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一 进入人工智能的世界

如今,大数据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就在我们的身边,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早上手机闹钟叫醒,通过穿戴设备查看睡觉时候的身体状况,推荐营养早餐;去教室的路上,

手机已为你选择最优推荐路线;中午用餐,手机根据营养配比,推荐食堂中的明星菜品;完成

作业时,手机可智能提醒各科的作业及小组任务分工;锻炼身体时,智能设备自动记录并分

析身体各方面机能;放学后,聚餐、陪伴、用餐等智能提醒与分享。这些数据是如何采集? 如

何分析? 如何记录运行的呢?

(1)了解人工智能的定义、基本特征和社会价值;

(2)了解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及其在互联网及各传统行业中的典型应用和发展趋势;

(3)熟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常用开发平台、框架和工具,了解其特点和适用范围;

(4)熟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基本流程和步骤;

(5)了解人工智能涉及的核心技术及部分算法,能使用人工智能相关应用解决实际

问题;

(6)辨析人工智能在社会应用中面临的伦理、道德和法律问题。

该教学模块由2个教学任务与2个主要内容组成,引入人工智能行业应用,了解人工智

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变。增强人工智能的知识,体会人工智能的应用价值,了解人工智

能的基本原理及技术处理流程,让人们在享受人工智能带来的智能便捷的同时,也让人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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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工智能应用基础

人工智能的滥用产生自我保护意识。

1.什么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的一个比较流行的定义,也是该领域较早的定义,是由约翰·麦卡锡在1956
年的达特矛斯会议上提出的:人工智能就是要让机器的行为看起来就像是人所表现出的智

能行为一样。但是这个定义似乎忽略了强人工智能的可能性。另一个定义指人工智能是人

造机器所表现出来的智能性。总体来讲,对人工智能的定义大致可划分为四类,即机器“像

人一样思考”“像人一样行动”“理性地思考”和“理性地行动”。这里的“行动”应广义地理解

为采取行动,或制定行动的决策,而不是肢体动作。

下面是部分学者对人工智能概念的描述,可以看作他们各自对人工智能的定义:

(1)人工智能是那些与人的思维相关的活动,诸如决策、问题求解和学习等的自动化

(Bellman,1978)。

(2)人工智能是一种计算机能够思考,使机器具有智力的激动人心的新尝试(Haugeland,

1985)。

(3)人工智能是研究如何让计算机做现阶段只有人才能做得好的事情(RichKnight,

1991)。

(4)人工智能是那些使知觉、推理和行为成为可能的计算的研究(Winston,1992)。

(5)广义地讲,人工智能是关于人造物的智能行为,而智能行为包括知觉、推理、学习、交

流和在复杂环境中的行为(Nilsson,1998)。

(6)StuartRussell和PeterNorvig则把已有的一些人工智能定义分为4类:像人一样思

考的系统、像人一样行动的系统、理性地思考的系统、理性地行动的系统(2003)。

(7)尼尔逊教授对人工智能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人工智能是关于知识的学科———如何

表示知识以及如何获得知识并使用知识的科学。”

(8)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温斯顿教授认为:“人工智能就是研究如何使计算机去做过去

只有人才能做的智能工作。”

这些说法反映了人工智能学科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内容。即人工智能是研究人类智能活

动的规律,构造具有一定智能的人工系统,研究如何让计算机去完成以往需要人的智力才能

胜任的工作,也就是研究如何应用计算机的软硬件来模拟人类某些智能行为的基本理论、方

法和技术。

科技发展到了今天,人工智能的每次更新都会在科技领域掀起浪潮。随着人工智能的

发展,现在的人工智能和我们想象的人工智能有什么不同? 电影中的人工智能可以实现吗?

我们是否要给现在的人工智能贴上标签? 对比电影中的人工智能,再看看现实的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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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 进入人工智能的世界 3    

的确现实中并不能像电影中那么强大。

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

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它属于计算机科学分支,企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

种新的能够以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目前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包括但

不限于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言语处理和专家系统等。

人工智能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强人工智能

强人工智能应该类似于我们经常在科幻电影动画小说里所想象出的那种人工智能。用

我们对人工智能的定义来讲,强人工智能就是能够执行“通用任务”(GeneralizedMission)的

人工智能:它具备像人类一样的学习、推理和认知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不是在特定领域中

