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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 

Nature：科学家成功绘制出大脑神经细胞“地图” 有望帮

助开发治疗神经变性等疾病的新型疗法 

最近，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Nature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弗莱堡大学的科学家们通过

研究开发出了一种新型模型来解释大脑如何储存一些“有形事件”（tangible events）的

记忆，这种模型的开发主要基于一项实验，在实验中研究人员让小鼠置于虚拟环境中让其寻

找一个可以获得奖励的地方。 

 

图片来源：Thomas Hainmüller, Marlene Bartos 

向前走几步，停下来，环顾四周；在电子游戏的世界里，描绘四米长的走廊的墙壁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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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和蓝色的图案方块所组成的，地板上有绿松石色的圆点。在不远处，地板上有一个像饼

干一样的棕色圆盘，这就是奖励地点的符号，小鼠的目标就是到达那里，随后符号就会消失，

而下一块饼干会迅速出现在走廊的更远处，小鼠通常会被一些监测仪所包围，如果其到达奖

励地点，研究者就会用吸管给它一滴豆浆，并刺激小鼠形成对虚拟世界的记忆，而如果小鼠

要想知道何时以及在何地会获得奖励的话，它还必须学会如何在视频中定位自身并且区分不

同的走廊。 

用特殊的显微镜观察大脑 

研究者 Thomas Hainmuller 表示，随着小鼠开始慢慢了解到自己所处的环境，我们就

能够利用一些特殊的显微镜来从外部观察其大脑，并将其大脑中神经细胞的活动记录下来，

在现实中，小鼠的头部会在显微镜下相对静止，而在视频游戏的虚拟世界中缺失可以来回活

动的；而在录音记录中，一旦被激活小鼠的遗传修饰后的神经细胞就会闪烁。目前研究人员

正在利用该方法来调查小鼠机体大脑记忆提取和分类的分子机制，基于这种方法，研究者就

能够观察并且对比大脑记忆形成过程的不同阶段神经细胞的活性。 

神经细胞编码的地方 

称之为海马体的大脑区域在记忆形成过程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文章中，研究者表示，

海马体中的神经细胞能够制造出一张虚拟世界的图谱，而其中就包含虚拟世界中编码实际位

置的单一神经元。早期研究结果显示，人类海马体中的神经元能够以相同的方式在视频游戏

中进行编码；让研究人员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在海马体中发现了非常不同的细胞图谱，在某

种程度上，其就能够提供小鼠在走廊中的大致位置，同时研究者还考虑到了时间和环境因素，

最重要的就是小鼠所在的走廊位置信息。 

更好地理解大脑的记忆形成 

最后研究者表示，我们所提出的模型能够帮助解释海马体中神经细胞的活性如何绘制出

http://news.bioon.com/tags/%E8%A7%86%E9%A2%91/
http://news.bioon.com/tags/%E8%A7%86%E9%A2%91/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zhong-guo-ren-qun-ying-yang-he-yi-chuan-yin416058.html
http://news.bioon.com/tags/%E8%A7%86%E9%A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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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事件的空间、事件和内容等信息，相关研究或能帮助更好地理解大脑记忆形成效应中的

生物学机制，从长远角度来讲，本文研究结果还能帮助研究人员开发治疗神经变性和精神性

疾病患者的新型疗法。 

原始出处： 

Thomas Hainmueller, Marlene Bartos. Parallel emergence of stable and 

dynamic memory engrams in the hippocampus. Nature, 2018; DOI: 

10.1038/s41586-018-0191-2  

来源：生物谷 

MIT 新算法：自动驾驶汽车学会更安全，更主动地变道 

在自动驾驶汽车领域，变道算法一直是研究焦点之一。目前的变道算法有两大缺陷。要

么，它们依赖环境的详细统计模型，既难以构建，反应速度也不够快；要么，它们太简单，

以至于只能做出过于保守的决策——永远不变道，这同样无法接受。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8-0191-2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8-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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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举行的国际机器人和自动化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Robotics and 

Automation）上，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实验室（CSAIL）的研究人员展示

了一种新的自动驾驶汽车变道算法。该算法较简单算法，能更主动地进行变道，但是只依赖

于当下的环境信息——周边其他车辆的行使速度方向和大小，无需复杂的统计模型。 

CSAIL 博士后和论文第一作者 Alyssa Pierson 表示，该算法的设计思想是用尽可能

少的信息做出变道决策——就像人类驾驶员那样。 

团队负责人 Rus 表示，最好的解决方法当然是对从保守到主动的各种变道风格建模，

当然还要考虑安全空间。 

自动驾驶汽车避障的标准算法是计算周围其他车辆周围的安全空间。安全空间不仅描述

了各辆汽车当下的位置，还必须对它们将来的位置进行短期预测。因此，变道决策实际上是

一个计算车辆的安全空间的问题。 

基于描述路况的数学模型，可以检验变道算法的避撞性能。安全区的计算很耗时，因此

算法一般会提前计算并存储各种典型情况下的安全空间，然后在行使时，根据感知到的当前

环境，调用对应的安全空间参数。 

然而问题在于，当道路上车速足够高，且密度足够大时，保守的预先计算会认为没有足

够的安全空间。此时，自动驾驶汽车只能一直不变道，但是人类司机却可以在这种情况下轻

松变道。 

MIT 新算法的改进在于：如果当前的默认安全空间模型导致汽车的变道能力低于人类

驾驶员，则系统会实时计算新的安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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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算法的关键是设计足够高效的算法来计算安全空间，否则无法应对多变的路况。研究

人员基于高斯分布，描述了车辆的当前位置、车辆长度和其位置的不确定性。 

接着，基于车辆速度方向和大小的估计，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 logistic 函数。高斯分

布和 logistic 函数的乘积，使得高斯分布的峰值向汽车的运动方向偏移，速度越快，偏移

幅度越大。 

偏斜分布定义了车辆的新安全空间。该数学描述足够简单，只有几个变量，因此完全可

以进行实时计算。研究人员在有几百辆汽车的模拟环境中，测试了 16 辆自动驾驶汽车的

避撞性能。 

Pierson 表示：各辆自动驾驶汽车之间没有通讯联系，只依靠各自的算法进行变道和避

障。每辆自动驾驶汽车使用不同的风险阈值，生成不同的驾驶风格，相当于保守和主动变道

的人类司机。静态算法的预先计算安全空间只能允许保守驾驶，而新算法对主动变道的支持

程度大得多。 

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维特比教授 Daniela Rus 、航空学副教授 Sertac Karaman、

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研究生 Wilko Schwarting 也参与了该工作。丰田汽车研究所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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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研究实验室为该研究项目提供了部分资助。 

来源：DeepTech 深科技 

“穿墙识人”，MIT 人体姿态估计系统创历史最高精度！ 

人体姿态估计是计算机视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生活中也有着广泛的应用场景，

比如安防、自动驾驶、智能家居等等。不过，在实际应用中，基于视觉或者说基于可见光的

人体姿态估计有一个重大的局限，那就是障碍物遮挡——光线无法穿透书柜、墙壁等不透

明的物体，如果身体被遮挡就无法去估计。 

在一项最新的研究中，MIT 人工智能实验室（MIT CSAIL）团队，设计了一个基于 Wi-Fi

的人体姿态估计系统，能够穿透墙壁进行精确的人体姿态估计，取得了 Wi-Fi 人体姿态识别

的历史最高精度。这项工作大大拓宽了人体姿态估计系统的适用范围，有很强的应用价值。  

相关的研究论文已经被 CVPR 2018 接收，作者是 Dina Katabi 教授和她的博士生赵明

民(论文第一作者)、MIT 教授 Antonio Torralba、博士后 Mohammad Abu Alsheikh、博

士生黎天鸿、田永龙和赵行。他们将 CVPR 2018 上展示这项工作。 

 

MIT CSAIL 最新研发的 Wi-Fi 人体姿态估计系统，能够穿墙透视。来源：MIT CSAIL 

穿墙透视，用 Wi-Fi 识别人体姿态 

人体姿态估计，就是将一幅图像或一段视频中，人的头、手、躯干和腿部关节点位置恢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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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出来，做出一个由关节点构成的骨架。 

MIT 的 WiFi 人体姿态估计系统，在人走到墙后时也能提取关键点，生成人体姿态关节

点骨架。最上面一行是 RGB 图，中间是置信点图，最下面一行就是关节点骨架。 

当有遮挡物存在时，过去常用的方法是推断，也即设计算法根据看得见的部分去推测被

遮挡的身体部分的情况。但是，由于人体是在不断在运动的，推断很容易出错。此外，当一

个人完全被遮挡，比如说走到一堵墙的后边时，这种方法就行不通了。 

MIT CSAIL 的团队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他们的出发点很简单：如果可见

光会被这些障碍物阻挡，那么就改用其他信号。无线信号，比如 Wi-Fi，就能穿透墙壁，而

且 Wi-Fi 还有一个好处是会被人体反射，非常适合用来进行“穿墙”人体追踪。 

但是，过去的 Wi-Fi 系统虽然能穿墙找到人的位置，或者生成一个大致的轮廓，结果还

是比较粗糙的，远远没有达到视觉人体姿态估计系统的精细程度，没有对人体关节部位进行

准确定位。 

为了解决无线信号精度低的问题，这一次研究人员使用了“AI 教学”的方法。他们训

练了一个神经网络，让这个神经网络从无线信号中学习并估计人体姿态。 

AI 教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不过，这里又遇到了一个难点，就是如何为这个神经网络提供训练样本。基于图片或视

