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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人工智能概念在前几年爆发热潮以来，标签为

人工智能的产品就比比皆是，小音箱、智能门锁、翻译

器，都成为商家手里的人工智能“武器”。但事实上，很

多产品只具备简单的智能功能，和人工智能概念下的

使用场景还差得很远。然而，对于不少普通消费者来

说，根本分不清到底哪些是真正的人工智能，哪些只是

普通智能。7月30日，在北京商报社主办的首届人工智

能应用场景沙龙上，有关专家指出，普通智能和人工智

能让普通消费者去感知的临界点，在于能不能不断、快

速地进行相应的演化以及有没有自主学习能力。

智能是个筐

智能手机诞生后，似乎不管什么类别的产品，都

喜欢在前面加个“智能”的前缀。北京商报记者在淘宝

和京东上搜索“智能”两个字，发现搜索结果五花八

门，有智能机器人、智能音箱、智能呼啦圈、智能玩具、

智能开关、智能家居、智能插座等。

自从人工智能概念在几年前爆火，企业们彷佛找

到了新的财富密码，纷纷在自家产品前加上“人工智

能”四个字，形形色色的产品被冠上了人工智能的标

签。在电商平台搜索“人工智能”，有智能音箱类、早教

机、摄像头、智能机器人等，最多的是智能音箱。

当然，市面上以人工智能为宣传点的产品不止智

能门锁、翻译工具、智能空调、智能电视、智能灯等to

C端的产品，还有toB端的医疗机器人、机器人服务

员、自动驾驶汽车、智能仓库等。

一个人工智能的概念，有数不清的产品和眼花缭

乱的场景。然而，对于大部分消费者来说，并不了解普

通智能和人工智能二者的区别。有消费者对北京商报

记者表示，“一个简简单单的蓝牙音箱，厂商也标榜是

人工智能产品，其实功能非常有限，简单的天气预报、

搜索歌曲等，远远达不到人工智能的标准”。

北京电子电器协会会长武建宝也举例称，现在很

多家电厂商声称自己的产品是智能家电，有的智能空

调可以远程控制，根据房间、人员位置、人数多少，通

过雷达系统识别出来，控制风力风量，有些只是简单

功能，不能够称其为人工智能。

产业大竞速

这背后，是人工智能产业的爆发。天眼查专业版

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近130万家经营范围含“人工智

能、机器人、数据处理、云计算、语音识别、图像识别、

自然语言处理”，且状态为在业、存续、迁入、迁出的人

工智能相关企业，其中，八成以上成立于五年之内。人

工智能相关企业最多分布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有近47万家，占比37%；其次是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有近31万家，占比24%。

“今天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的时代，随着人工智

能和物联网、大数据新技术融合，尤其在5G推动下，

人工智能将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

智能化加速跃升，人工智能在与其他学科融合中将进

一步释放积蓄的巨大能量，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跃

升。”武建宝说。

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各大领域的应用也在拓展

中。比如成立于2017年的千种幻影，是一家驾驶人安

全意识培训与行为训练全流程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

商，其沉浸式智能驾驶培训系统在国内唯一实现从科

目一到科目四教学任务覆盖，产品效果获得交通部公

路研究院论证，并在驾培行业唯一主板上市公司东方

时尚广泛应用，目前在北京核心区域有24个学习中

心、驾驶体验班，前期原地驾驶科目二场地以及安全

课件都可以在学习中心完成。

而旷视科技今年推出了基于全自研的AI一体化

边缘设备解决方案，并表示未来将积极在城市物联

网、供应链物联网领域推进软硬一体的解决方案，实

现从“软到硬”的AI科技公司转型。

“交互、感情、温度才是AI”

从技术方面来分析，千种幻影创始人张雷认为，

到底是普通智能还是人工智能，取决于这个产品或者

这项技术是不是在不断、快速地进行相应的演化。“它

不应该是线性增长，凡是线性增长的东西就不算人工

智能，人机牢牢结合在一体，相互交互、相互学习，产

生记忆、产生感情，制造出温度，这才是人工智能。”

从交互的角度来看，猎豹移动副总裁李婷指出，

普通智能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自动化，普通智能和

人工智能在交互方式上有一定的不同。“如果一个人

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大家可能会说是人的问题，但如

果一个机器人不够智能，大家就会说是机器人的问

题，这就是二者在交互模式上最大的区别，人工智能

是机器适应人，不是人适应机器。”

“我们把AI分成两个步骤，第一个是训练端，通过训

练才能把AI模型训练出来，第二个是推理端。传统（普

通）智能和人工智能最大的差别是看决策过程到底是逻

辑化还是推理化，即使我们用到专家系统或者机器学

习，如果最后发现决策依据不在原本已有的知识体系

下，这样的智能还是一种传统智能。人工智能能够脱离

原有逻辑体系和决策树，在决策树不能涉及的情况下依

然能够举一反三推理出当前的决策结果，这个是人工智

能。”旷视企业业务事业部产品营销总监乔梁说。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技

术创新应用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在日前举办的世

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工信部部长肖亚庆这样说

道。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存在一些症结，比如数据

安全保障、商业应用变现等，这些都是在日后的行业

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量质博弈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已经形成覆盖基础层、技术层

