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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有没有一个容易界定的科学定义呢？
• 公众关注视角
• 科学流行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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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关注视角

•人工智能就是机器可以完成人
们不认为机器能胜任的事
• 反映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大多
数的普通人对人工智能的认识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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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关注视角

•随着计算机应用的普及，机器能胜任的事情一直在进步
• 从国际象棋到围棋



北京大学陈斌 gischen@pku.edu.cn

人
工
智
能
创
新
实
践

公众关注视角

•从OCR（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识别到图像分类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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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定义：思考方式

•人工智能就是与人类思考方式
相似的计算机程序
•让人工智能程序遵循逻辑学的
基本规律进行推理、运算、归
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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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流行定义：行为方式

•人工智能就是就是和人类行为
相似的计算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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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流行定义：表现方式

•实用主义思想
• 无论计算机有何种实现方式，只
要在特定环境下表现的与人类相
似，就说这个计算机程序在该领
域内有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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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定义：学习方式

•人工智能就是会学习的计算机
程序
• 在最近的这一波热潮之中，人工
智能在人们的眼里就是一个会不
断自我学习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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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定义

•机器学习：无学习，不AI
• 人工智能在今天的核心指导思想

•符合人类认知特点：每个人都
要不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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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定义

•人工智能就是根据对环境的感
知做出合理的行动，并获得最
大收益的计算机程序

请给出几个
符合这个定

义的人工智
能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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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发展简史：第一次热潮

•计算机发展刚开始不久，人工智能就开始发展
•第一次人工智能热潮大约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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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出现

• 1949年，第一台可编程的计算
机EDVAC（离散变量自动电子
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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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之父：Alan Turing

• 1950年，图灵发表了一篇名为
《计算机械和智能》的论文，
探讨机器智能



北京大学陈斌 gischen@pku.edu.cn

人
工
智
能
创
新
实
践

达特茅斯会议

•第一届人工智能讨论会
• 1956年夏天，由John McCarthy, 

Marvin Minsky, Nathan 
Rochester 和Claude Shannon发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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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McCarthy

•提出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在会议上提出术语AI

•和Marvin Minsky共同创建MIT 
AI Lab
•发明Lisp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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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特茅斯会议

•讨论会内容
• 如何通过计算机编程
• 神经元网络
• 抽象的概念
• 计算复杂性理论
• 机器自我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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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主义

•符号主义学派认为人工智能源
于数学逻辑
•符号主义的代表成果是1957年
纽威尔和西蒙等人研制的成为
“逻辑理论家”的数学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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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主义：机器证明系统

•逻辑理论家（LT）
• 1957年西蒙和纽威尔等人研制
• 模拟人的思维过程来证明数学定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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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接主义萌芽

•跳棋程序
• 1962年，IBM公司的跳棋程序

Samuel，战胜了当时的人类高手，
第一次AI浪潮达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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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寒冬

• AI瓶颈
• 即使是最杰出的AI程序也只能解决问题中最简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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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寒冬

•性能有限
• 有限的内存和处理速度无法解决指数级复杂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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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寒冬

•缺乏“常识”
• 许多重要的AI应用，例如机器视觉和自然语言，都需要大量对世界的基
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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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经典问题：图灵测试

•图灵测试
• 图灵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人们如何辨别计算机是否真的会思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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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灵测试：机器学习

•图灵还对人工智能的发展给出
了非常有益的建议。
•他认为，与其去研制模拟成人
成熟思维的计算机，不如试着
制造更简单的，也许相当于一
个小孩智慧的人工智能系统，
•然后再去让这个系统去不断学
习。
•这种思路正是我们今天用机器
学习来解决人工智能问题的核
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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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灵测试

•机器聊天系统：ELIZA
• 在一个按词频排序的词库里找一个词的匹配，如果找到就在脚本库里选
择合适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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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灵测试

• ChatBot聊天机器人
• ELIZA可以算是现在智能聊天机器人、语音助手（小娜、siri等）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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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灵测试

•罗布那奖
• 1990年成立，采用标准图灵测试，选出最类似人类的人工智能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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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经典问题：中文屋

•实验过程
• 假设有个只懂英文不懂中文的人被锁在一个房间里，屋里留了一本手册
或一个计算机程序。屋外的人用中文问问题，屋里的人依靠程序用中文
回答问题，沟通方式是递纸条。

•以假乱真？
• 假设屋外的人不能区分屋里的人是不是母语为中文，那么屋里的人是不
是就算懂中文？（算是拥有了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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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热潮：专家系统

