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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从技术角度讲，当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发展到了哪一
阶段？

A：生成式人工智能其实是信息赛道的一部分。最早是无序
的数据，此后经过有效的存储收集整理后变成信息，这一阶段的信息
更多是单向的。后来经过演变，逐渐衍生出反馈的过程，但更多还是
属于信息提供给人，然后由人来判断决策的性质。再往后就是交互式
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了，这两种方式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生成式人工
智能“自己有大脑”了。

但我们也无需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神化， 虽然它能够对你进行经
过“思考”后的主动反馈，但这种反馈依旧是建立在信息的收集和整
理基础上，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这个过程无法改变。从这个意义上看，
虽然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对于之前的阶段是一个跨越， 但其自身仍会
有不断循序渐进的提升过程。

Q：自ChatGPT走红之后，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也成为
了热门话题，对此您怎么看？

A：最初流水线上的机器人已经替代不少人工了，那时候我
们尚且能说机器人只会执行机械的指令，越是简单、重复性的工作就
越容易被替代已经成为共识。但现在“GPT们”衍生了更多的功能，比
如情感陪伴等，也势必会产生更大的替代问题。我相信技术会不断进
步，但我也认为，未来也一定会有一天，人们发现人工智能不能再无
限制发展了。

这有点像金融市场上新出的衍生品， 没有看清风险的时候自
然就会受到追捧。金融的本质是对风险定价的交易，当你定性地识
别到了风险的因素factor， 同时还能量化每一个因素带来的影响
大小， 那就一定能够控制该风险。 但遗憾的是， 对于人工智能来
说，目前对于风险的定性和定量的评估，人类似乎都还处于无法准
确评估的阶段。

Q：目前投资领域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态度是怎样的？

A：贝克在投资中有一个原则：审慎进取、成就伟大。我们
有一套完整的流程，包括行研、司研和投研，遇到一个项目，先做
行业研究， 看清楚赛道的宽度、 成长性以及红蓝海， 再做公司研
究，找到它的核心优势和护城河，判断它是否能够做到行业里的前
三。最后是投研，包括估值、交易结构、风控、投资预期、退出条款
等。外界之所以会产生对人工智能领域“热钱涌动”的感觉，主要
是因为在美国存在海量资本相当程度的追捧式投资。 这是完全不
一样的投资逻辑。

贝克有投过一些AI领域的企业，但具体要投多少，是必须要仔细
评估其与产业发展落地紧密相连的程度。 我们不想去碰那些看不清
应用场景的标的， 实话说虽然我们能够判断人工智能有其技术的先
进性，但对于行业落地方面，我们似乎还没能完全弄清楚、看明白。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Q：大脑的复杂具体体现在哪里？脑疾病领域数字诊疗能够
发挥怎样的作用？

A：我们经常会说，人类科学最后的疆域有两个，一个是浩瀚的
宇宙，还有一个就是人类的大脑。大脑的工作主要依靠神经元，神经元之
间的连接和信息传递决定了我们的感知。 人脑大约有1000亿个神经元，
宇宙中的恒星数量大概也是这个量级， 而且每个神经元之间还有8个突
触作为链接，复杂程度可想而知。

在临床上，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疾病，本质上是大脑出现了问题，就
像抑郁症，并不是心理上的问题。但因为大脑工作的原理太复杂，到底是
怎样的问题导致了抑郁症的出现，也就是说疾病的靶点在哪，目前我们仍
旧没有答案。精准医疗是找到一组最适合病人的治疗手段，在临床上就是
要找到“抑郁症们”背后的根源，也就是大脑哪个地方出了问题，这才是脑
疾病精准医疗最需要致力的方向。

Q：目前脑脑科技在与医院的临床合作中取得了哪些成果？

A：去年，脑脑科技成功成为北京脑科学临床转化的重点项目，
与北京安定医院合作在抑郁症领域开展精准诊疗。

所谓的精准诊疗，其实利用的就是多维多组学的方法。通常一个维度
的数据很难解释大脑疾病的原因，多组学就像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多模态，
能够融汇影像、语言、基因蛋白甚至患者行为监测等方面的数据，最终汇
总起来形成患者立体化的数据刻画，也就是脑疾病领域的数字孪生。目前
很多脑疾病的治疗手段就像是漫无目的的扫射， 在数字孪生的基础上找
靶点，再针对靶点做治疗，就相当于给治疗找“靶子”，这也是多维多组学
精准诊疗的主要发力点。

Q：您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将如何赋能脑科学？将在解决脑疾病方
面发挥怎样的作用？

A：人们对于高维度的事物是很难理解的，大脑就是这样一个高
维度的脏器，但它同时也给我们输出了大量的数据，如何处理、解读数据
成了最大的难点。

包括一些药物的治疗效果在内， 医学的发展其实得益于工业革命后
统计学的发展。 但大脑本身十分复杂， 不同个体之间又存在明显的异质
性，想在脑疾病领域找到治疗组比安慰剂组更有效的结果，是很困难的事
情。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单单是这组人如何定义，就需要大量的数据及算
法分析支撑，这时候人工智能就能够发挥作用了。

整体而言，人工智能对脑科学的影响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
基于多维多组学方面的信息采集，动辄是千万级的，人工智能其实就是
在帮助我们对数据做“降维”，这是人工智能给脑科学的最大帮助。第二
阶段就是应用端，能否帮助我们优化决策方案，找出优于传统经验的预
测结果。

第三阶段强调的就是系统性，帮助我们做预测。当然这种预测本身也
是双刃剑，但至少在效率问题上，人工智能能够帮助我们优化和提升决策
上的效率，特别是在中国医疗供给侧严重不足的情况下。

我相信，未来脑疾病一定是脑科学、临床医学及人工智能等几个学科
的交叉，才有可能解决人类脑疾病的问题。

未名脑脑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CEO高妍

越来越多疾病
本质是大脑出现问题

贝克资本创始人、董事长、CEO张克

无需神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

大脑是公认的最复杂、 最难理解的系统，基

于这种复杂性，以脑为圆心的脑科学也被认为是

生命科学最尖端、最前沿的领域。在5月26日的

中关村论坛上， 未名脑脑科技有限公司CEO高

妍也对北京商报记者分享了她对于脑科学、 脑疾病

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精准诊疗等方面的诸多看法。

开年至今，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稳

占科技圈“C位”。对于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以及投资现

状，5月27日，在2023中关村论坛期间举办的Chat-

GPT与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交流会上，贝克资本创始

人、董事长、CEO张克也给出了他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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