频的人体姿态识别系统，训练样本可以由人手工来标注。但在训练基于无线信号的神经网络

时，这个方法就行不通了，因为人看不见 Wi-Fi 信号，也无法从无线信号中看出人的姿态，

更无从教会神经网络了。 

 “我们的解决方法是跨形态的监督学习。”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MIT 博士生赵明民

告诉新智元：“这里面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同时采集图片和无线信号，并使用基于图片的

神经网络来训练基于无线信号的神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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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使用一个基于图片的神经网络来做“老师”，另一个基于无线信号的神经网络

来当“学生”。老师看图片知道里面的人体姿态然后告诉学生，学生则需要学会从无线信号

中也找到同样的结果。通过这样的方法训练出来的“学生”神经网络，就具备了利用无线信

号识别人体姿态的能力。 

很有趣一点，“学生”神经网络不仅学会“老师”教他的内容，还学到了“老师”都无

法做到的事情，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虽然“老师”示范的都是没有障碍物的情况，基于

无线信号的“学生”也学会了在有障碍物的情况下估计人体姿态，甚至是穿墙透视。 

他们新提出的这个系统，名叫 RF-Pose，可以解析无线信号并从中提取出精确的 2D 人

体姿势，即使有墙壁遮挡也一样。下面的视频展示了 RF-Pose 人体姿态估计跟踪实例。 

创下 Wi-Fi 人体姿态识别史上最高精度 

RF-Pose 展现出了十分优秀的性能：能够穿墙透视，用于光线昏暗的场景，即使在没

有遮挡物的情况下，它的精度也与当前性能最优的基于视觉的系统相当。 

RF-Pose 超越了当前最好的基于视觉的人体姿态估计系统：第一行是 RGB 图像；第二

行是 RF-Pose 的结果，这是仅从无线信号中学习到的人体骨架；第三行是 OpenPose 的结

果，这是当前性能最好的基于视觉的人体姿态估计系统。在有遮挡、光线昏暗等场景中，

RF-Pose 性能明显更优。来源：研究论文 

RF-Pose 的结构示意：由学生和老师两个神经网络构成。上面是“老师”神经网络，

提供训练监督，下面是“学生”神经网络，仅使用 RF 热图提取人体姿势。在训练过程中，

系统使用同步的无线信号和视觉输入，从视觉流中提取姿态信息，并使用这些信息来指导训

练过程。训练完毕后，网络只需使用无线信号进行姿态估计。其结果是，该系统只需利用无

线信号来估计人体姿势，而不需要人类标注作为监督。来源：研究论文 

除了跨形态监督之外，RF-Pose 的设计还考虑了 RF 信号的内在特性，包括低空间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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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人体在穿过墙壁时对 RF 频率的镜面反射，以及 RF 信号与监控视频流在表示和透视上

的差异。 

研究人员利用在校园周围公共环境中收集的数据来训练和测试 RF-Pose。这个数据集

包含数百个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室内活动：走路、坐、走楼梯、等电梯、开门、和朋友聊天

等。他们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测试和训练，以确保网络能够推广到新的场景。 

此外，实验结果还表明，从 RF 信号中学习到的人体骨架，能够准确地反映一个人在移

动时的特征。研究人员进行了一个实验，他们训练了一个 CNN 分类器，让这个分类器基于

RF 骨架识别人群中的某个人，发现准确率可以达到 83%以上。 

赵明民表示，这项研究有很多应用前景。很多疾病，例如帕金森、老年痴呆，都会反映

在日常动作中，基于无线信号的人体姿态估计可以在家里，通过观察分析我们的动作来帮助

这些疾病的诊断治疗。 

在安防领域，受障碍物的影响，很多时候需要在各个角度安装很多设备，这时候无线设

备的穿墙能力就能发挥用处。 

无人驾驶也可以考虑结合视觉和无线信号来做感知。无线信号能更好的穿透雾等障碍，

能在极端天气和光照条件下提供鲁棒性。无线信号也可以提前帮助汽车判断障碍物后面是否

有行人。 

研究人员表示，未来他们计划进一步拓展这个系统，从 2D 到 3D，将无线感知与视觉

相结合，提供更丰富的信息。 

了解更多 

1. paper: http://openaccess.thecvf.com/content_cvpr_2018/CameraReady/2406.

pdf 

 2. project website: http://rfpose.csail.mit.edu/  

 3. Mingmin Zhao: http://people.csail.mit.edu/ming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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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Dina Katabi: http://people.csail.mit.edu/dina/ 

 5. Antonio Torralba: http://web.mit.edu/torralba/www/ 

来源：新智元 

MIT 新设备助力假肢技术迈上新台阶，“人”“机”交融或

不再是梦 

正常人即使闭上眼睛，也可以准确地感知肢体的位置、速度和扭矩。这种感觉被称为本

体感受，可以让人们精确地控制自己的身体动作。 

尽管近年来人体假肢有了显着的改进，研究人员仍然无法让假肢也有这种本体感受，这

也限制了患者准确控制假肢运动的能力。 

日前，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极限仿生学中心（Center for Extreme Bionics at the 

MIT Media Lab）的研究人员已经成功开发出一种新的神经接口通讯模式，能够将动作指

令从中枢神经系统发送到机器假肢，并将假肢关节运动的本体感受反馈回中枢神经系统。 

 

图丨医生通过手术，在患者的假肢中加入了两个主动肌-拮抗肌神经接口设备（A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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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与机器踝关节连接，另一个与机器距下关节连接 

这种被称为主动肌-拮抗肌神经接口（AMI）的新模式，通过一种新的假肢手术实现，

并在假肢中保留了动态肌肉反馈系统。麻省理工学院对 AMI 进行了广泛的临床试验，并第

一次成功为布莱根妇女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Faulkner Hospital）的一名患者

实施了手术。  

发表在 5 月 31 日“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上的一篇论文中，研究人员

描述了膝关节截肢患者首次实施 AMI 手术的例证。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媒体艺术与科学教授、论文作者兼项目总监 Hugh Herr 

的说法，这篇论文首次阐述了假肢有了的关节位置、速度和扭矩等本体感受信息，而且这些

信息能从假肢传回中枢神经系统。 

医生通过手术，在患者的假肢中加入了两个主动肌-拮抗肌神经接口设备（AMIs）:一

个与机器踝关节连接，另一个与机器距下关节连接。 

这种被称为主动肌-拮抗肌神经接口（AMI）的新模式，通过一种新的假肢手术实现，

并在假肢中保留了动态肌肉反馈系统。麻省理工学院对 AMI 进行了广泛的临床试验，并第

一次成功为布莱根妇女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Faulkner Hospital）的一名患者

实施了手术。  

发表在 5 月 31 日“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上的一篇论文中，研究人员

描述了膝关节截肢患者首次实施 AMI 手术的例证。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媒体艺术与科学教授、论文作者兼项目总监 Hugh Herr 

的说法，这篇论文首次阐述了假肢有了的关节位置、速度和扭矩等本体感受信息，而且这些

信息能从假肢传回中枢神经系统。 

Herr 说，“当患者想要移动仿生脚踝时，信号映射到仿生脚踝的 AMI，实现前后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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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信号通过神经系统反馈传递到大脑，使截肢者能够实际感觉到仿生脚踝正在移动的角度

和范围”。 

论文第一作者 Tyler Clites 认为，解码神经系统内本体感受的电子信号是非常困难的。 

Clites 说，“通过这种方法，我们不需要创建电子信号，而让生物传感器发出电子信号，

这些传感器能将机械拉伸转化为电信号，大脑就可以将其翻译为位置、速度和力量的感觉。” 

来自波士顿布莱根妇女医院的一名患者，成功接受了第一例 AMI 手术。手术由论文的

作者之一、外科整形医生 Matthew Carty 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科学家主刀。 

在这项手术中，医生在膝下截肢患者的假肢中加入了两个 AMI，其中一个控制假肢踝

关节，另一个控制距下关节。 

Carty 说，“为了让这种新型假肢发挥作用，我们需要将该接口程序与假肢结合起来，

才能实现新假肢的附加功能。协作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该接口程序的设计决定了机器假肢的

设计，反之亦然。” 

为此，麻省理工学院开发了一个先进的假肢，并在手术中，将其通过 AMI 肌肉上的电

极与患者的周围神经系统电连接。  

手术后，研究人员比较了 AMI 患者与经历了传统膝下假肢手术的四名患者的运动。 

他们发现 AMI 患者对假肢的运动控制更稳定，并且比传统假肢患者的运动更有效。他

们还发现，AMI 患者表现出了很快的自然反射行为，例如在走下楼梯时将脚伸向下一级台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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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为对于正常人类是必不可少的，而所有经历传统假肢手术的人群不可能做的到。 

更重要的是，传统假肢患者感觉与假肢是脱离的，但 AMI 患者会感觉到仿生脚踝和脚

已成为他们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Clites 说，“这非常有意义，这位患者的大脑和脊髓已经适应了假肢，它们就像是原生

的一样，使假肢变得活跃。本体感受对于大脑适应假肢非常重要。” 

佛罗里达大学工程创新教授 Daniel Ferris 说，对于一个截肢的人来说，让假肢获得身

体感觉是很困难的。 

Ferris 表示“这是开创性的研究。患者对假肢有更好控制和反馈能增强他们的主观感

受。我希望创伤性假肢患者能接受这一手术，并为他们的假肢加入这一接口，这可以为患者

提供更高质量的生活。” 

