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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人工智能的概念一直很热，特别是2016年谷歌研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阿尔法狗(AlphaGo)以碾压的姿态战胜了世界围棋冠军
李世石而名噪一时。人工智能仿佛一夜之间变成最热的风口，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企业、产品、概念都喷涌而出，盛极一时。热潮之下，伴随

着资本、巨头纷纷入局，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但人工智能真的如宣传的那样是超越人类的智慧体吗？

图灵测试图灵测试

  图灵测试（The Turing test）由艾伦艾伦·麦席森麦席森·图灵图灵提出，指测试者与被测试者（一个人和一台机器）隔开的情况下，通过一
些装置（如键盘、麦克风）向被测试者随意提问。

  进行多次测试后，如果机器让平均每个参与者做出超过30%的误判，那么这台机器就通过了测试，并被认为具有人类智能。
   说的简单点就是，即一个人在不接触对方的情况下，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和对方进行一系列的问答，如果在相当长时间
内，他无法根据这些问题判断对方是人还是计算机，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计算机具有同人相当的智力，即这台计算机是能思维

的。

   这是图灵对智能问题从行为主义行为主义的角度给出的定义，图灵相信机器是可以思维的。

尤金尤金·古斯特曼古斯特曼

   2014 年，一款俄罗斯人开发的名叫"尤金·古斯特曼"的聊天机器人软件号称通过了图灵测试。根据英国皇家学会制定的比赛
规则，在5分钟的人机对谈时间里，有超过 30% 的评委误以为它是真人，所以结论是：测试通过。
   这是首个通过图灵测试的程序，它让在场33%的评判误认为"尤金·古斯曼"是一个真实的人。有人认为这场测试的时长只有5
分钟，用短短5分钟来判断一个程序是否人工智能，实在过于草率。更多人则认为人工智能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在不久的将来会
达到人类智慧的高度，真的像人一样与人沟通。

   我看了后续的一些测试后发现，实际上这个程序并没有达到真正的智能，它用了一些语言技巧来装作自己理解了对方说的
话。它并不是真的在智力行为上表现得和人类无法区分在智力行为上表现得和人类无法区分，而是尽可能地利用规则漏洞规则漏洞，在5分钟时长内骗过评委骗过评委。

   比如，充分使用人类语言中顾左右而言他的谈话技巧；习惯性地转移话题，不让人刨根问底等等。利用这些规则谈个1，2
分钟还行，但一直这样的话那就未免太傻了，毕竟正常人都不会这么说话。另外，一旦涉及到人情世故、文化背景、地方特色的

问题，机器人几乎就束手无策。可以看看下面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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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金·古斯特曼：您好，我的朋友！有心事吗？
测试者：我不开心

尤金·古斯特曼：为何不开心？
测试者：因为今天很倒霉

尤金·古斯特曼：可以多告诉我一些吗？
测试者：在学校被老师骂

尤金·古斯特曼：我了解
测试者：然后我女朋友又不理我

尤金·古斯特曼：为何不理你？
测试者：因我们吵架了

尤金·古斯特曼：想多聊一聊吗

大概策略就是如下五步：

1. 先勾引用户说话；

2. 无论用户说什么，都反问 “为什么是这样呢” ；

3. 无论用户说什么，都追问 “具体是什么呢”；

4. 无论用户说什么，都回答 “我理解”；

5. 回到第 1 步。

   关于尤金·古斯特曼就不过多分析了，总之就是闹了个笑话，不过依然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人工智能长足进步的表现。
   现在流行的AI助手，如：微软小冰、苹果微软小冰、苹果Siri、谷歌、谷歌Allo、亚马逊、亚马逊Alexa、小米小爱同学、小米小爱同学等都是运用了类似的语言技巧，

它们都是尤金·古斯特曼的现代加强版。它们给人感觉已经基本能与人沟通了，但是离真正的人类的智能还有巨大差距。

Google Duplex
   在谷歌2018年度的开发者大会（Google I/O 2018）上，谷歌人工智能新应用Duplex通过图灵测试的消息引发了业界广泛热
议。 谷歌宣称是"极为逆天的人工智能黑科技极为逆天的人工智能黑科技"。

