都在研究
你，从每一封邮件到每一秒心跳，
最终它完全可以在任何事情上帮
你作出更有利的选择，包括婚姻
这种‘终身大事’。”

迎 接“ 新 智 能 时 代 ”
——2018人工智能大发展

2018 年 12 月第一期《科学》杂志封面，向人们介绍了一位“数字神童”——史上最强棋圣“阿尔法零”。作为两年前惊
艳亮相的人工智能“阿尔法围棋”进化版，“阿尔法零”不但征服了围棋，而且仅分别“自学”2 小时和 4 小时后，就击败最强
的日本将棋和国际象棋人工智能程序。

“阿尔法零”的飞速成长，代表了 2018 年人工智能的进步。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和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
术的驱动下，问世 60 余年、遭遇多次质疑的人工智能迎来新一轮发展热潮，真正进入了落地实践阶段：各国新政密集出
台、科技巨头纷纷布局、最新进展日新月异……一个“新智能时代”正在到来。

“阿尔法”系列人工智能不
仅在棋牌领域打遍人类无敌手，
最新的“阿尔法折叠”还能有效
预测蛋白质的三维结构，并在12
月初的一个国际竞赛中击败众
多对手夺冠。研制“阿尔法”系
列程序的英国“深层思维”公司
发表声明说，这“证明人工智能
可驱动和加速科学新发现”。

从科研成果看，人工智能正
在众多领域“开疆辟土”，医疗健
康领域首当其冲。过去一年，从
确定药物分子结构到提高药物
开发效率，从早期癌症诊断到预
测肿瘤发展，都可以看到人工智
能在发挥作用。比如，美国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人工智
能成果，能比医生诊断提早 6年
预测出阿尔茨海默病；美国斯坦
福大学的物理学家开发出一种
人工智能程序，只用几个小时就

“重新发现”了元素周期表；科学
家已经开始利用人工智能研究
地震、海啸的预防。

在应用上，美国医疗管理机
构已批准了首个人工智能医疗
器械，用于筛查糖尿病性视网膜

病变；阿里云正利用人工智能帮
助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治堵”；
日本警方将对预防犯罪的人工
智能系统进行测试；人工智能还
成为体育界智囊，帮助运动员磨
炼技能，提高比赛成绩……

总体看，超强的计算能力、
与日俱增的海量数据以及不断
涌现的优秀算法三者结合，驱动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逐渐“脱虚
向实”。知名咨询公司普华永道
发布的报告显示，到 2030年，人
工智能将给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带来 14%的增长，相当于 15.7万
亿美元。

专家们相信，未来人工智能
将会像水、电一样无所不在，颠覆
和变革医疗、金融、运输、制造、服
务、体育和军事等各个行业。

目前，从美国的 GAFA(谷
歌、苹果、脸书、亚马逊)到中国
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
都在人工智能上押下重注。百
度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李彦宏说：“未来没有任何一家
企业可以宣称跟人工智能没有
关系。”

“人工智能不仅是俄罗斯的
未来，也是全人类的未来……谁
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导者，谁就将
是世界的主宰者。”俄罗斯总统普
京曾这样说。

不仅普京，德国总理默克尔、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特雷
莎·梅等多个大国的领导人都曾
表达对人工智能的重视。2018
年，各个大国均把加快发展人工
智能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布局深
耕，以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制高点。
——3月，马克龙公布法国人

工智能发展战略，计划在 2022 年
他的首任总统任期结束前投入 15
亿欧元，将法国打造成人工智能
研发世界一流强国。

——5 月，美国白宫召开“美
国产业人工智能峰会”，希望确保
美国的“全球技术绝对优势”。白
宫还在 2019财年预算申请中首次
将人工智能列为政府研发重点。

——英国首相梅今年多次发

表讲话，宣布英国将在人工智能
方面投入约 10 亿英镑，争当这一
领域的世界领头羊，其中一个重
要目标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到
2033年减少2万名癌症患者。

——11月，德国政府出台《人
工智能战略》，计划在2025年前投
资30亿欧元推动德国人工智能发
展。默克尔说，德国的目标是让

“‘德国制造’也成为人工智能领
域的一个品牌”。

——中国也把新一代人工智

能视为一个重要前沿，并提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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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界普遍认为，整体来看，
中美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
的两强。美国在人工智能研究
方面占据领先位置，而中国在人
工智能应用方面的成就有目共
睹。业内专家认为，未来很长一
段时间内两国在这一领域可以
优势互补。

人机协作

大国争先

无所不在

按键规整，灯光斑斓，窗外绚
烂……飞行舱被誉为“最美办公
室”。周志园说，这份美丽背后集
合了物理、电子、编程、材料、飞行
驾驶等诸多领域的专业知识。他
们的“飞行梦”已经吸引越来越多
专业人士加入，其中包括不少外国
专家，公司已经在荷兰、北京、天
津、哈尔滨等多地建立研发中心。

如今，“莱特兄弟”自主研发的
波音 737-800 模拟机拿到了美国
波音公司的数据包授权和商标授
权。他们还收购了美国一家航校，
为进军飞行员培训领域打下基础。