之后，研究人员又对其他 9 名膝关节以下假肢患者实施了 AMI 手术，并计划将这一

技术移植到到膝关节以上、肘关节以下和肘关节以上假肢患者的身上。 

Herr 说：“以前，人类通过工具来使用科技。现在已经到了新的人机交互时代，我们设计

的东西能真正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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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DeepTech 深科技 

DeepMind：像哺乳动物一样走捷径的 AI 

 

大鼠利用大脑中的网格细胞帮助寻路，而人工智能已能完全再现这一能力。 

研究人员已经能够通过人工智能（AI）再现动物大脑用于空间寻路的复杂神经密码。这

一成果表明 AI 算法能够辅助传统神经科学研究来验证大脑运作的多种假设理论。但科研人

员也指出，目前 AI 尚无法取代神经科学家。 

这一寻路 AI 程序的详细情况发表在 5 月 9 日的《Nature》杂志上。该程序是由伦敦大

学学院的神经系统科学家和谷歌旗下Deepmind公司伦敦办公室的AI研究人员共同开发的，

它采用深度学习技术训练计算机模拟大鼠在虚拟环境中进行定位。深度学习是一种基于动物

大脑结构开发的 AI 技术。 

让研究人员意外的是这一程序自发产生了六边形活动模式，这与哺乳动物大脑中的寻路

细胞，也就是网格细胞的活动方式一致。现实动物实验显示网格细胞对大鼠进行空间定位具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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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作用。 

此外，计算机模拟大鼠能够熟练运用这种类似网格细胞的活动模式穿过迷宫，有时甚至

能找到捷径。 

“完全人工设计的计算机模型最后竟然能够模拟出自然生物学中的网格模式，这一点让

人非常吃惊。”挪威卡维利系统神经科学研究所的神经科学家 Edvard Moser 与 John 

O'Keefe 和 May Britt Moser 共同获得了 2014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因为他们发现

了网格细胞以及其它寻路相关神经元，如位置细胞、头部方向细胞等，这些细胞大都分布在

海马区附近。 

 “进一步分析深度学习系统的运作机制，明确研究人员是否发现了空间寻路的普遍计

算原理，将是非常有趣的研究。”慕尼黑大学计算神经科学家 Andreas Herz 说。 

深度学习虚拟大鼠 

深度学习网络是由多个相互连通的递归计算单元构成的网络。这篇论文的作者利用深度

学习网络来验证以下的假设：动物大脑通过网格细胞整合个体移动的速度和方向，从而判定

个体在空间中的位置。 

首先，研究人员采集数据训练算法，他们记录了虚拟大鼠在围栏内觅食时所采取的路径，

以及虚拟大鼠在移动时位置细胞和头部方向细胞的活动，但他们并未记录网格细胞的活动。

随后他们利用收集到的数据对深度学习网络进行训练以构建位置判断模型，随着研究的推进，

研究人员发现计算单元自发产生了类似网格细胞的六边形活动模式，这一模式与他们在动物

实验里发现的几乎一样。 

“我们的确曾经预期到可能会看到网格，但没有想到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伦敦大学学

院的神经科学家 Caswell Barry 说，他也参与了这项研究。“我在实验中曾多次看到过网格，

它们有着一种规律排列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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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系统中加入干扰会让计算单元的运作更接近实际的大脑神经元。研究人员发现只有对

网络系统做出类似微调的时候，类似网格细胞的活动才会出现。 

接着研究人员进一步检测虚拟大鼠可否利用该学习网络寻路。他们将虚拟大鼠放在一个

更大的迷宫里，要求大鼠能够学习到达特定的目的地。研究人员在原系统的基础上，还加入

了另一个记忆奖赏体系，这对学习过程是必须的。通过反复探索和实验，虚拟大鼠不仅能准

确地到达目的地，还能找到捷径，表现甚至超过执行相同任务的人类专家。 

研究人员发现，如果有意阻断网格模式的形成，虚拟大鼠就无法在迷宫中准确找到方向。

“去除网格细胞功能在动物实验中是无法实现的。”Barry 说。 

Andrea Banino 表示这次和神经科学家的合作鼓舞了 AI 研究。Banino 是 DeepMind

公司的研究人员，也是本研究的参与者之一。他还说：“目前的研究还只是在建立智能算法

的基础阶段，远达不到推广应用的水平。” 

研究人员认为 AI 能够辅助检验很多关于大脑运作的假设，但 AI 无法解释大脑如何以及

为何选取了某种特定运作模式。“我读到这篇论文的时候非常激动，看起来 AI 也许能够帮

助我们加速开展关于大脑寻路的研究。”Moser 说，“但是就目前来看，AI 仍无法取代神

经科学家的角色。” 

来源： Nature 自然科研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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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Mind 用元强化学习框架探索多巴胺在学习过程中的

作用 

 

最近，AI 系统霸占了很多电子游戏的榜首，比如雅达利公司（Atari）的经典游戏 

Breakout 和 Pong。尽管 AI 在电子游戏中的表现不俗，但其依旧依赖长时间的游戏练习，

才能达到或超越人类玩家。相反，我们很快就能掌握一款之前从未玩过的游戏的基本玩法。 

为何大脑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进步，这个问题引起了我们对于元学习理论

（meta-learning，也就是学会学习）的研究。普遍认为，我们的学习是基于 2 个时间尺

度的，从短期来看我们专注于学习具体的实例，但从长期来看我们学习抽象的技能或者要完

成一项任务需要的规则。两者结合可以帮助我们高效学习，并将这些知识快速和灵活地应用

到 新 的 任 务 中 。 在  AI 系 统 中 重 建 元 学 习 的 模 型 ， 我 们 称 之 为 元 强 化 学 习

（meta-reinforcement learning），已经被证明在推动快速、单次的智能体学习中非常有

效（参见我们的论文）。但是，是什么样的机制能让大脑内进行如此复杂的处理在神经系统

学科中依旧是个未解之谜。 

在我们最新的关于自然神经系统科学的论文中，使用了 AI 领域中的元强化学习框架，

用来研究大脑中多巴胺在我们学习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多巴胺——通常被认为是大脑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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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号——曾经被认为和 AI 强化学习算法中用到的奖赏预测误差信号有同等的功效。这

些系统在奖励的推动下反复试错，我们提出多巴胺的作用不仅仅是用奖励激励我们从过去的

行为中学习，它扮演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在前额皮质区域，让我们能高效、快速和灵

活地在新任务中进行学习。 

为了证实这个理论，我们虚拟重建了神经系统科学中的 6 个元学习实验，每个实验都

需要一个代理去完成任务，任务的底层规则都是一样的，在某些维度上会有所差别。我们训

练了一个递归神经网络（扮演多巴胺的角色），然后比较递归网络中的活动动态和在之前神

经系统科学实验中的真实数据。结果证明递归网络是很好的元学习代理，因为它们能够内化

过去的行为和观察结果，然后在进行多种任务训练的同事吸收这些实验。 

我们重建的实验之一被称为哈洛实验（Harlow Experiment），这个实验在 19 世纪 40 

年代被用来探索元学习的概念。在最初的实验中，向一组猴子展示他们不熟悉的 2 个物体，

挑选出其中的一个会被给予食物奖励。这 2 个物体会向他们展示 6 次，每次的左右顺序

都是随机的，猴子们必须学习到底哪个物体会给他们带来奖励。接下来还会有另外 2 个新

的物品展示给他们，同样只有一个物品会带来食物奖励。在训练的过程中，猴子们发现了一

种可以挑选到奖励相关的物品的策略：它们学着在第一次选择时随机选择，后面根据奖励反

馈情况选择哪个特别的物品，而不是根据左右位置进行挑选。这个实验证明了猴子可以内化

任务的底层规则，并学习抽象的规则架构，也就是事实上的学会学习。 

我们用一个虚拟电脑屏幕和随机挑选的图片模仿了一个非常类似的实验，我们发现我们

的元强化学习代理人和哈洛实验中的动物表现出了非常类似的行为，甚至展示之前完全没见

过的新图片时也会有类似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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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虚拟重建哈洛实验时，代理人必须将关注点转向它认为与奖励相关的目标。 

实际上，我们发现元强化学习代理人可在又不同规则和架构的多个领域的任务中，学习

快速适应。而且由于这个网络学习如何适应各种各样的任务，它也在学习如何高效学习的普

遍规则。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在递归网络中的大部分学习，都支持了我们的提案——多巴

胺在元学习过程中比我们之前认为的扮演更不可或缺的角色。传统上多巴胺被认为是在前额

叶系统中增强突触的连接，加强特定的行为。在 AI 中，这意味着多巴胺类似的奖赏信号，

在其学习正确解决问题的时候，改变了神经网络中人工突触的权重。 

但是，在我们的实验中，神经网络的权重被冻结了，意味着在学习过程中它们不可能被

改变，但元强化学习代理依然能够解决和适应新的任务。说明类似多巴胺的奖励不光被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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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权重，而且传达和编译了抽象任务和规则结构的重要信息，使得代理能够更快速地适应