   通过Google Duplex，可以为用户虚拟一个助理秘书的角色，给发廊、饭馆等商业店面打电话，帮用户预约时间。这款AI能
够模仿真人语气、语速，以流畅且自然的方式帮助用户完成美发沙龙和餐馆的预定操作。

   在现场展示中，Duplex 不仅用自然流畅的语音和电话另一头的人类完成了交流，对方根本没有意识到打电话来的居然是
个“AI”，其对话的自然流畅程度几乎以假乱真。 而且第二则录音中它还成功地处理了意料之外的发展状况，不仅理解了“无需预
定”，还主动询问了等位的时间。
   在大会的最后一天，谷歌母公司Alphabet董事长、前斯坦福校长约翰轩尼诗道出Duplex已经通过了图灵测试的消息。一石
激起千层浪，一下子引爆IT界：



   不过很快被人锤了，这玩意点点餐还好使，一旦和它聊些其它的话题就完全不行了。然后谷歌改口说是在"预约领域"通过了
图灵测试。我就纳闷了，什么叫做在某个领域通过图灵测试，通过了就是通过了，没通过就是没通过，哪能说在某一领域通过这

种话呢？这无非就是利用人工智能和图灵测试唬骗大众，过度宣传。不了解的无辜群众还以为人工智能要统治世界了。

   最离谱的是，就连在"这个领域"它也未必就有演示的那么好用。2019年5月，《纽约时报》报道谷歌能够自动打电话的人工
智能Duplex后面其实是有大量真人伪装大量真人伪装。曾获赞誉“通过图灵测试”的Duplex每成功预订4次餐厅就有3次源于人工操作。而不管

是谷歌还是Duplex可从未公告过有真人呼叫中心来接管这项业务。
   还有一件和这类似的事件，2019年8月，《华尔街日报》就曝光一家名叫Engineer.ai的公司，该公司此前谎称大部分演示
程序制作和软件生产皆是由人工智能完成，工程师仅为辅助。然而多名离职人员和现员工爆出公司内编程主要还是依靠一群以印

度为主的程序员来人工完成。

华智冰华智冰



   2021 年 6 月 1 日，中国首个AI虚拟学生——华智冰，正式亮相。目前由清华大学、智谱AI团队、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
及小冰公司的联合培养。该人工智能会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知识工程实验室进行"学习和深造"。
   华智冰由三方合作诞生：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领衔开发超大规模智能模型“悟道悟道2.0”；智谱AI团队作为骨干参与开发“悟

道2.0”，并主要开发平台应用生态；小冰公司提供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完备框架，同时负责声音、形象的开发应用。华智冰是基
于“悟道2.0”诞生的中国原创虚拟学生，脸部、声音都通过人工智能模型生成；具有丰富知识、与人类有良好交互能力的机器人。

清华大学是这样来定义的：

未来，通过深度学习，使其真正主体化，让她能像自然人一样与人交流互动。这种交流对话是基于她所具备的条理性与逻辑性，结合上下文

自己新生成的，而非针对预设问题与答案检索出来一些既定的回答或语句。通过深入理论研究、核心技术突破、产业相结合实现让机器像人

一样思考的愿景。

   2021年9月28日，“华智冰”正面出境唱歌，刷爆了朋友圈。视频里的她歌声甜美，表情动作也十分真实。她的歌声、人类生
物学特征全部由人工智能完成，肢体则有团队成员进行训练完成。目前，清华华智冰的身份是清华本科生（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系知识工程实验室学习），已会创作音乐、诗词和绘画作品，还掌握四种舞姿。

   其实，视频中唱歌的并非AI，而是由真人通过AI换脸得到的。拍摄时找一名女性边弹着吉他，边唱歌，然后利用换脸程序，
将面部替换成经“悟道2.0”生成的华智冰的面容。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虚拟学生华智冰，边弹吉他，边唱歌的画面，感叹人
工智能的伟大。