和应用层的完整产业链和应用生态。根据此前中国人

工智能产业2020年年会上发布的《2020年中国人工

智能发展报告》，在过去10年里，全球人工智能专利申

请超过52万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我国人工智能

专利申请量为38.9571万件，居世界第一，是排名第二

的美国申请量的8.2倍。

据今年3月发布的《斯坦福2021年AI指数报

告》，中国AI期刊论文引用数量已超过美国。IDC在

6月发布的《中国人工智能软件及应用市场研究报

告-2020》显示，中国人工智能软件市场规模在

2020年达到230.9亿元，仅次于美国。按照目前这个

发展趋势，中国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追上美国，将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国内，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等都是

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头部企业，比如百度的自动

驾驶技术、字节跳动的算法等，而旷视科技、科大讯

飞、商汤科技等属于专门的人工智能企业。

和过去相比，中国现在的创新环境是前所未有

的，且具备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必须适应“从0到1”

的创新。北京商报总编辑助理韩哲在“首届人工智能

应用场景沙龙”上这样说道，“中国之所以是世界工

厂，是因为整个供应链比较完美地解决了专业和弹性

这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矛盾，从0到1固然难，从1到

100的创新过程也并非易事，没有超大规模市场的助

攻，很多创新就只能束之高阁”。

数据脱敏

这几年数据安全备受关注，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让人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新技术、新产业，同时也

意味着更多的个人信息给到企业换取服务。值得注意

的是，几乎没有企业孤立地给消费者提供服务，每家

公司都有众多的产业链伙伴。360创始人、董事长周鸿

■此前曾直言，当数据积攒到一定程度，量变产生质

变，数据的安全和国家安全会建立直接的联系。

那么，在数据安全这个层面，人工智能企业是

如何考虑的呢？李婷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在人工

智能里，数据的价值基本上就是提升服务效率，并

辅助决策一些效率性的工作。李婷说，“对服务机器

人来说，数据大部分是脱敏的，商场场景里大概知

道用户画像就可以，需要判断做定向推荐时，比如

推荐汉堡王这样的品牌，通过用户画像做定向推

送。数据帮助我们解决服务效率的问题，而不是监

视或者制约行为”。

讲到数据脱敏，乔梁指出，AI算法训练基于大量数

据，这些数据需要被人工标注之后才能训练出算法模

型。“我们现在的一个新技术是实现客户侧算法自学

习，不再需要把客户数据通过人工进行标注，数据不需

要进行任何对外传输，在现场可以进行算法自学习。”

至于驾驶培训行业，张雷说，无论是交通部还是公

安部，对于驾驶人的行为数据、学习过程，在很早之前

就有规定，同时又结合现在产生更多有价值的行为数

据。“本身我们集团公司是A股上市公司，按照信息合规

合法性自我约束，同时和合作伙伴做好一系列建设。”

商业变现

如果说数据安全问题是大众对人工智能的担忧，

那商业变现问题就是行业自身的难题。

人工智能产业创新联盟秘书长安晖发表报告显

示，全球近90%的人工智能公司仍处于亏损状态，中

国AI产业链中90%以上的企业也处在亏损阶段。

以“CV四小龙”为例，2017-2019年，依图科技亏

损分别达到11.68亿元、11.66亿元和36.43亿元；云从

科技净利润亏损1.24亿元、2亿元和17.63亿元。

李婷感慨：“过去最怕人家把我们当作卖硬件的

公司，因此猎豹移动提出一个概念———AI+软件+硬

件+服务等于服务机器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走了很

多弯路，比如做语音交互类机器人，是因为它更能够

被大家感知到，现在有超过1000家商场有我们的机器

人，但是在如何变现这件事情上，我们在商业化模式

上也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探索。”

文渊智库创始人王超坦言，人工智能的发展确实

看到一些成效，但现在的一些人工智能应用很难产生

比较可观的现金流和利润，所以头部的几家AI企业上

市都遇到了挫折。“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商业价值，AI公

司这两年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瓶颈，一些熬不过去的

公司会淘汰。当然，在资本的催生下，有一些好的公司

会留下来，一些技术会迭代，但我认为这是下一个时

代的事情，目前AI行业还处在一个演变的过程之中。”

不过，武建宝提出，“虽然人工智能很热，这个行

业取得的商业收益不是特别明显，还没有到爆发的时

候，但要充满信心，也要有耐心，特别是对于投资方”。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

《AI应用场景报告》：AI不虚所见即所得

AI安全如何保障

AI之于算力时代，就像灯泡之

于电力时代， 现在看微不足道，彼

时却能改天换地。我们正在打开AI

的应用场景， 争论拐点是否到来，

质变何时发生。7月30日，北京商报

主办“首届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沙

龙”，与企业领袖、专家学者脑力碰

撞，寻找答案。

与此同时，《AI应用场景报告》

特刊应运而生，以“AI不虚，所见即

所得”为主题，围绕人工智能的定

义、症结、策略、案例和数据，以调

研精神、辩证思维对AI应用场景抽

丝剥茧，以飨读者。

AI与普通智能区别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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