新的任务。 

神经科学家很早就观察到了前额皮质中神经激活的类似模式，这种模式能快速适应并且

非常灵活，但是神经科学家们一直苦于寻找其背后的原理。前额皮质不依赖于缓慢的突触权

重改变去学习规则结构，而是使用抽象的基于模式的信息直接编码为多巴胺，这个解释看起

来更有说服力。 

AI 中引起元强化学习的关键组成部分同样存在于大脑中，在证明这个假说的过程中我

们形成了一个理论，不但和多巴胺和前额皮质的现有知识相符，也解释了神经系统科学和心

理学领域中许多的未解之谜。尤其是，这个理论为很多问题带来了启示，比如大脑中如何出

现结构化的、基于模型的学习，为什么多巴胺包含基于模型的信息，以及前额皮质中的神经

元如何接收学习相关的信号。人工智能的成果被应用到神经系统学科和心理学中，向我们展

示了一个领域可以为另一个领域带来的价值。展望未来，我们也预感神经系统学科和心理学

也可以反哺人工智能，在设计新的模型学习强化学习代理时，从脑回路特定的组织中获得指

导。 

这项工作由 Jane X. Wang，Zeb Kurth-Nelson，Dharshan Kumaran，Dhruva 

Tirumala，Hubert Soyer，Joel Z. Leibo，Demis Hassabis 和 Matthew Botvinick 共

同完成。 

《自然神经科学》杂志论文：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3-018-0147-8.pdf 

原文地址： 

https://deepmind.com/blog/prefrontal-cortex-meta-reinforcement-learning-s

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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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AI 前线 

Nature：科学家成功解读大脑构建的分子机制 

 

6 月初，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 Nature 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研究

人员通过研究发现了大脑构建的基本过程，这或许能帮助理解诸如自闭症和癫痫症等神经发

育障碍背后的分子机制。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回答了长期以来的一项进化上的谜题，即如

何在不同物种不同尺寸的大脑中维持不同类型脑细胞之间的精细平衡？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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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皮层是大脑中最大的区域，其主要负责机体多种高级化功能的展现，比如学习、建

议和极化未来行动的能力，大脑皮层中含有两种主要的大脑细胞类型：兴奋型和抑制型神经

元细胞，其能被简单地定义为“行动”和“不行动”神经元（no-go neurons）。 

兴奋型的神经元能够加工处理信息并提供指令告诉其它神经元该做什么，而抑制型的神

经元则会限制兴奋型神经元的活性，以便这些神经元无法同时发挥作用，过多的“行动”神

经元常常会导致癫痫症发生过程中神经元的过度兴奋，而过多的“不行动”神经元则会诱发

大脑的认知问题。 

研究人员阐明了，如何通过研究发育中小鼠的大脑组织来实现“行动”和“不行动”神

经元之间的准确平衡，在所有哺乳动物中这两类细胞的比率非常相似，这项研究发现或许也

适用于人类。 

研究者 Oscar Marín 教授说道，就像自然界许多基本事物一样，我们所发现的过程也

是非常重要的，这项研究填补了我们在对大脑如何构建的理解上的一个巨大空白，解释了大

脑皮层中兴奋神经元和抑制神经元如何随着哺乳动物的进化一直保持不变，这一过程在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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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大脑不断扩展方面至关重要。 

通过在小鼠胚胎发育期间对其大脑细胞进行操控，研究人员发现，一旦“行动”神经元

的数量被建立，“不行动”神经元的数量也会随之调整；研究者 Kinga Bercsenyi 指出，如

果我们把大脑活动想象成为对话，那么神经元为了进行对话就需要被彼此互联，在个体出生

后头两周，“不行动”神经元就能够感知其是否处于“单独”状态，如果其无法找到“行动”

神经元进行彼此对话的话，这种神经元就会死亡。 

研究人员发现，“行动”神经元能通过阻断 PTEN 蛋白的功能来拯救“不行动”神经元，

免于其死亡，编码 PTEN 蛋白的基因一旦发生突变就会诱发自闭症，这就表明，当 PTEN

的功能不正常时，就不会有足够的“不行动”神经元死亡，这就会干扰细胞类型之间的平衡，

从而促进某些自闭症人群大脑信息处理的问题。 

Fong Kuan Wong 博士说道，随着我们开始寻找对大脑发育至关重要的生物过程时，

我们也发现，干扰这些过程或许是诱发神经发育障碍的基本原因，而理解大脑皮层中不同神

经元细胞类型之间的平衡被干扰的分子机制对于后期开发治疗自闭症和癫痫症等疾病的疗

法或许至关重要。目前研究人员正在研究调查小鼠大脑中“不行动”神经元水平过高所引发

的后果，研究人员想通过后期更为深入的研究来阐明这些神经元数量过高与自闭症等人类疾

病发生之间的关联。 

参考论文： 

Fong Kuan Wong, Kinga Bercsenyi, Varun Sreenivasan ， et al. Pyramidal cell 

regulation of interneuron survival sculpts cortical networks. Nature volume 557, 

pages 668–673 (2018), doi:10.1038/s41586-018-0139-6 

来源：人工智能学家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8-0139-6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18-0139-6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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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新闻 

MIT 开发廉价闪存设备，处理图数据性能堪比服务器 

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CSAIL）的研究人员设计出一种设备，使

用廉价的闪存，仅使用一台个人电脑就能处理大量的图形，达到与数千美元的传统服务器一

致的性能。研究者认为，这将彻底改变我们处理大数据的方式。 

在数据科学的说法中，图（graph）是指用于映射大量复杂的数据关系的节点（nodes）

和连接线（connecting lines）的结构。分析 graph 在许多应用中非常有用，例如网页排

名、分析社交网络以获取政治见解，或者绘制大脑的神经元结构。 

然而，由数十亿个节点和线组成的大型 graphs 大小可以达到 TB 级。通常来说，图数

据的处理需要跨多个耗电量大的服务器，在昂贵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中进行。 

最近，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实验室（CSAIL）的研究人员设计出一种设

备，使用廉价的闪存（智能手机中使用的那种），仅使用一台个人电脑就能处理大量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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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设备包含一个闪存芯片阵列（图中黑色的 8 个芯片）和一个计算“加速器”（芯片阵

列左边）。研究人员提出一种新算法，将图形数据的所有访问请求排序为闪存可以轻松访问

的顺序，同时合并一些请求以减少排序开销。 

闪存芯片阵列+计算加速器，在个人电脑达到服务器级性能 

在处理图数据时，闪存通常比 DRAM 慢得多。但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由闪存芯片阵列

和计算“加速器”组成的设备，可以使闪存达到类似于 DRAM 的性能。 

驱动该设备的是一种新的算法，它可以将图数据的所有访问请求排序为闪存可以快速、

轻松访问的顺序。它还将一些请求合并，以减少排序的开销——组合计算时间、内存、带

宽和其他计算资源。 

研究人员使用该设备与几个传统的高性能系统一起处理几个大型图，包括庞大的 Web 

Data Commons Hyperlink Graph，该 Graph 有 35 亿个节点和 1280 亿个连接线。为了

处理这个 Graph，传统的系统需要耗资数千美元的服务器，以及 128GB 的 DRAM。研究

人员将两台新设备（总计 1GB 的 DRAM 和 1TB 的闪存）接入台式电脑，获得了同样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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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此外，通过合并几个设备，可以处理更大的图——多达 40 亿个节点和 1280 亿个连接

线——而其他系统无法在 128G 的服务器上处理这些图。 

 

研究人员将两台设备（总计 1GB 的 DRAM 和 1TB 的闪存）接入一台台式电脑，获得

了与数千美元的传统服务器同样的性能。 

CSAIL 的研究生、论文第一作者 Sang-Woo Jun 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用更小功

耗、更少、温度更低的设备保持一样的性能。”该研究发表在今年的国际计算机体系结构研

讨会（ISCA）上。 

该设备可以用于降低与图形分析相关的成本和能耗，甚至可以在许多应用中提高性能。

例如，研究人员目前正在开发一个程序，可以识别导致癌症的基因。谷歌等大型科技公司也

可以利用这些设备，通过使用更少的机器来运行分析，以减少能源消耗。 

“图形处理（graph processing）是一个很普遍的想法，”该研究的合作者、计算机科

学工程系教授 Arvind 说，“网页排名和基因检测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对我们来说，它们是

相同的计算问题，只不过不同的 graph 表达的含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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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合著者还有 CSAIL 的两名研究生 Shuotao Xu 和 Andy Wright，以及电子工程与

计算机科学系的 Sizhuo Zhang。 

sort-reduce 算法 

在图分析中，系统根据节点与其他节点的连接以及其他度量指标来搜索和更新节点的值。

例如，在网页排名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网页。如果节点 A 具有较高的值并连接到节点 B，