   有了谷歌Duplex的前车之鉴，清华大学在用词方面相当严谨，如：“希望希望华智冰具备超越图灵测试的通用机器认知能力”、

“正在逼近逼近图灵测试”。虽然没有说华智冰已经通过图灵测试或者说已经达到了人类智慧的高度，但给人的感觉就是"人工智能已

经很接近人类水平了"、“人工智能即将超越人类了”。

强人工智能与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与弱人工智能

   在讲强人工智能和弱人工智能之前，我们先看看人工智能的定义，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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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分析这条定义就会发现，该定义直接否定了强人工智能的可能性。当你在讨论强人工智能时，其实已经默认了它的合
理性，就已经陷入了人工智能的"圈套"。不排除这种可能：既然现在达不到人工智能的高度，那我就提出弱人工智能的概念。给
人的感觉就是弱的肯定会慢慢变强。就像手机一样，以前的按键机到现在的智能机。因为我们总相信事物的对立面会出现，有凹

的就有凸的，有高就有矮，自然，有弱就有强。

   目前对人工智能的定义大概分4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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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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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人工智能是强人工智能是“通用型的通用型的”，这样的机器拥有人类的认知和学习能力，具有自我意识，能够处理所有类型的任务。
   弱人工智能是弱人工智能是“专用型的专用型的”，它在某个领域达到了专家级别，但是出了这个领域就无法运作了。
   我们目前应用的全部是弱人工智能，即机器不具备人类的思考能力。像人脸识别、语音助手、各式各样的专家系统专家系统这些都

属于弱人工智能。

   引言部分提到的阿尔法狗围棋AI，这就是典型的专家系统。它在围棋领域已经达到了专家级别，甚至已经封神了，但是出
了围棋这个领域它啥都不是。

   还有就是目前特别热门的无人驾驶无人驾驶技术。熟悉的人应该知道无人驾驶分为5个等级，如下所示：

L0：驾驶者拥有百分之百的控制权，车辆没有任何安全系统辅助设备，目前绝大部分车辆属此层级;
L1：车辆拥有单个或多个独立功能电子控制系统，如自动紧急刹车系统，未来新车多属于此层级;
L2：至少有两项控制能自动化，如结合主动车距控制巡航系统与车道维持系统;
L3：车辆具有自动闪避障碍、自我导引、主动控制等功能，但驾驶者仍拥有操控权;
L4：车辆全自动驾驶，使用者仅须给定相关信息，例如目的地、路径等，车辆无法任意改为手动驾驶。

NHTSA是这么划分的，也有分为6个等级的，对比如图：

   概括起来就是级别越高，人干预的越少，到了L4/5就是完全不需要人干预，从起步到停车全程自动。很多车企宣传时强调
自己的自动驾驶多么多么强，出了事后改口称是辅助驾驶，是客户“理解有误”。



   甚至还有些宣传自己已经达到L4级别，比如百度的Apollo系统，但实际效果让人不敢恭维，往往是演示演示效果还不错，
一旦真正用起来却差强人意，不堪大用。

   我们不去管是过度宣传还是理解有误，就是真的达到了完全自动驾驶的级别，那也是属于弱人工智能，就和阿尔法狗一
样，在驾驶这个领域达到了专家级别。不过很多人怀疑是否能做到L5级别，因为早在2012年，谷歌已经获得了无人驾驶牌照，
并成功上路。那时的宣传给人感觉就是即将达到L5级别了，仿佛人类科技已经高度发达了。但是现在9年过去了，依然远不能达
到完全自动驾驶的级别。不知道这个"即将"是多久。
   如果说类似于自动驾驶这种专家系统都无法做的很好的话，那强人工智能岂不是天方夜谭。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真正的内涵其实是“机器学习”。我们可以看看下面这张图：

   人工智能的发展经历了控制论和早期的神经网络、符号推理和逻辑演算、芜杂和简约学派的对立、专家系统的崛起，以及
今天的人工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人工智能的研究曾一度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近些年的进步一方面得益于深度学习理论的发

