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 （记者 许超声）“!"#$世界人
工智能大会”智能金融主题论坛由国内领
先的独立支付公司汇付天下有限公司承
办。作为大会中一场专门与金融相关的主
题论坛，活动以“智能金融：定义金融新时
代”为主题，以“全球视野，开放共享”为理

念，力邀国内外 %&业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智
能金融的明天。

汇付天下董事长兼 '()周晔在论坛上
就“%&*支付”领域生动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
如何帮助支付创新和风控赋能，并畅想了新
技术驱动下支付行业的智能化未来。

近年来，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应用
不断深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风控和
服务领域，目前已经形成了包括智能信贷
审批、风控与反欺诈、客户身份鉴权、智能
投顾、人工智能辅助量化交易、无人银行、
智能客服等诸多创新应用。

谁敢掌舵智能金融未来

! ! ! !本报讯（记者 易蓉 实习生 冯琪）机
器人、生物医疗、交通、金融，这些大红大紫
的热门技术会不会在不久的将来遭遇技术
瓶颈？人工智能将如何发展，究竟会为人类
带来怎样不可思议的奇妙未来？

当深度学习模拟人脑，学习神经网络，
计算机的智能前所未有地接近有生命的自

然智能，也为了解自然智能运行机制提供
机会。向未来再迈一步，当最关乎宇宙法则
的量子物理与理解自然智能的人工智能结
合，量子人工智能将为人类带来前所未有
的视野，或将探寻到能够解密自然界、生物
界进化的美丽算式。昨日在上海交通大学，
本届大会分论坛人工智能前沿论坛上，图

灵奖唯一华人得主、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期
智给出了这令人热血沸腾的畅想。

姚期智犀利指出，人工智能如果只是
把机器做得更大、计算能力再提升，对商业
卓尔有效，却可能几年内到达增长极限，因
此必须有真正的科学突破。这需要多学科
网络，甚至应重新定义计算机科学的本质。

谁能解密宇宙进化算式

! ! ! !在复旦大学举行的类脑人工智能主题
论坛上，复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
长冯建峰介绍，传统人工智能，主要依靠机
器学习算法，通过计算机强大的运算能力，
将判断决策行为从大量的数据中进行抽象
和总结，转化为一类特定的计算模型，最终
实施在特定的应用中。但是，传统智能的问
题在于：知识引导方法长于推理，但是难以
拓展；数据驱动模型善于预测识别，其过程
却难以理解。如何有机协调数据驱动人工智
能与知识引导人工智能的各自优势，探索有
机结合逻辑、先验、知识以及数据的模型与
方法，形成解释性强以及数据依赖灵活的人
工智能，是当前面临的难点问题。
脑科学研究发现：为了应对各种认知任

务，大脑要在短时间内保存和处理各种感兴
趣信息，完成这个过程的大脑系统就是“工
作记忆”。工作记忆是形成语言理解、学习与
记忆、推理和计划等复杂认知能力的基础。
此外，基于生物层面的神经突触信号传递作
用机制、脑区间环路特征、脑信息表达与处
理、脑结构和功能图谱、脑重大疾病发病的
环路机制等成为研究热点，这些都为人工智
能的突破性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未来，如果能够“破译”大脑信息处理与

神经编码的原理，再通过信息技术予以参
照、模拟和逆向工程，那么，就将建成以“类
脑智能引领人工智能发展”为标志的新一代
人工智能，随着脑芯片等新技术的出现，人
类将产生新动能、新生活。

英国伦敦大学高等研究院感知学习中
心主任科林·布莱克莫尔表示，与 !+万年前
相比，人类大脑的结构没什么大的变化，但
容量却发生了剧变，一直处于进化中。现在
我们了解到，大脑的一些部位具有特殊功
能。这位专家介绍，在一次实验中，他把正常

人和拉小提琴拉弦乐的人的左手进行了比
较，如果是拉弦乐的话，其左手需要做很多
相关的肌肉记忆，如果小提琴拉得越早，大
脑方面跟手指相关的区域就会越大。

布莱克莫尔教授指出，显然，人脑的许
多功能皆有可能应用于新一代的人工智能
中。人脑从社交过程中获取新的信息和新的
能力，因为人在生活中会接触到其他的人，
接触到其他人过去的历史，因此也会对自身

的大脑产生一些反馈和影响。那么，未来机
器智能有这些能力吗？机器智能能不能获得
像人类一样的情感呢？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探
索，能不能被移植到机器智能上面，通过机
器智能自主地探索，会不会也能增加机器智
能程度呢？
当机器拥有人一样的大脑，当神经生物

学原理发展而来的脑启发智能算法应用普
及之后，一切皆有可能。 本报记者 张炯强

类脑人工智能主题论坛

! ! !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郜阳 记者
董纯蕾）类脑智能未来发展路在何方？
“深度学习”这一时髦科技到底有何魔
力？昨天，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上
海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等承办的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脑与智能科技
主题论坛，围绕“智慧·融合：脑与智能
科技之未来”主题，为观众们带来了一
场学术盛宴。