那么节点 B 的值也会增加。 

传统的系统将所有图数据存储在 DRAM 中，这使得它们在处理数据时速度很快，但也

导致成本昂贵而且耗电。有些系统将部分数据存储卸载到闪存上，这种方式更便宜，但速度

更慢，效率更低，因此仍需要大量的 DRAM。 

CSAIL 研发的新设备运行在被称为“sort-reduce”的算法上，该算法解决了使用闪存

作为主要存储源的一个主要问题：浪费。 

图分析系统需要通过大量的、稀疏的图结构访问彼此间距离很远的节点。系统通常请求

直接访问 4 到 8 字节的数据，以更新节点的值。DRAM 提供了非常快速的直接访问。然而，

闪存只能访问 4KB 到 8KB 的数据块，但仍然只更新几个字节。在跳过图形时，重复访问每

个请求会浪费带宽。 

sort-reduce 算法转而采用所有的直接访问请求，并按照标识符的顺序对它们进行排序，

标识符显示请求的目的地——例如将节点 A 的所有更新分成一组，全部分配给节点 B。这

样，闪存就可以同时访问数千个 kilobyte 大小的 chunks 的请求，从而大大提高效率。 

为了进一步节省计算力和带宽，该算法同时将数据合并到尽可能最小的分组中。只要算

法记录了匹配的标识符，它就将这些数据加载到一个数据包中——例如将 A1 和 A2 合并成

A3。这种做法重复多遍，用匹配的标识符创建越来越小的数据包，直到产生可进行排序的

最小数据包。这大大减少了访问重复请求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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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在两个大型 graphs 上使用 sort-reduce 算法，将需要在闪存中更新的全部

数据减少了大约 90%。 

定制加速器 

然而，对于主机来说， sort-reduce 算法的计算量很大。因此，研究人员在设备中添

加一个定制加速器。加速器在主机和闪存芯片之间充当中间点，执行算法的所有计算。这为

加速器大大减少了电量消耗，以至于可以用一个低功耗的 PC 或笔记本电脑作为主机，用来

管理已排序的数据并执行其他次要任务。 

Arvind 说：“加速器本来是用来帮助主机进行计算的，但是目前的结果显示，主机变得

不那么重要了。” 

“MIT 的这个工作展示了一种在非常大的图上执行分析的新方法：利用闪存存储图形，

并利用 FPGA（定制的集成电路）以巧妙的办法执行所需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德克萨斯大

学奥斯汀分校计算机科学教授 Keshav Pingali 说，“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使得系统能够在笔

记本电脑或台式机上有效地处理大量数据，这将彻底改变我们处理大数据的方式。” 

MIT 的研究人员说，由于主机的耗能很低，他们的长期目标是创建一个通用的平台和

软件库，以便用户为图分析之外的应用开发自己的算法。Jun 说：“你可以把这个平台插入

笔记本电脑，下载这个软件，然后编写简单的程序，就可以在你的笔记本电脑上获得服务器

级的性能。” 

原 文 ：

http://news.mit.edu/2018/device-allows-personal-computer-process-huge-graphs

-0531 

来源：新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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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 CEO 纳德拉：我们正在研究大脑植入，人类将变成半

机器人？ 

微软 CEO 萨提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周四在微软第 8 届 Ability Summit 大会上

表示，该公司有一些员工正在研究如何通过大脑移植物增强人类的智能，这也是他们希望让

残疾人也可以使用各种科技产品所作的努力之一。 

虽然微软花了很多时间来推升营收，但 1991 年建立的微软研究院仍是该公司的重点领

域。截至去年 6 月，微软的 12.4 万员工有 32%都在从事产品研发。 

纳德拉谈到了如何利用大脑植入技术来为不同群体提供帮助。比如说，Seeing AI 这款

应用可以帮助盲人理解他面前的东西。纳德拉还表示，该公司正在帮助那些患有闭锁综合征

闭锁综合症（locked-in syndrome）的人，这种神经障碍导致患者只能通过眼球运动进行

交流。 

纳德拉表示，如何向他们“赋予”语言，这就涉及到如何探测大脑活动。纳德拉的儿子

就是盲人，而且患有脑瘫（cerebral palsy）。 

纳德拉还谈到，准备举行一场晚宴，宴请那些从事大脑研究，从事脑机界面研究

（human-brain interface）的人员，交流这一技术。 

另一家科技巨头 Facebook 去年也曾披露过类似的研究，执掌该公司神秘硬件部门

Building 8 的 Regina Dugan 去年透露，他们正在从事大脑-计算机界面的研究工作，想直

接读取人类大脑的信息。她的团队计划使用光学成像（optical imaging）来扫描人类的大

脑，每秒钟上百次，以检测你的头脑里的“想法”，并将其翻译成文字。 

特斯拉 CEO 马斯克也正在做类似的事情。马斯克去年创立了一家名为 Neuralink Corp.

的公司，从事所谓的“神经织网”(neural lace)技术开发，向人脑植入也许未来能够上传下

载思想的微型电极。马斯克认为，人类需要与机器相结合，进化成某种半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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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将芯片植入大脑，或者是电极，一直都是人类的梦想之一。在今年早些时候，  美

国莱斯大学的研究人员便已经开发出一种新型装置，可利用快速流动的液体将柔韧的导电碳

纳米管纤维插入大脑，以帮助记录神经元活动，这种基于微流体的技术有望改善通过电极感

知神经元信号的治疗方法，为癫痫病及其他疾病患者带来福音。 

研究人员认为，基于纳米管的电极最终将帮助科学家发现认知过程背后的机制，并与大

脑建立直接互动界面，使得患者能够看到、听到以及控制假肢。 

该装置利用快速流动的液体所施加的力，将柔韧的绝缘纤维轻轻推入脑组织而不变形，

而现有的利用坚硬的可降解护套将电线递送到大脑中的方法可能损害敏感的脑组织。 

实验室及体内实验均显示，微流体装置能够迫使粘性流体在细纤维电极周围流动，快速

流动的液体缓慢地将纤维拉过小孔通向脑组织，由于电极周围的拉力分布均匀，纤维不会发

生弯曲，且液体也不会通过小孔进入大脑。碳纳米管纤维能够在各个方向上传导电子，但只

能在其尖端与神经元沟通，因此该团队开发出一种涂层技术包覆纳米管使其绝缘，并保持纳

米管的直径在 15-30 微米之间，远细于人的头发。 

研究人员认为该技术最终能够实现将密集排列的多个微电极送入大脑，使嵌入式植入物

更安全、更容易。由于该方法在植入过程中造成的损伤较小，能够将更多的电极放入大脑中

的特定区域。 

就如华盛顿大学的脑外科医生埃里克•卢萨特所言，未来几十年内，可实现人类通过大

脑植入物进行交流，而无需开口说话。 

脑外科医生埃里克•卢萨特预言，未来几十年内将会出现仅用思想就能与他人交流的“超

级人类”，这些“超级人类”能使用其大脑植入物向他人甚至机器传递信息。据他所言，未

来人们进行大脑植入就会像做整容手术或文身那么普遍。 

卢萨特博士透露：“大脑神经与植入物的完美融合是肯定会实现的，一切都只是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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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有可能是 10 年，也有可能还需要 100 年，但这绝对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次巨

大的飞跃。” 

来源： 人工智能学家 

微软 75 亿美元股票收购 GitHub 

微软公司周一宣布，将以 75 亿美元的微软股票收购 GitHub，预计年底完成收购。

GitHub 现任首席执行官 Chris Wanstrath 将成为微软技术研究员，微软公司副总裁 Nat 

Friedman 将担任 GitHub 首席执行官。 

GitHub“卖身”一事终于落定。 

微软公司周一宣布，已达成收购 GitHub 的协议，根据协议条款，微软将以 75 亿美元

的微软股票收购 GitHub，收购预计将在日历年底结束。 

微软公司副总裁 Nat Friedman 将担任 GitHub 首席执行官，GitHub 现任首席执行官

Chris Wanstrath 将成为微软技术院士 ，向执行副总裁 Scott Guthrie 汇报。 

微软现在是 GitHub 最大的贡献者 

在上周，曾有媒体爆料称微软将以 50 亿美元收购 GitHub，最终的交易价格比传闻高

出 25 亿美元。Business Insider 称，在 2015 年 GitHub 最后一轮融资时，估值达到 20 亿

美元。 

GitHub 是全球领先的软件开发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有超过 2800 万开发人员学习、

共享和协作，它拥有几乎每个国家的人们使用的超过 8500 万个代码库。 

The Verge 报道称，微软现在是 GitHub 的最大贡献者，微软已经有超过 1000 名员工

积极地将代码提交到 GitHub 的存储库中。它在开发人员中的受欢迎程度可能会让微软赢得

一些急需的信任和开发者的尊重。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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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规模较大和移动较慢的企业，微软收购 GitHub 的事实将使其在项目和源代码控制

方面更受信任，因为这些公司已经信任微软的许多软件和服务。微软首席执行官 Satya 

Nadella 表示，“我们将通过直接销售和合作渠道，加快企业开发人员对 GitHub 的使用，

并接入微软的全球云基础设施和服务。” 

收购完成后，微软预计 GitHub 的财务报告将作为智能云的一部分进行报告。微软预计

此次收购将以非 GAAP 为基础增加 2020 财年的营业收入，并且在非 GAAP 基础上，使 2019

和 2020 年财政年度每股收益的稀释不超过 1％。 

微软全力以赴开源，GitHub 将仍然开放 

在宣布收购 GitHub 之后，微软官方发布一篇 Satya Nadella 的署名文章，Nadella 说，

在这次收购中“看到了三个明显的机会”： 

首先，微软将授权开发人员在开发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从构思到协作再到部署到

云。今后，GitHub 将仍然是一个开放平台，任何开发人员都可以接入和扩展。开发人员将

继续为他们的项目使用他们选的编程语言、工具和操作系统，并且仍然能够在任何云和任何

设备上部署他们的代码。 

其次，微软将加快企业开发人员使用 GitHub，并访问微软的全球云基础设施和服务。 

最后，将为新用户提供微软的开发工具和服务。 

Nadella 还表示，收购完成后，GitHub 将由 Nat Friedman 担任首席执行官，他是一

位开源的资深人士和 Xamarin 的创始人，向微软云+ AI 集团执行副总裁 Scott Guthrie 汇

报； GitHub 现任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 Chris Wanstrath 将成为微软的技术院士，开