展，一方面得益于大数据的支持以及半导体发展使得计算机有了强大的算力大数据的支持以及半导体发展使得计算机有了强大的算力，才开始改变并大幅超前。

   与人工智能不同，机器学习完全合理。机器学习虽然获得了很大进步，但是这些进步几乎完全来自于有监督的机器学习有监督的机器学习，

其只能解决有很多标记数据或实例数据的计算机学习问题。这种形式将机器学习局限在了非常有限的范围。当然无监督学习也在

日益发展，很多人看好下一个爆点就是无监督学习。不管是有监督学习还是无监督学习，都是基于数学上的一些理论，包括概率

论与数理统计、优化方法等公式定理的灵活运用。甚至有的计算机学院招研究生更偏向于本科是数学专业的，而不要软件专业或

计算机专业的。

   机器学习的进步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持， 那些支持人工智能有无限可能的人，包括比尔盖茨和埃隆马斯克，都有同样的假
设：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一条单行道。他们表示，技术的进步推动着我们沿着这条单行道发展，直到计算机达到人类级别的智能。

其实，即便这样，这条单行道的关键点也是“带标签的数据”。我们正在快速前进，但是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唯一可以确定的
是，只有在一个非常特殊、有限的能力范围内才能取得进展。

总概与讨论总概与讨论

   在本节我们讨论两个问题：人工智能的必然性必然性和必要性必要性。

   先说必要性。华智冰的出现令人吃惊，有人说此次事件是AI领域的新里程碑，证实了现行人工智能技术进程的线路是正确
的，业界确实找到了AI向人类智能演进的方法。我们可以这样思考"我们为什么要让机器看上去、听起来都像人我们为什么要让机器看上去、听起来都像人"。

   "机器是否能够思考"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图灵测试是判断强人工智能的一种方法。事实上，该测试本身在学术界就颇有争
议。加州伯克利的约翰希尔勒教授在1980年的一个叫“中文房间中文房间”的著名实验中反驳了强人工智能的观点，当时引发了整个人工

智能界的深思。 中文房间的描述如下：

  一个对中文一窍不通，只会说英语的人被关在一个封闭、只有一个窗口的房间里，他手上有一本绝对完美的英汉手册，用来指导他以递
纸条的方式翻译并回复窗外的汉语讯息。希尔勒认为，尽管房间里的人能够以假乱真，让房间外面的人相信他是一个完全懂中文的人，但客

观事实是他压根不懂汉语。

   上述过程中，房外人的角色相当于程序员，房中人相当于机器，而手册则相当于计算机程序。每当房外人给出一个输入，房中人便依
照手册给出一个输出。而正如房中人不可能通过手册理解中文一样，机器也不可能通过程序来获得理解力。既然机器没有理解能力，那么所

谓的“让机器拥有等价人类智能”的强人工智能便无从说起了。



  既然如此，图灵测试的意义何在？让机器过度地拟人化的意义又何在？
  在当下人工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之进程大背景下，算法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充分解决，算力则成为“智能”提升的关键。 硅谷科
学家雷蒙德库茨魏尔于2006年提出AI的问题在于算力，根据他的预测具有人类智能水平的机器应该已经到来了。就像现在的华
智冰，我们暂且不讨论是不是在骗研究经费，就算做到和正常人一样了，那又有什么用呢？让她代替人去工作，每个人呆在家里

享福就行？

   如果说“达到人类的智能”是AI的终极目标，那么距离这个终点越近，人们的质疑声就越多，总结起来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我们为什么要

让机器像人一样？让机器像人一样？  在人工智能发展史的早期阶段，就有科学家提出“我们只需用机器去解决问题，而为什么要把机器设计地像

人一样？”这样的疑问。或许“像人一样的机器”有着人类本身审美上的执着，而当机器越来越像人的时候，人类却表现出无比的恐
惧。

   比如说：国内的社交网站上就出现了“如何看待用Duplex实施一次‘完美的’电信诈骗”这样的设问，而论题下面回复的用户几
乎都陷入了沉思。科技媒体The Verge刊文称Google Duplex会扩大人性自私的一面。因为Duplex取代了一些预约工作的中间环
节，而这些环节本应是人与人沟通的一部分。未来Duplex会取代更多社交，用户也许会走向人格封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会越
来越远。