的问题。按照大众逻辑的想象,它就是真正的人工智能。

强人工智能观点认为有可能制造出真正能推理(Reasoning)和解决问题(Problem

Solving)的智能机器,并且,这样的机器将被认为是有知觉的、有自我意识的。强人工智能分

为两类:

①类人的人工智能,即机器的思考和推理就像人的思维一样。

②非类人的人工智能,即机器产生了和人完全不一样的知觉和意识,使用和人完全不一

样的推理方式。

弱人工智能观点认为不可能制造出能真正地推理和解决问题的智能机器,这些机器只

不过看起来像是智能的,但是并不真正拥有智能,也不会有自主意识。

主流科研集中在弱人工智能上,并且一般认为这一研究领域已经取得可观的成就。强

人工智能的研究则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强人工智能最为突出的产品是历史上首位获得公民身份的机器

人———索菲亚。

(2)弱人工智能

目前市场上我们所见到的人工智能,或者说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特定领域问题的人工智

能,都可以说是弱人工智能。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强人工智能的研究者发现他们要解决的通用的认知和推理过程是

无法跨越的障碍。于是很多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转向了更加实用的、工程化的弱人工智能研

究,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人工神经网络、支持向量机,甚至最简单的线性回归理

论在足够大的数据量和计算量支撑下,都可以获得非常出色的结果———比如识别人脸或者

识别字迹。所以这些弱人工智能也迅速地应用到了网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购物、出行、网

上订餐,等等。

麻省理工的学者认为:不在意机器是否使用与人类相同的方式执行任务,只要机器可以

达到令人满意的实际解决问题的效果就是智能行为。

我们当前正处在一个比较盲目的点上,所以人工智能主要用于在取代机械和体力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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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工智能应用基础

的阶段。

目前人类所研究的人工智能大部分都属于弱人工智能,语言识别、图像识别、无人驾驶

等这些看起来很厉害的人工智能实际上都处于非常原始的弱人工智能阶段,一些产品如图

1-1所示。

图1-1 弱人工智能产品

如何定义弱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的一举一动都是按照程序设计者的程序所驱动的;如

果出现的特殊情况,程序者做出相应的方案,最后由机器去判断是否符合条件并加以执行。

在我们的生活中,最好理解的弱人工智能就是语音聊天系统,如Siri、小爱、小度等。当

你和它们语音说话或者文本聊天时,实际上就是程序设计者在背后设计出一套相对应的流

程,或者通过大数据在网络上进行搜查,然后在语音识别的基础上加了一套应对,使得大家

都以为它们能够听懂你在说什么。真正的情况下“语音助手”只不过是执行了一遍程序员编

写的程序而已。

需要指出的是,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并非完全对立,也就是说,即使强人工智能是

可能的,弱人工智能仍然是有意义的。至少,今日的计算机能做到的事(像算术运算等),在

一百多年前被认为是智能的。并且,即使强人工智能被证明是可能的,也不代表强人工智能

产品必定能被研制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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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 进入人工智能的世界 5    

2.人工智能研究的基本内容

人工智能研究的目的是构建拟人、类人、超越人的智能系统,主要研究如何让机器像人

一样能够感知、获取知识、储存知识、推理思考、学习、行动等。

(1)知识表示

知识表示是将人类已经掌握的知识概念化、形式化、模型化,它的重要性在于,人类要想

建立超越人的人工智能系统,就要把整个人类所掌握的知识灌输给它,从而让它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在知识量方面超越任何一个人类个体。

从计算机科学的角度来看,知识表示是研究计算机表示知识的可行性、有效性的一般方

法,是把人类知识表示成机器能处理的数据结构和系统控制结构的策略。

一个完整知识表示过程如图1-2所示。首先是设计者针对各种类型的问题设计多种知

识表示方法;然后表示方法的使用者选用合适的表示方法表示某类知识;最后知识的使用者

使用或者学习经过表示方法处理后的知识。所以,知识表示的客体就是知识;知识表示的主

体包括3类:表示方法的设计者、表示方法的使用者、知识的使用者。具体来说,知识表示的

主体主要指的是人(个人或集体),有时也可能是计算机。

图1-2 知识表示的完整过程

机器感知、机器思维、机器学习、机器行为则是对人类智能的一种模拟实现。

(2)机器感知

机器感知研究的是如何使机器具有类似于人类的感觉,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痛

觉等。这要用到认知建模中的知觉理论,而且需要能够提供相应知觉所需信息的传感器。

举个例子,机器视觉具有视觉理论基础,同时还需要摄像头等传感器提供机器视觉所需要的

图像数据。

(3)机器思维

机器思维是利用机器感知的信息、认知模型、知识表示和推理来有目标地处理感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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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工智能应用基础