展战略性软件计划，也向 Scott 汇报。 

GitLab 开发者数量暴增 10 倍，微软正在赢得开发者尊重 

不过，对微软来说，信任和尊重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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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者已经表达过他们对微软过去滥用职权的担忧，以及该公司收购 Skype 和诺基亚

手机业务的失败。GitHub 本身并没有很好地发展，多年来也面临着自己的问题，微软需要

解决。 

同时，GitHub 也面临强大的对手——GitLab。 

就在微软被曝收购 GitHub 期间，GitLab 声称，将存储库转移到其服务上的开发人员

数量增加了 10 倍，这是一个早期迹象，显示出一些开发人员的不安情绪。 

 

图据 GitLab 推特 

微软无法解决人们普遍担心的重要工具和互联网服务不断被整合到一些大型科技公司

手中。“谈到我们对开源的承诺，可以通过我们近期采取的行动、我们今天以及未来的行动

来评判我们。”Nadella 此言是为了缓解外界对微软收购的担忧。 

尽管有担忧，但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对微软和 GitHub 用户是积极的。微软一直积极推

动开源技术，公司拥有开源 PowerShell、微软 Visual Studio 代码和 JavaScript 引擎。微

软还与 Canonical 合作将 Ubuntu 引入 Windows 10，并收购 Xamarin 以协助开发移动应

用程序。 

这些都是开发者最初感到惊讶的举动，但现在已经赢得了尊重。微软管理 GitHub 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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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获得更多的信任和开发者的喜爱至关重要。以前的微软公司并不是现在的微软，这次收购

GitHub 是微软证明这一点的机会。 

微软多年来一直在让开发人员很痛苦，这是 Windows Phone 失败的原因之一。微软

近年来一直在改进 Windows 10，因此它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开发工具箱，像 Visual Studio 

Code 这样的工具可以让开发人员构建和调试 Web 和云应用程序，这已经让开发人员大受

欢迎。 

GitHub 的问题以及“卖身”后的未来 

美团点评技术学院院长刘江对微软收购 GitHub 一事发表了评论： 

首先恭喜 Github 团队，技术创业，服务技术人员，取得这么高的价值，是很大的成功。

但也要看到，这样的结局应该不是 GitHub 最初的梦想。 

一个程序员天天用、根本离不开的服务，最后居然无法独立发展为一家大的公司（按

2800 万程序员用户算，每用户估值不到 300 美元），其实是令人遗憾的事情。从商业角度，

GitHub 远远不如来自澳洲的 Atlassian 成功，后者上市后市值现在差不多 150 亿美元了。 

你的客户是谁？你为他们提供什么价值？从中怎么获取合适的收入？这些大问题所有

公司必须想清楚。否则，企业再光鲜有名，也是没用的。另一个码农必备的 StackOverflow

也很久没有新的融资消息了，看上去也发展不利。 

The Verge 认为，GitHub 很可能需要尽可能保持独立，以保持开发者的信任。 

LinkedIn 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独立，并与微软的 Office 软件集成，微软对 Minecraft 的

收购也同样得到了很好的管理。 

但是，我们看到，微软开发工具和服务之间更紧密的整合已经开始了。在上个月的 Build

大会上，微软继续与 GitHub 紧密合作，将该服务整合到公司的开发人员应用中心。 

微软清楚地知道需要谨慎对待此次收购。最重要的是，微软承认对此协议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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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della 称，微软致力于成为 GitHub 社区的管理者，GitHub 社区将保留其开发者优先的

理念，独立运营并保持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会一直聆听开发者的声音，并在基础和新功

能上进行投资。” 

来源：新智元 

指纹识别传感器市场仍将持续上涨 

市场分析公司 MarketsandMarkets 的新报告称，尽管由于移动部门的利润缩水，多家

指纹识别传感器专业公司在 2017 年面临巨大的市场压力，但整个指纹识别传感器市场将在

未来几年继续维持其上升走势，其中电容式传感器将打头阵。 

该报告预计，这一市场将从 2018 年的 42.5 亿美元增长到 2023 年的 88 亿美元，复合

年增长率达到 15.66%。在一份报告摘要中，MarketsandMarkets 表示，由于传感器在智

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中的使用率日益提高，“就价值而言，到 2023 年，电

容式指纹识别传感器将在基于技术的指纹识别传感器市场中将占据最大份额”。 

生物识别支付卡的兴起也将发挥重要作用，该报告预计其在预测期内将拥有最高的复合

年增长率。MarketsandMarkets 强调了 NEXT Biometrics、Fingerprint Cards 和 IDEX

在开拓这些技术方面所做的努力。 

就区域性市场而言，预计亚太地区在预测期内的增长率最高。该报告表示，消费者对指

纹扫描设备的需求有所增长是重要因素。MarketsandMarkets 称，此领域的主要参与者包

括上述斯堪的纳维亚先驱生物识别智能卡公司，以及 Gemalto、Anviz Global、Egis 

Technology、IDEMIA、Goodix、Synaptics 和苹果。 

来源：人工智能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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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武纪全球首发 7nm 全新终端/云端 AI 芯片 

5 月 3 日下午，AI 领域最强独角兽寒武纪科技(Cambricon)在上海举办新品发布会，在

终端、云端同时推出了新的 AI 芯片，树立了行业新标杆。 

寒武纪公司创始人兼 CEO 陈天石博士亲自到场并致辞，回顾了寒武纪科技创业的初衷，

并介绍了公司开放、协作、共赢的商业理念。 

2016 年，寒武纪科技发布了世界首款终端 AI 处理器、首款商用深度学习专用处理器

“寒武纪 1A”(Cambricon-1A)，面向智能手机、安防监控、可穿戴设备、无人机和智能

驾驶等各类终端设备，主流智能算法能耗比全面超越传统 CPU、GPU。 

华为麒麟 970 处理器中的 NPU 神经网络单元，就来自于这款寒武纪 1A，也将手机 AI

的概念和应用发扬光大。 

今天，寒武纪科技又发布了第三代 IP 产品“寒武纪 1M”，全球首个采用台积电 7nm

工艺制造，能耗比达到 5Tops/W，即每瓦特 5 万亿次运算，并提供 2Tops、4Tops、8Tops

三种规模的处理器核，满足不同场景、不同量级的 AI 处理需求，并支持多核互联。 

寒武纪 1M 处理器延续了前两代 IP 产品寒武纪 1H/1A 卓越的完备性，单个处理器核即

可支持 CNN、RNN、SOM 等多样化的深度学习模型，更进一步支持 SVM、k-NN、k-Means、

决策树等经典机器学习算法，支持本地训练，为视觉、语音、自然语言处理以及各类经典的

机器学习任务提供灵活高效的计算平台，可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智能音箱、智能摄像头、

智能驾驶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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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武纪科技今天发布的第二款重磅产品，是面向云端机器学习推断任务的“寒武纪

MLU100”，采用寒武纪最新的 MLUv01 架构，1GHz 主频平衡模式下等效理论峰值速度达

每秒 128 万亿次定点运算，1.3GHz 高性能模式下更可达每秒 166.4 万亿次定点运算。 

但是同时，典型板级功耗仅为 80 瓦，峰值功耗不超过 110 瓦。 

与寒武纪终端处理器一样，MLU100 云端芯片延续了出色的通用性，可支持各类深度

学习和经典机器学习算法，充分满足视觉、语音、自然语言处理、经典数据挖掘等领域复杂

场景下的云端智能处理需求，比如大数据量、多任务、多模态、低延时、高通量。 

同时，它还可以与寒武纪 1A/1H/1M 系列终端处理器完美适配，以端云协作的方式，

为客户提供前所未有的智能应用体验。 

据介绍，MLU100 云端智能芯片是寒武纪历时近 2 年研发的成果，也是其发展历程上

http://img1.mydrivers.com/img/20180503/9ddaed803a9a434484880ce63b24d99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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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里程碑，标志着寒武纪已成为中国第一家(也是世界上少数几家)同时拥有终端和云端

智能处理器产品的商业公司。 

除了产品，寒武纪科技在合作伙伴方面也取得了诸多重大进展。 

联想在发布会上宣布了国内首款搭载寒武纪 MLU100 智能处理卡的服务器平台

Thinksystem SR650，打破了 37 项服务器基准测试的世界记录。 

中科曙光发布了全球首款基于寒武纪 MLU 的云端服务器 PHANERON 系列，以及人工

智能管理平台 SothisAI，可以与寒武纪芯片及其开发环境实现无缝对接、深度融合。 

科大讯飞则披露了与寒武纪芯片的深度合作研发项目，尤其是披露根据最新的测试结果，

寒武纪智能处理器在语音智能处理上，能耗比领先竞争对手的云端 GPU 方案超过 5 倍，可

使语音本地识别准确率相对传统处理器加速 9.8％。 

来源：快科技 

其他 

美海军发布《海军部无人系统战略路线图》 

美海军 2018 年 3 月完成《海军部无人系统战略路线图》（Department of the Navy 

Strategic Roadmap forUnmanned Systems），为无人系统纳入海军作战的各个方面提供

指南。路线图的全文仅在有限范围内发布，不对外公开。5 月份，海军公布该路线图的执行

摘要，概述了制定这一路线图的目的，以及海军部无人系统愿景、无人系统运用概念、无人

系统企业级体系目标等内容。具体如下： 

无人和自主系统将会导致海军部开展海军行动的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无人和自主能力