•专家系统
• 储存特定领域大量知识和经验
• 模拟专家求解问题的思维过程，
运用知识和经验来解决该领域复
杂问题



北京大学陈斌 gischen@pku.edu.cn

人
工
智
能
创
新
实
践

专家系统

• 20世纪60年代末，Feigenbaum
等人成功研制第一个专家系统
DENDRAL，用于识别化合物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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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系统

•商用系统：1980
• DEC公司和CMU大学合作研发
的专家系统XCON，第一个商用
专家系统，每年带来4000万美元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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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p机器

• Lisp语言
• 函数式程序语言，方便编写符号
推导程序

•单用户工作站
• 高效运行以Lisp语言为主要软件
开发语言的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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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p机器

• Symbolics
• 为全世界开始研发和应用专家系
统的公司提供硬件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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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代工程

• 1981年日本发起第五代计算机
项目
• 目标是造出能够与人对话，翻译
语言，解释图像，并且像人一样
推理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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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代工程

•英国
• 开始耗资三亿五千万英镑的

Alvey工程

•美国
• 企业协会组织微电子与计算机技
术集团
• 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组织
战略计算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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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结主义重获发展

•新型网络
• Hopfield证明一种新型的神经网
络能够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学习和
处理信息

•新训练算法
• David Rumelhart推广了反向传播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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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寒冬

•苹果、IBM开始推广第一代台式机
• 计算机开始走入个人家庭，其费用远远低于专家系统所使用的Symbolics
和Lisp等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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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寒冬

•财政问题
• 市场需求被台式机取代，政府也
停止拨款

•性能问题
• 专家系统的实用性十分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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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热潮

•第三次人工智能热潮大约从20
世纪90年代至今
•传统的基于符号主义学派的技
术被抛在一边，基于统计模型
的技术悄然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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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蓝

• 1997年战胜世界冠军卡斯帕罗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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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蓝

•基于象棋规则的搜索、剪枝
•基于大量开局库、终局库的统计估值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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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

•由于互联网的繁荣，使得可用
的数据量剧增，数据驱动方法
从量变到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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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模型

•通过对大量样本进行建模，把
建好的模型应用于分类、对应
等进一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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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

•多重神经网络
• 更加复杂的模型，更高维度分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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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算力

•多达数万台高性能计算机并行
计算
• 满足对大数据处理、复杂模型计
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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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翻译

•统计机器翻译
• 没有规则，没有词典，所有的结
论都是机器根据统计数据得出的。
• “如果人们都这么翻译，我也这
么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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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翻译

•人工规定特征
• 按照单字、短语等统计对应

•机器自动提取特征
• 由机器自行计算出哪些文本相互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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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分类/AlphaGo

•分类错误下降，识别精度不断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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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人工智能

•强大实用
• 与前两次不同，第三次人工智能
热潮的很多产品都能够投入到生
活中使用

•社会需求
• 如今的人工智能能够解决许多问
题，社会对其的需求也日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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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发展状况

•今天的人工智能到底有多聪明？
•人工智能到底会发展到什么程
度？
•人工智能会超出人类控制的范
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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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发展状况

•弱人工智能
•强人工智能
•超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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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人工智能

•专注于解决特定领域问题的人
工智能
• 简单的下棋程序、识别程序、翻
译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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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人工智能

•在特定领域超越人类
• 复杂的AlphaGo围棋AI、精确的
图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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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人工智能

•通用的人工智能
• 可以胜任人类所有工作的人工智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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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人工智能

•具备能力
• 推理能力
• 知识的表示与融合
• 学习能力
• 通过自然语言沟通
• 综合各项能力实现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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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人工智能

•争议性：是否具备人类的意识
• 是否要像对待一个具有健全人格
的人一样对待一台机器
• 拥有意识的机器会愿意为人类服
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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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工智能

•超越人类的智能
• “在科学创造力、智慧和社交能
力等每一方面都比最强的人类大
脑聪明很多的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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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人工智能

•可供人类使用的技术工具
• 与人类其他科技发展一样，可用
于推进社会进步。相对可以控制
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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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工智能

•加速到来 or 遭遇瓶颈
• AlphaGo成功以来，AI在下棋领
域进步神速
• “摩尔定律”遭遇物理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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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弱人工智能
• 人类可以利用的工具

•强人工智能
• 全面与人类相当

•超人工智能
• 超越人类的认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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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畅想人工智能

•从人工智能的定义和发展趋势
出发，选取你感兴趣或者熟悉
的一个领域
• 如城市交通、文学艺术、科学研
究、娱乐游戏、音乐作曲、电影
电视等等，请加入更多选题

•通过查阅资料，畅想人工智能
发展到很高的水平时，这个领
域会变成什么样子？
•描绘得越细致越有道理，越好

•请每人写一个不少于1000字的
DOC文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