一路走来，付强十分感慨，同
行看待他们的目光在不断变化。

“2014、2015 年，他们说我们是‘了
不起的玩家’；2016、2017年，他们开

始和我们讨论技术层面的东西；到了
现在，已经把我们看成竞争对手。”

谈及规划，刘忠亮说，“莱特兄
弟”的小目标，其实是个大愿景。
他们正在调试的模拟机将申请更
高等级的鉴定，而未来他们希望参
与到国产大飞机模拟机的开发研
制当中。

“莱特兄弟”计划把模拟飞行

体验推向大众，通过航空科普馆，
方便更多中国孩子近距离接触航
空、体验航空、了解航空。

“让飞行文化在中国普及，培
养出更多飞行爱好者，把飞行梦种
进孩子们的心里。”刘忠亮说，这是
关乎中国未来飞行人才储备、航空
强国建设的大文章，也是“莱特兄
弟”将一直努力的方向。

中国“莱特兄弟”：模拟飞行台上的“飞行家”
“这辈子只坐过飞机，这回终于开了一把。”在哈尔滨市一家航空科普馆体验过模拟飞行，68 岁的老人赵向阳心满

意足。让老人圆梦的是一个“草根玩家”创业团队——哈尔滨莱特兄弟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从开发第一块电路板，到自主研制飞行模拟舱，从组建兴趣小组，到成立科技公司，刘忠亮、葛俊、付强、周志园，四

个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飞行爱好者，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实现着同一个“飞行梦”。

1987 年出生的刘忠亮从小痴
迷飞机，但对于在山东农村长大的
他来说，翱翔天空是个遥远的梦
想。在苏州一家电子厂工作后，一
款模拟飞行游戏让他觉得“离天空
近了一点”。

“玩游戏还不过瘾。”刘忠亮说，
2009 年他创办了中国模拟飞行论
坛，汇集了很多和他一样的飞行爱
好者。

一天，一个“飞友”在论坛里晒
出一张电路板照片，电路板上的开
关、按钮，可以代替鼠标调节“飞机”
的高度、速度和航向。这让刘忠亮
眼前一亮：“有了足够的实体硬件，
是不是可以造个模拟飞行器？”

刘忠亮和上海、郑州等地的“飞
友”组成硬件开发小组，说干就干。
为组建模拟舱，当时的小组成员、在
郑州从事室内设计的周志园在自家
楼下租了一间地下室，队友们把各
自负责的零部件研制好，就纷纷赶

来这里组装、焊接。
“我们很快发现，这些努力远远

不够。模拟舱是个庞大的系统工
程，需要不断投入时间、精力，还有

‘砸钱’。”小组成员、在郑州一家旅
游公司做调度的付强说，这个大胆
的设想曾一度面临破灭。

2012年，一位来自哈尔滨的飞
行爱好者葛俊得知他们的“飞行计
划”后，立即投资 30 万元。有了这
笔资金，他们的模拟舱研发驶入快
车道，雏形初现。

“要做，就做到更大。”2014 年
春天，刘忠亮和团队成员一起辞职，
北上哈尔滨与葛俊汇合，并联合成
立公司，取名为“莱特兄弟”。

刘忠亮说，1903年莱特兄弟发
明了第一架飞机，圆了人类飞上天
空的梦想，他希望中国大地上也能
出现开创人类历史的飞行故事和飞
行英雄。为了这个“飞行梦”，值得
赌一把。

曾在国外生活的葛俊热爱飞
行，还考取了私人飞行执照。当他
回国后发现，中国的飞行文化和国
外相比很不成气候。模拟飞行市
场的匮乏让他甚至找不到“可以玩
飞的地方”。

葛俊说，飞行模拟舱是飞行员
训练的必需品，因为很多故障的处
置训练不可能用真飞机。然而，模
拟舱属于高精尖设备，市场几乎被
国外厂商垄断，模拟舱价格从数百
万元到上千万元不等，让普通爱好
者望尘莫及。

“只有自主研发，才能降低生
产成本。”刘忠亮坚信，这一定会给
飞行员培训带来“福音”。

连续两年多时间里，小到每个
螺丝钉，大到整个电路，他们都坚
持自主设计，工作到凌晨一两点是

常事。除了自己摸索，他们还邀
请经验丰富的机长和教练员前来

“试飞”，专挑毛病、找缺点，让技
术难题一项项突破，生产流程一
步步完善。

经过反复论证和试验，2014年
8月，第一台按1∶1比例研制的波音
737-800 模拟舱工程机诞生，并在
一年后完成标准化生产流程。

2016年11月，“莱特兄弟”再次
完善的飞行模拟舱通过了中国民
航科学技术研究院 FTD4 级鉴定。
刘忠亮说，这是进军专业航空培训
设备的第一步。

让“莱特兄弟”欣喜的是，圆梦
路上，他们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
持，公司所在厂区三年内享受免租
政策。“这对于初创企业来说，是不
小的福利。”葛俊说。

被游戏激活的“飞行梦”

距离蓝天，究竟有多远？

一名飞行教练正在操作、展示哈尔滨莱特兄弟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研发的飞行模拟舱（11月24日摄）。

让更多中国孩子离天空更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