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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人工智能 

1.1 人工智能的概念 

 人工智能（缩写为 AI，即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或称机器智能，指由人类设计和

制造的机器所展现出来的智能特征。
[1]
。这是人工智能的字面解释。而人工智能的科学定义

学术界目前还没有统一定论，部分学者给出的定义如下: 

 （贝尔曼，1978）人工智能是那些与人思维相关的活动，诸如决策，问题求解和学习等

的自动化
[2]
。 

 （尼尔森，1998）广义的讲，人工智能是关于人造物的智能行为，包括知觉，推理，学

习，交流和在复杂环境中的行为
[3]
。 

（安德烈亚斯·卡普兰和迈克尔· 海恩莱因，2018）人工智能为系统正确解释外部数

据，从这些数据中学习，并利用这些知识通过灵活适应实现特定目标和任务的能力
[4]
。 

1.2 人工智能的研究目标 

 人工智能作为新兴学科，其最终研究目标可以简单概括为赋予计算机自主发现规律、解

决问题、甚至创新发明的能力，以扩展和延伸人类智能的范畴
[5]
。 

 由于技术制约，这一宏伟目标暂时还无法实现，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仍然主要是部分的

方面实现智能，运用智能技术解决部分实际问题，如推理，识别，翻译等方面。 

2 人工智能的研究领域与方向 

人工智能领域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方面，即符号智能，计算智能，机器学习，机器感知

[6]
。 

2.1 符号智能 

 符号智能是一种以符号操作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方法。其核心理念在于利用符号来表示和

处理知识，以实现推理、规划、决策等高级智能功能。这一方法的关键在于符号学习，即从

原始数据中提取出符号表示，并通过逻辑推理等手段对这些符号进行操控和学习。 

目前，符号智能已被广泛运用于人机对话、机器翻译、机器写作以及机器定理证明等多

个领域。 



2.2 计算智能 

 计算智能是一种通过数据和计算手段来构建功能性联系模型的方式，旨在模拟和理解智

能。它强调利用计算方法来模拟生物智能行为
[7]
。其研究领域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人工神经网络：仿照人脑的神经网络结构，建立人工神经网络，来实现信息处理功能，

从而模拟了人脑的信息处理过程。 

模糊逻辑：模仿人类语言和思维中的模糊概念，以模拟人类的智能思维方式。 

进化计算：模拟生物进化和群体智能过程，以实现问题求解和优化，类似生物的智慧演

化过程。 

2.3 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旨在使计算机能够像人类一样学习和执行行为。它通过向计算机提供数据和信

息，让计算机以观察和实际互动的方式进行学习。涵盖了归纳、类比、演绎和分析等多种学

习方式
[8]
。根据学习途径的不同，可以分为： 

符号学习：基于认知心理学，模拟人类宏观学习过程。运用符号运算方法。通过输入符

号数据对知识进行记忆、归纳、演绎和类比等操作来进行学习。 

神经网络学习：基于脑科学和神经科学，模拟人脑的微观学习过程。利用人工神经网络

中的拓扑结构模型，通过输入数值数据并进行数值运算来进行学习。 

统计学习：基于数理统计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以发现其中存在的相关模式和规

律。 

交互学习：基于反馈原理，通过与环境互动来学习相关知识和技能。运用统计和动态规

划技术指导学习最优行动策略，利用环境反馈信号来进行学习。 

2.4 机器感知 

 顾名思义，机器感知即让机器像人一样具有感知能力。如视觉、听觉、触觉等
[9]
。 

 机器视觉：机器视觉是指从现实世界中获取、处理、分析和理解图像和高维数据以产生

例如决策形式的数字或符号信息的方法。如今，计算机视觉已经应用在诸多领域，例如面部

识别，地理建模，美学判断等。 

 机器听觉：也称为计算机听觉，是指计算机或机器接收和处理声音数据的能力。该领域

在音乐记录和压缩，语音合成和语音识别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应用。 

 机器触觉：指机器或计算机处理触觉信息。通过对表面特性和灵活性的触觉感知，从而

使触觉信息能够实现智能反射并与环境互动。 



3 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与挑战 

3.1 对经济的影响 

3.1.1劳动力变革 

 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以大幅提高生产力和经济效率，一些以重复性劳动为主的低端制造业，

服务业将被替代。一些中层岗位面临压力。一些文职和技术性工作，如会计、律师、老师、

程序员等面临一定的威胁，部分工作内容和时段可能被人工智能代替。同时也会有一大批新

兴职业出现。例如，人工智能工程师、机器学习工程师、大数据工程师、机器人维修技师等。

上述变革都要求劳动力市场不仅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同时需要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和终身

学习精神，以适应时代潮流。 

3.1.2 生产力提高 

 许多行业会应用人工智能提高运营效率，实现生产自动化和智能化，大幅提高生产力。

人工智能同时也会带来新产业和商业模式，智能家居等各种人工智能产品快速发展，各个行

业的公司也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数字化转型，重新定义业务流程，建立数据化运营模式。  

3.1.3 收入差距扩大 

 具有高学历，扎实技能的高技能人才，他们掌握的技能难以被人工智能替代，有较强的

市场议价能力和较高的薪资。而中低技能人才面临较大的自动化替代风险，收入会相对下降。

同时，掌握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与资本的大公司将进一步获益与富裕。但中小企业和普通劳动

者并不一定能够充分分享人工智能带来的红利，会加大收入差距。 

 

3.2 对社会的影响 

3.2.1 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在艺术领域方面，随着 AI 在内容创作中的应用，如自动生成音乐、绘画等，传统的内

容生产和消费方式正在改变，同时也改变着人类对艺术的认知。 

在文化交流方面，随着翻译软件和语音助手的应用，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更

容易地沟通和交流。语言障碍逐步减小，文化交流更加容易。 

3.2.2 对社会伦理的影响 

 在隐私保护方面，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发展，人们在网络上的透明度越来越高，经

常感到自己被“监控”，个人隐私保护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 

在道德责任方面，人工智能参与决策等使得人类道德观受到考验。 



和法律责任方面，自动决策系统可能会导致法律责任的归属问题，如自动驾驶车辆发生

事故时责任的划分。 

4 个人应对的策略 

4.1 引言 

 人工智能时代带来了挑战，也存在机遇。面对人工智能的冲击，人们需要具备个性化自

适应学习的能力。需要重视立体复合知识及其转化能力的学习，具有多层次、多维度的知识

与能力，成为新型立体多维复合型人才。 以下是具体的一些方面： 

4.2 思辨能力的培养 

 传统的学习方式以记忆为主，这种学习方式无法在人工智能时代产生竞争力。在新时代

我们必须要重视思维力的培养，在具备必要的知识能力基础上，发展个性、激励创新，发扬

质疑和探索精神。只有具有创新能力，敢于质疑，才能适应时代潮流。 

4.3 通识教育的学习 

 在人工智能时代,各种事物的迭代速度也越来越快，瞬息万变成为世界的常态。不同学

科间原有的界限在不断弱化,学科交叉融合成为时代潮流。因此，我们不仅要精通某一学科

领域，同时还需要其他领域的一般性知识，以顺应时代变化的潮流。 

5 尾声 

人工智能时代充满了机遇与挑战，只有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深刻认知人工智能，才能

适应时代潮流，做国家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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