的集成可带来诸多益处，譬如减少人员和人力、降低人员风险和运营成本、提供更大的续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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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航程、提高数据处理的速度和精确性、支持更短的决策周期等。无人和自主技术将成为

一体化人机编队中强大且无处不在的力量倍增器。它们组合起来所提供的能力将远远超越平

台或人类的单独效能。运用有人/无人编队及技术将改变现代战争，增加不对称行动、以对

海军部有利的方式利用技术；并赋予作战人员赢得战争的优势。 

路线图的目的 

描述海军部当前的无人系统状态，并展望无人系统的未来应用以及其将提供的能力。此

外，本路线图甄别出实现无人系统未来应用的障碍，并概述了克服这些障碍的建议行动。最

后，本路线图寻求为有能力加速海军部无人系统发展和部署的利益相关方提供信息。 

无人系统愿景 

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将寻求实现无缝集成的有人/无人未来部队。近期内，海军部将把

无人系统能力集成到全域作战力量中。这些能力将通过纳入只有无人系统才能提供的独特、

颠覆性元素，来推动海军部人机编队发展。无人系统力量包将成为作战指挥官可行的第一响

应选项。海军部必须修订“条令、组织、训练、装备方案、领导力和教育、人员、设施及政

策”（DOTmLPF-P），为支持这些新兴能力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系统。无人系统将： 

·在所有域使用； 

·始终是一个选项； 

·在与海军水手和陆战队员合作时处于最佳状态。 

无人系统使用概念 

无人系统将通过降低运行风险和成本来加强海军力量。无人系统作为一个可快速调整且

互联的网络，在空中、水面、水下及岸上运行，将能介入拒止有人平台的区域，提供更好的

态势感知、以更大的航程和续航力增强能力、促成更快的决策。 

美海军将发展一种无人系统作战概念，该作战概念具备平台不可知特性，且能在极其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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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竞争环境中使用，仅需与操作人员进行最低限度的互动。 

海军部无人系统企业级体系目标 

1．定义维持作战优势所需无人和自主能力，并确定其优先级：能力开发人员必须考虑

任务需求、无人系统的潜在冒犯性使用、现有威胁，以及管理法律和政策。 

2．能在技术上实现任意部署和维持无人系统：系统必须具有互操作性和网络安全性；

拥有足够的数据处理、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环境适应性；利用人-机编队；拥有足够的基

础设施和后勤支持。 

3．利用新兴快速采办程序促成快速的无人系统发展、演示验证和部署：技术发展的速

度正在超越方方面面的采办速度，阻碍了创新性能力向舰队的引入以及无人系统应用的全面

实现。新政策的制定和使用必须符合技术和威胁的发展步伐。 

4．影响与武器化无人系统有关的政策和法律：制定政策使这些能力得以实施，确保开

发的能力合法且能推进美国的利益。 

5．提升操作员对无人系统的信任，以实现有人-无人编队：随着操作员使用无人系统实

现预期和可预测的结果，其对无人系统的信任将会发展、人-机编队能力将得到优化。 

6．推动国家公众接受无人系统的使用：制定政策和法律时，必须考虑涉及隐私、冒犯

性使用及安全问题的公众意见。 

海军部要实现这些企业级体系目标，就必须克服各种障碍，包括政策、操作员信任、条

令、兵力结构、采办、技术开发等方面障碍。本路线图梳理了 30 种此类障碍，只有克服了

这些障碍，海军才能实现其整个一体化有人-无人编队愿景。 

来源：战略前沿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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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 发布《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应用》 

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发布《人工智能（AI）与机器学习（ML）在网络

安全领域的应用》报告，指出随着移动设备和物联网设备的爆炸式增长，以及 AI/ML 技术

的日益成熟，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网络安全风险。 

1 网络安全威胁的三大重要变化 

报告提出，近年来，网络安全威胁发生了三大重要变化： 

（1）攻击动机发生改变。早期的网络攻击多出于个人的好奇心，而近年来的网络攻击

或为由资金充足、训练有素的军队发起、以支持网络战，或是由复杂的犯罪组织发动； 

（2）攻击的范围扩大、速度提高。史上第一起网络攻击利用了手动发现的软件漏洞、

使用了“跑腿网络”、感染了单个计算机。而如今的网络攻击则利用自动识别的漏洞；可由

黑客新手打包、在互联网上自动传播；可影响全球的计算机、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和其他设

备； 

（3）入侵的潜在影响急剧扩大。全球设备和人员联网意味着网络攻击不仅会影响数字

世界，还会通过物联网和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平台影响到现实世界。 

2 全球联网挑战与机遇并存 

报告指出，全球联网挑战与机遇并存。一方面，联网设备的迅速普及将导致业界无法保

障整个系统的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另一方面，AI/ML 技术可以作为“力量倍增器”，增强

网络安全人员的能力，以规模化、高速度地应对网络安全威胁。但同时，AI/ML 技术增强

的网络安全系统（安全 AI/ML 系统）也是一把双刃剑。安全 AI/ML 系统可对安全漏洞检测

和补救作出快速响应，但也可能被黑客组织加以运用。 

在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组织的“2016 年网络挑战赛（Cyber Grand 

Challenge）”中，AI/ML 系统已经能够识别和开发“零日漏洞”。这项技术旨在帮助人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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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地识别和修复系统漏洞，但也同样可以被敌对势力用于搜寻和利用系统漏洞。与大众汽车

针对柴油排放的沙箱测试相类似，项目恶意软件已开始使用 AI/ML 技术来检测其在“安全

沙箱”中被监视的情况，并随之改变行为模式，以逃避漏洞检测。 

3 改善全球网络环境的五项建议 

报告认为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应从法律和政策问题、人为因素、数据、硬件、软件和算

法、可操作性等六大交叉领域做出响应、推动进步，以保护安全局势日益恶化的全球网络环

境。报告提出了五项建议： 

（1）未来的网络安全仰仗于技术（硬件、软件和数据）、法律和人为因素，以及数学

验证的信任之间的协同进步； 

（2）业界与政府需合作产出市场接受的、监管部门认证的产品； 

（3）如果人类要利用 AI/ML 技术保障网络安全，就必须以标准化的、严格监管的方式

对 AI/ML 技术加以运用； 

（4）监管机构应对科研和运营加以保护，并建立国际公认的合作组织； 

（5）在威胁、防御及解决方案的进度跟踪与记录过程中，数据、模型、漏洞数据库的

作用至关重要。 

来源：人工智能快报 

欧洲科学家计划建立大型人工智能中心来与中美竞争 

欧 洲 科 学 家 计 划 建 立 新 研 究 所 的 原 因 与 欧 洲 核 子 研 究 中 心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CERN）的成立初衷相仿。CERN 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其目的在于重建欧洲的物理学，并扭转最聪明、最优秀的科学家流失

到美国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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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一 拟 定 建 立 的 人 工 智 能 研 究 所 被 命 名 为 欧 洲 学 习 和 智 能 系 统 实 验 室

（European Lab for Learning and Intelligent Systems，Ellis），该研究所将在数个国家/

地区（包括英国）设立大型中心，每个中心都将雇佣数百位计算机工程师、数学家和其他领

域的科学家，其目标明确设定为使欧洲在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保持前沿地位。 

在一封敦促各国政府采取行动的公开信中，科学家们介绍了欧洲未能跟上美国和中国步

伐的现状。公开信表示，目前绝大多数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和大学都位于这两个国家。尽管

欧洲仍然存在一些“研究热点”，但“这些地区的所有顶尖人才几乎都在被美国公司持续追

逐招聘”。 

英国《卫报》在 2017 年发起的一项调查展示了招聘狂潮的热度及其对英国大学造成的

破坏性影响。这项调查发现，一些博士生在美国科技公司开出六位数的薪水后放弃了自己的

学业。与此同时，一些大学遭受巨大冲击，失去了整整一代天资卓越的年轻科研人员。 

这封公开信由英国、法国、德国、瑞士、以色列和荷兰的科学家签名，信中呼吁从 2018

年就开始着手建立新的研究所。根据这一提议，参与国会将该研究所作为政府间组织进行资

助。同样的方法被用于资助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uropean Molecular Biology Lab）。

“我们需要做点什么，并且现在就要完成，”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信息工程

学教授兼优步首席科学家佐宾·葛拉曼尼（Zoubin Ghahramani）说道。“这将为欧洲提供

‘质心’，我们将拥有的不是 10 位科研人员，而是数百位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专家。” 

葛拉曼尼是英国最具影响力的人工智能科研人员之一。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优步收购

了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Geometric Intelligence 后，葛拉曼尼加入了优步。这家初创企业由

葛拉曼尼在几年前与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的一位心理学家共同创立。尽管这

一举动正是欧洲现在所面临问题的例证，但葛拉曼尼推动了英国对新实验室提议的参与。他

说道：“这对欧洲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不干点大事，这将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如果我们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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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领域采取行动，欧洲的大学和产业都将开始走下坡路。” 

科学家们认为，研究所的既定使命是确保在欧洲展开最好的人工智能研究。这一目标将

推动就业并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让该地区的科学家们能够在人工智能如何改变世界这一问