与会专家笑言，深度学习似乎是
个推动众多“%&*”应用“遍地开花”的
科技，不同于此前需要大量专家的经
验推理，深度学习仿佛一个不反映根
本因果关系、说不清道不明的“黑盒
子”。不过，在欧洲科学院院士、上海交
通大学教授徐雷看来，目前再把深度
神经网络称为“黑盒”已不太合适。“过
去两年，至少在三四个方向上，已经对
深度学习有了一些解释。深度学习过
程中，机器人认知的归纳性推理和人
类总结的演绎性推理相互之间有固定
关系，两者可以互相帮助。”
下一个“黑盒子”在哪里？“脑科学

的发展，将来必定会引发下一波、或是
更深层次的 %&进步。”中科院上海微
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仿生视觉系统
实验室主任张晓林研究员介绍，“我们
正在尝试用人工智能的方法研究人类大脑皮层
的各种功能信号。同时，我们目前也正在开展‘机
器头脑’的市重大专项研究，与人脑对应的，它将
具备视觉、听觉、嗅觉，希望它能在自然环境中逐
渐能够学习。”
不过，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现。比如，伪造视

频音频的门槛会降低，数据隐私难以保护。因此，
政府与学术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可能产生的伦
理、法律问题作出预防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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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讯（记者 易蓉 实习生 冯琪）
追溯历史，人工智能已有 -"余年的发
展历程。昨日另一场分论坛———由氪
信科技和上海交大承办的青年 %&科
学家畅谈论坛上出现了“%&人四代同
堂”的情景。论坛的“新世代”环节由微
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主持，他的
老师、,../ 年图灵奖获得者罗杰·瑞
迪（012 03445）被旷视科技创始人印
奇、氪信科技创始人朱明杰及上海交
通大学教授卢策吾三位 6&7 708+

（全球最权威的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榜
入选者）围坐，8位年轻科创家直接或
间接受教于沈向洋。而清华姚班、上海
交大 %'6班、&(((班、吴文俊博士班
及中科大少年班学生代表静坐台下聆
听，构成了 %&人最年轻的一代。

乐见 %&后辈的蓬勃朝气和出色
成就，罗杰透露了自己的育人之
道———让学生学会犯错，“%& 领域充
斥着未知与冒险，研究者需要不断进
行新的尝试，甚至重新展开一项算法
发明，学生应该有自己的研究灵感和
充分的学术自由。我常对学生说：我不
同意你，但我鼓励你继续往下尝试。”

“这可能是我们做 %&的人最好的时代。”从
微软研究院起步，到马普研究所做研究，到硅谷
从事工业应用，再回到上海进行金融 %&创业，
这些年朱明杰和他的师兄弟纷纷投身 %&浪潮，
感受到当下 %&人才聚集、政策支持、科研和创
业氛围及社会期待带来的发展机会。卢策吾说，
“这是一个科学驱动的行业，因为科学突破而带
来产业繁荣。%&火热的当下，更需要青年科学
家冷静思考 %&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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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人机合一是人工智能最高境界

! ! ! !本报讯（记者 左妍）人工智能已经成
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今天上
午举行的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驱
动产业智能化升级”分论坛上，华为发布了
“华为云 (&视频智能解决方案”。同时，华
为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签署
生物信息大数据合作协议，双方将针对生
物信息业务向 %&、大数据转型展开合作。

论坛上，知名分析师机构 9:;;3<=3;发
布了《产业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对制造、
互联网新媒体、医疗、教育等行业提出人工
智能的发展建议。华为云 (&企业智能产品

部经理贾永利谈到，要用好人工智能，实现
产业升级，靠传统意义上的人工智能三要
素（算法、算力和数据）是不够的，第四个要
素———行业智慧，成为产业智能化升级的
关键。人工智能应当致力于各种不同场景，
重点解决互联网、工业、车联网、物流等行
业内那些可以用人工智能解决的问题。数
字世界正在全景式地“看”物理世界，视频
%&正在成为关键使能。比如，通过视频 %&，
可帮助建筑工人完成繁琐的清点材料工
作；使物流行业的拣货效率提升 8""倍、快
递单据检查效率提升 8倍；人形检测和哭

声识别让家庭享受更温馨的智能关怀。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物医学大数据中

心主任李亦学表示，我国生物医学临床数
据数量巨大、质量难控，难以标准化与结构
化；生物医学研究数据种类繁多，数据相对
分割，难以高纬度多层次交汇共享，建立国
家生物医学大数据基础设施———科学技术
综合体，是我国在生物医学领域实施“跨越
发展”战略的一大时机。本次双方签约合作
致力于实现生物医学跟人工智能、云计算
高效有机结合，共同推动生物信息业务向
大数据和 %&转型及快速发展。

谁愿助力驱动产业升级+AI，驱动产业智能化升级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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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穿戴设备能通过脑电波

监测专注力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未来，人工智能的最高境界将会如何？它不是现在我们见到的那种
机器人，需要通过人类指令去完成工作；也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无人汽
车，只是通过大数据及监控完成操作。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各分
论坛上，专家们展开头脑风暴，描画人工智能的未来。有专家指出，人工
智能的发展方向，将是人机合一，换言之，就是开发人脑的功能，让人工
智能拥有人类大脑一般的思考、计算及应用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