和智能系统内部的信息,从而针对特定场景给出合适的判断,并制定相应的策略。这个说起

来抽象,实际上大家已经接触到的路径规划、预测、控制等都属于机器思维的范畴。机器思

维,顾名思义就是在机器的“脑子里”进行的动态活动,也就是计算机软件中能够动态地处理

信息的算法。

(4)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是与人类的学习活动对标的。虽然有了知识并且也可以基于已有知识去推

理,但是机器也要像人一样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机器学习研究的就

是如何让机器在与人类、自然交互的过程中自发地学习新的知识,或者利用人类已有的文献

数据资料进行知识学习。目前,人工智能研究和应用最广泛的内容就是机器学习,包括深度

学习、强化学习等。

(5)机器行为

机器行为是指智能系统具有的表达能力和行动能力,包括与人对话、与机器对话、描述

场景、移动、操作机器和抓取物体等能力。而语音系统(音箱)、执行机构(电机、液压系统)等

是机器行为的物质基础。智能系统要想具备行为能力,离不开机器感知和机器思维的结果。

思维是行为的基础,所谓知行合一。

1.任务1:认识人工智能发展历史

(1)任务描述

通过本任务的学习,理解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基本特征;了解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及

其在互联网及各传统行业中的典型应用和发展趋势。

(2)任务目的

①初步认识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及价值;

②了解人工智能的背景、应用及发展。

(3)任务要求

①以小组形式完成任务。

(4)任务实施

①视觉技术体验

使用浏览器打开https://ai.baidu.com/tech/imagerecognition/general,如图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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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 进入人工智能的世界 7    

图1-3 视觉技术体验

单击“功能演示”,进入功能演示页面,如图1-4所示。

图1-4 功能演示页面

选择图1-4下方的图片,查看物品识别效果。通过单击“本地上传”按钮,上传一张本地

图片进行物品识别。

②语音技术体验

使用浏览器打开https://ai.baidu.com/tech/speech/tts_online,如图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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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人工智能应用基础

图1-5 语音技术体验

单击“功能演示”,进入功能演示页面,如图1-6所示。

图1-6 功能演示页面

在图1-6中输入需要合成的语音文字,单击“播放”按钮查看合成结果。

③文本识别体验

使用浏览器打开https://ai.baidu.com/tech/ocr/general,如图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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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 进入人工智能的世界 9    

图1-7 文本识别体验

单击“功能演示”,进入功能演示页面,如图1-8所示。

图1-8 功能演示页面

单击图1-8下方的图片,查看文本识别效果。通过单击“本地上传”按钮,上传一张本地

图片进行文本识别。

④语言处理体验

使用浏览器打开https://ai.baidu.com/tech/nlp_apply/sentiment_classify,如图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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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人工智能应用基础

图1-9 语言处理体验

单击“功能演示”,进入功能演示页面,如图1-10所示。

图1-10 功能演示页面

在图1-10中输入需要分析的文字,查看合成结果。

2.任务2:探索人工智能世界

(1)任务描述

通过本任务的学习,熟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常用开发平台、框架和工具,了解其特点

和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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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 进入人工智能的世界 11   