   再说必然性：必然性的意思是弱人工智能必然会发展为强人工智能。如果一台机器的唯一工作原理就是转换编码数据，那
么这台机器是不是有思维的？很显然，中文房间的例子已经说明，如果机器仅仅是转换数据，而数据本身是对某些事情的一种编

码表现，那么在不理解这一编码和这实际事情之间的对应关系的前提下，机器不可能对其处理的数据有任何理解。基于这一论

点，希尔勒认为即使有机器通过了图灵测试，也不一定说明机器就真的像人一样有思维和意识即使有机器通过了图灵测试，也不一定说明机器就真的像人一样有思维和意识。更何况还通不过图灵测

试。

   前面我们说了人工智能依托于机器学习。 神经网络确实可以完成很多不可思议的事，运用它可以进行图像识别。通过机器
学习，计算机基本上已经可以独立完成这项工作。就其本身而言，它已经能够确定要寻找的模式或视觉特征的细节。机器学习实

现这些目标的能力令人赞叹！但是这些与"具备思考能力"完全没有关系。
  人工智能是让计算机像人一样思考，模拟人的认知。现在，我们对自己的大脑任何运转尚且知之甚少。而试图通过一个神经
元接一个神经元的复制大脑，就如同科幻小说中用到“倘若”这个词一样，纯属白日做梦。内省（当你思考自己如何思考的时候）
是一件有趣并且重要的事情，但是最终我们也无法得知自己的头脑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前面我们说过机器学习是依托于数学，而数学是非常严谨的，那么数学上是否能证明强人工智能是不可能达到的呢？很遗
憾，现在还不能证明它达不到，不过也无法证明它能达到。在这种情况下，才让资本有了可乘之机，利用AI噱头欺骗大众已到达
获利的目的。

   事实是，“人工智能”本身就是一个谎言。只要使用这个流行语，就像在说技术的进步正在向人们预料的方向发展。为了获得
像人一样的“常识”，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目标，但也只不过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承诺。
  就如最近火爆的AI学生：华智冰。华智冰智商和情商双高，可以作诗、作画、创作剧本杀，还具有一定的推理和情感交互的
能力。 清华大学宣称第三年就会在认知上超越人类，具备人类的智能。我们就看2023年的结果吧。其实和小度、小艺、小爱和
Siri等智能语音助手一样，华智冰只是一个加强版的语音助手，但是被过度宣传，引发大众恐慌，认为AI要取代人类了，《卫
报》曾报道过一篇文章《人工智能：我们就像孩子们玩炸弹》，《新闻周刊》也报道过《人工智能即将到来，它可以淘汰人

类》。霍金一直坚持他自己的观点：人工智能是人类的终结…对任何人来说，正式定义包括人类认知在内的“智力范围”是无法达
到的。因此这些担心纯粹杞人忧天。

  至于华智冰所谓的创造也是基于已有的数据，在一定规则下的随机组合。当神经网络模型过于庞大的时候，有些细节我们无
法详解掌握，所以当结果出乎我们意料时，其实是在情理之中。并不是机器产生我我们所说的认知智能和自我意识。即使它可以

做到理解人类的语言，通过图灵测试，就像前面的结论一样，它依然不具有自主意识。

   是时候让术语“人工智能”终止了。流行词“人工智能”弊大于利。在一定程度上，它有时可能有助于宣传，但至少在同样程度
上，它误导了大众。但是也不乏有干实事的企业，我了解的阿里巴巴达摩院(阿里达摩院)里面每一项都是顶尖科技，它的定位就
很清晰，AI仅仅是辅助人类处理问题，而无法达到人类智能的高度。
  当然，本文最终目的还是希望不是这个行业的人不要被各种AI宣传所误导，公司拿着AI的幌子骗消费者，学校拿AI的幌子骗
经费。你只要记住，人工智能永远只是辅助人类处理和解决问题，是不可能成为超越人类的存在的。

   当然机器学习内容包含很多，本文无法详解展开。推荐邱锡鹏的《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这本书我粗看一下写的清晰有
条理，最重要是比较新，有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在公众号：极客随想极客随想，内回复消息：深度学习深度学习。即可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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