(2)任务目的

①熟悉人工智能的常用技术。

(3)任务要求

①完成人工智能在行业中的应用调研报告。

(4)任务实施

在如下案例中选择其中一个,以3人为小组单位的方式开展案例的调研,并撰写报告。

报告应该包含案例的背景、采用的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的方法等内容。

①健身房APP

连锁健身品牌技术部门负责人马主管负责开发健身房的APP。由于健身和减脂塑形讲

究“三分练,七分吃”,该吃什么、吃多少是非常重要的,越来越多的会员通过APP中的饮食

板块来指导每天的饮食。但目前饮食版块需要用户手动输入食物名称来计算卡路里,用户

体验很差,有时候会员并不能准确地输入食物名称,造成他们无法追踪每天从饮食中摄入的

卡路里。

于是马主管准备在APP中增加一个功能,用户随手拍摄食物照片,一键上传即可识别

图片中菜品名称,从而获取菜品类别、营养成分及参考卡路里含量等信息,根据识别结果进

一步提供饮食推荐、健康管理方案。

②审核图文内容

作为公司内容安全负责人,小宋管理着近200人的人工审核团队,这给小宋带来了较大

的压力。压力一方面来自审核人员流动大、培训成本高,并且公司每年为这200人的团队投

入薪酬近3000万;一方面来自审核人员水平参差不齐,不是每个人都能按照审核标准严格

执行。小宋认为只有通过机器+人工的审核方式才能提高人员效率,提升审核质量,同时可

以把一部分审核人员转去做其他更有价值的工作。

③电商消费者典型评论分析

消费类电子产品飞速发展,每个季度都会有若干新款手机发布,用户喜好也各有偏差。

作为某手机厂商市场负责人,小王负责公司新产品的市场调研工作,每当公司有新产品发布

时,小王都会第一时间关注各大电商网站、社交网络上的用户留言,一方面收集公司新产品

的用户反馈和评价,另一方面也会收集友商的主流产品反馈和评价做对比。

但社交网络渠道众多,仅几个主流的电商网站产生的手机商品评论量就很让小王头疼

了。如果人工盯着这些电商评论信息,总结出用户比较集中的反馈信息点,需要花费大量的

评论阅读时间和统计汇总时间,费时费力。所以他希望能借助技术进行收集、监控评论信

息,借助AI代替员工理解评论中的核心观点,自动分类聚合相似观点,这将会省去不少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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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工智能应用基础

成本,并且提升数据分析质量和企业效率。

④订单播报类APP

作为出行类App开发者的大姚,面向的用户基本上是出租车司机,为他们提供乘客的

实时订单信息。App上线后,不断有司机反映大部分时间在开车,盯着手机看订单太危险,

而且订单字数太多字太小,有时候看不清还得停车才能看,很浪费时间,有时候刚停下车订

单就被人抢跑了。久而久之,这成了司机接单的痛点,也是摆在大姚面前的一项巨大挑战。

开车的时候盯着手机看订单是非常危险的驾驶行为,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直接把订单内

容朗读出来,让司机直接听单呢? 大姚想到了机器语音合成方案,让机器把乘客的订单信息

读出来,如乘客的地点、距离乘客多少米、目的地等信息。

1.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

人工智能的研究以及应用领域非常广泛,在应用行业方面,包括咨询问题求解、逻辑推

理与自动定理证明、自然语言理解、自动程序设计、专家系统、机器学习、神经网络、模式识

别、机器视觉等。在应用场景方面,包括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检索、智能调度与指挥、系统

与语言工具等。

(1)应用行业

①咨询问题求解

人工智能的一大成果是诞生了能够求解难题的下棋(如国际象棋)程序。在下棋程序中

应用推理技术,并把困难的咨询问题分解成一些比较容易的子咨询问题,发展成为搜索和咨

询问题的人工智能技术。今天的计算机程序能够胜任锦标赛水平的各种方盘棋、十五子棋

和国际象棋。另一种咨询问题求解程序把各种数学公式符号汇编在一起,其性能达到很高

的水平,正在为许多科学家和工程师所应用。有些程序甚至还能够用用户体验来改善其

性能。

②逻辑推理与自动定理证明

逻辑推理是人工智能研究中最持久的子领域之一。其中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些方法,只

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大型数据库中的有关事实上,留意可信的证明,并在显现新信息时适时

修正这些证明。对数学中臆测的定理查找一个证明或反证。确实称得上是一项智能任务。

为此不仅需要有按照假设进行演绎的能力,而且需要某些直觉技巧。1976年7月,美国的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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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尔(K.Appel)等人合作解决了长达124年之久的难题———四色定理。他们用三台大型运

算机,花费1200小时的CPU时间,并对中间结果人为反复修改500多处。四色定理的成功

证明曾轰动计算机界。

自动定理证明是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其任务是对数学中提出的

定理或猜想寻找一种证明或反证的方法。因此,智能系统不仅需要具有根据假设进行演绎

的能力,还需要一定的判定技巧。

定理证明的研究肩负了AI早期研究中的很多任务,包括总结搜索算法以及开发正式的

表示语言,例如,谓词演算和逻辑编程语言PRO-LOG。自动定理证明的吸引力主要在于逻

辑的严谨性和广泛性。因为它是一个形式化系统,所以是逻辑使其自动化。这种系统可以

处理非常广泛的问题,只要把问题描述和背景信息表示为逻辑公理,并把问题的实例表示为

要证明的定理即可。这就是自动定理证明和数学推理系统的基础。

日前,OpenAI研究者StanislasPolu和IlyaSutskever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展示了一

个基于Transformer的自动定理证明模型。该团队在 Metamath库上取得了新的进展,通

过将深度学习和形式系统相结合,带来了更好的效果。GPT-f可以自动证明 Metamath当

中的23个定理。横向对比上,GPT-f最佳模型实现 Metamath56.22% 的保留测试集,而目

前最先进的 MetaGen-IL只有21.16% 的证明能力。

③博弈

计算机博弈是人工智能中关于对策和斗智问题的研究领域。目前,计算机博弈主要以

下棋为研究对象,但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让计算机与人下棋,而是为了给人工智能提供

一个试验场地。在20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很有名的西洋跳棋和国际象棋的程序,并达到

了大师的水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IBM公司以其雄厚硬件基础,支持开发后来称为“深

蓝”的国际象棋系统,并为此开发了专用的芯片以提高计算机的搜索速度。1996年2月,与

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进行了第一次比赛,经过六个回合的比赛之后,“深蓝”以2∶4

告负。1997年5月,系统经过改进以后,“深蓝”又第二次与卡斯帕罗夫交锋,并最终以3.5

∶2.5战胜了卡斯帕罗夫,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轰动。

博弈问题为搜索策略、机器学习等问题的研究课题提供了很好的实际背景,所发展起来

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对人工智能的其他问题也很有用。

④模式识别

计算机硬件的迅速进展与计算机应用领域的持续开拓,急切地要求计算机能更有效地

感知声音、文字、图像、温度、震动等信息资料,因此模式识别便得到迅速进展。

模式(Pattern)一词的本意是指完美无缺的供仿照的一些标本。模式识别确实是指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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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人工智能应用基础

出给定物体所仿照的标本。人工智能所研究的模式识别是指用计算机代替人类或关心人类

感知模式,是对人类感知外界功能的模拟,研究的是计算机模式识别系统,是使计算机系统

具有与人类通过感官感知周围环境一样的感知能力。

模式识别是一个持续发展的新学科,它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范畴也在持续发展。随着生

物医学对人类大脑的初步认识,模拟人脑构造的计算机实验(即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早在20

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已开始。至今,在模式识别领域,神经网络方法已成功地用于手

写字符的识别、汽车牌照的识别、指纹识别、语音识别等方面。目前模式识别学科正处于快

速发展的时期,随着应用范畴的持续扩大,随着计算机科学的持续进步,基于人工神经网络

的模式识别技术,未来将有更大的进展。

⑤机器视觉

机器视觉或计算机视觉已从模式识别的一个研究领域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视觉

方面,给计算机系统装上电视输入装置以便其能够“看见”周围的东西。视觉是感知咨询问

题之一。在人工智能中研究的感知过程通常包含一组操作。例如,可见的景物由传感器编

码,并被表示为一个灰度数值的矩阵。这些灰度数值由检测器加以处理。检测器搜索重要

图像的组成,如线段、简单曲线和角度等。这些成分又被处理,以便按照景物的表面和形状

来推断有关景物的三维特性信息。机器视觉的前沿研究领域包括实时并行处理、主动式定

性视觉、动态和时变视觉、三维景物的建模与识别、实时图像压缩传输和复原、多光谱和彩色

图像的处理与讲明等。机器视觉已在机器人装配、卫星图像处理、工业过程监控、飞行器跟

踪和制导以及电视实况转播等领域获得极为广泛的应用。

⑥自然语言理解

自然语言理解是研究实现人类与计算机系统之间用自然语言进行有效通信的各种理论

和方法。由于目前计算机系统与人类之间的交互还只能使用严格限制的各种非自然语言,

因此解决计算机系统能够理解自然语言的问题,一直是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

之一。

实现人机间自然语言通信意味着计算机系统既能理解自然语言文本的意义,也能生成

自然语言文本来表达给定的意图和思想等。语言的理解和生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解码和编

码问题。一个能够理解自然语言的计算机系统看起来就像人一样,它需要有上下文知识和

信息,并能用信息发生器进行推理。理解口头和书写语言的计算机系统的基础就是表示上

下文知识结构的某些人工智能思想,以及根据这些知识进行推理的某些技术。

虽然在理解有限范围的自然语言对话和理解用自然语言表达的小段文章或故事方面的

程序系统已有一定的进展,但要实现功能较强的理解系统仍十分困难。从目前的理论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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