题上发声。在研究所工作的科研人员可以自由地与相关产业合作，并根据他们取得的突破成

立初创企业。 

过去几十年来，人工智能领域的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因这一领域取得的突破而不断飙升，

但美国和中国已牢牢占据领先地位。这项技术的潜力十分巨大，因而其对社会的影响被普遍

认为将与工业革命一样深刻。 

建立该研究所的第一步预计将从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合作开始，其他国家随后加入进来。

最终，每个本地实验室将打造价值 1 亿美元的设施，并拥有 3000 万美元的年度预算。 

从医疗和治安到防卫和运输，人工智能可通过在这些领域做出决策，对我们的生活产生

巨大影响。人工智能的这种潜能带来了由谁书写人工智能使用方式的规则这一严肃问题。葛

拉曼尼表示，如果欧洲退出并旁观人工智能研究，那么欧洲在塑造人工智能的未来方面将几

乎没有发言权，“一项技术的监管环境通常由控制这项技术的人主导”。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智能系统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Intelligent Systems）

所长贝尔纳德·舍尔科普夫（Bernard Schölkopf）表示：“欧洲拥有独特的学术研究传统，

并且我们已经设法保持了多年。但是，美国和中国已经认识到这一领域的战略重要性，没有

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可与之匹敌。” 

来源：雷锋网 

2018 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展望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迅猛，日益成为引领科技进步、推动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将深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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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并成为新一轮国际竞争的焦点。2017 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

保持快速增长，部分技术接近或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产业规模、投融资规模和企业数量位居

世界前列。 

对 2018 年形势的基本判断     

认知性应用将成为亮点 

AI 芯片、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等技术的持续创新成为产业发展引擎。人工智能芯片

以图形处理器（GPU）、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特定用途集成电路（ASIC）为发展方

向，寒武纪、中星微、深鉴科技、地平线机器人等初创企业通过产研结合的发展思路，积蓄

了一定的研发实力。在计算机视觉技术中，以静态物体识别技术发展最为成熟，动态图像和

场景识别技术尚且存在较大上升空间，在企业方面，百度、旷视科技、商汤科技、格林深瞳

等企业的技术实力较为领先。语音识别技术近年来发展迅速，目前行业识别准确率已达到

95%，科大讯飞、百度、搜狗、出门问问等企业有较大技术优势。预计 2018 年，芯片和

算法的优化将进一步提升计算机视觉和语音识别的应用成熟度。人脸识别将成为计算机视觉

技术的竞争热点，格灵深瞳等创新企业有望在动态视觉检测中取得关键突破。科大讯飞等国

内语音识别技术商将利用数据优势，推动语音识别技术平台化，进一步提升多场景下的语言

识别准确率。 

感知智能与认知智能进一步融合，认知性应用将成为亮点。深度学习算法得到广泛应用

以来，计算机视觉和语音识别等感知智能已较为成熟，其中静态图像识别准确率已达 99%，

语音识别准确率已达 95%，感知智能相关技术在“量”上的积累已较为充分，人脸识别、

声纹识别等浅层次（是否逻辑判断型）感知性应用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预计 2018 年，

人工智能技术可能迎来新的质变契机，浅层次感知应用将与更高水平的认知智能融合发展，

能够在逻辑判断基础上实现认知推理、情感互动、辅助性决策的认知性应用将成为业界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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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源整合将持续推进 

人工智能产业进入平稳发展期。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保持稳步增长，投融资

更为理性，新增企业数量趋缓。产业规模方面，2015 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达 70.2 亿

元，2016 年达 100.6 亿元，预计 2017 年将达 152 亿元，保持平稳快速增长。投融资

增长方面，2015 年全年累计投融资增长率为 143%， 2016 年投融资增长率为 93%，

2017 年投融资增长率预计为 51%，国内人工智能产业投资更趋于理性。企业年新增数量

方面，自 2015 年达到 166 家后逐步趋缓，2016 年新增企业为 77 家，2017 年全年预

计新增企业数量不超过 50 家。截至 2017 年 6 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为 592 家，

其中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企业比例约为 1 ：20 ：22。预计 2018 年，国内人工智能

产业将延续稳步增长态势，产业规模预计将超过 230 亿元，投融资事件数量将相对减少，

但单笔金额增大，基础层企业将通过技术创新扩大规模，技术层和应用层企业数量将保持稳

步增长。 

大公司将在行业资源整合中扮演更重要角色。2017 年以来，国内互联网巨头加大力度

进行战略合作与投资并购，百度先后与北汽集团、博世、大陆、哈曼、联想之星等企业达成

战略合作协议，投资语音识别公司涂鸦科技和感知视觉公司 xPerception。阿里巴巴投资

混合智能汽车导航企业 WayRay，菜鸟物流与北汽集团和东风汽车成为战略合作伙伴。腾

讯注资特斯拉和 AR 初创企业 Innovega，并依托腾讯 AI lab 发布“AI in all”战略。预

计 2018 年，国内平台层面资源将加速整合，大企业将通过投资并购迅速获得相应细分领

域中的前沿核心技术，降低研发失败的风险，在行业资源整合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百

度将以自动驾驶作为核心，着力打造技术驱动的应用型平台生态 ；阿里将以云服务为生态

基础，注重消费级人工智能产品研发，将人工智能赋能于商业生态 ；腾讯将围绕用户体系

组建软硬件融合的人工智能服务生态 ；科大讯飞将继续深耕语音识别领域，基于语音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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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通用解决方案，打造智能语音开放平台。 

与实体经济融合加速 

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人工智能是具有巨大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尖端领域和创新前沿。

据保守估计，2018 年中国人工智能将为实体经济带来超过 1000 亿元的增长。预计 2018 

年，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将与实体经济持续渗透融合，为零售、交通、医疗、制造业、金融

等产业带来提效降费、转型升级的实际效能。无人商店、无人送货车、病例细胞筛查、数字

孪生、智慧工厂、 3D 打印、智能投顾等新产品、新服务将大量涌现，从而加速培育产业

新动能，开拓实体经济新增长点，有力推动我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市场应用空间将大步拓展。我国人工智能市场潜力巨大，应用空间广阔。近年来，我国

在数据规模和产品创新能力等方面已进入世界第一梯队。数据规模方面，中国庞大的人口和

发达的互联网提供了任何国家都难以企及的数据规模和标注成本优势。产品创新能力方面，

中国企业在经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优胜略汰后，已能够在国外创新技巧的基础上，依据国内

市场特点开发本土创新模式。预计 2018 年，上述优势将与实体经济的转型发展充分结合，

情感识别、手势识别、语音助手、混合现实等个人智能化市场空间将进一步拓展，市场营销、

网络安全认证、人力资源、办公智能等企业智能化重构将逐步推进，智能制造、智慧医疗、

智慧能源、智能零售等产业化智能重构市场将逐步打开，人工智能的市场应用空间将大步拓

展。 

资本支持将趋向集中 

顶层设计助推产业发展，各地方将积极布局规划。近年来，我国在国家层面密集出台一

系列政策措施助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在 2017 年，人工智能先后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和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人工智能 2.0”纳入“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新一代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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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展规划》确立“三步走”的发展目标，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推进办公室及新一代人

工智能战略咨询委员会宣告成立，未来将有力推动人工智能重大项目落地。预计 2018 年，

全国各地方将结合自身区位条件和产业基础，积极布局适合本地区特点的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实现从中央到地方的联动机制，进一步带动人工智能发挥经济和社会效益。 

资本总量稳步增长，投融资层次将更为丰富。目前，中国人工智能投融资额占全球总量

的近 35%，达到 635 亿元。其中，计算机视觉与图像、自然语言处理和自动驾驶三大领

域投融资额占国内人工智能投融资总量的 60% 以上，成为资本热捧的焦点。此外，北京、

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和四川等省市的投融资基础相对较好，是资本最为聚集的地区。

2017 年上半年，国内投融资总额为 143 亿元，预计全年投融资规模较上年增长 51%，

增速较 2016 年下降 40%。预计 2018 年，国内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融资总量稳中有增，

资本将更多聚集在应用层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投资事件数量将减少，单笔投融资数目将增

大，马太效应将日益凸显。投资焦点将从应用层逐步下移，AI 芯片等基础层和深度学习算

法应用等技术层将获得资本市场的更大关注，投融资层次将更为丰富。 

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底层技术基础差 

由于我国人工智能产业重应用技术、轻基础理论，底层技术积累薄弱，存在“头重脚轻” 

的结构不均衡问题，使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根基不稳。基层技术积

累薄弱使人工智能核心环节受制于人，阻碍人工智能领域重大科技创新，不利于国内企业参

与国际竞争，并使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存在远期隐忧。 

从技术角度而言，国内人工智能的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应用技术已

接近甚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在基础元器件、底层算法和理论研究等方面与国际水平差距

较大，缺乏重大原创科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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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角度而言，截至 2017 年 6 月，国内人工智能领域投融资主要集中于计算机视

觉、自然语言处理和自动驾驶等应用技术领域，人工智能芯片领域的累计融资额仅占人工智

能产业总融资额的 2.1%。相比之下，美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这一比例高达 31.5%。 

从企业分布角度而言，截至 2017 年 6 月，国内人工智能芯片企业数量为 14 家，

且均为规模较小的初创企业，难以满足芯片领域技术和资金门槛极高的要求，在数量上仅为

美国的 42%，而且缺乏像美国芯片领域的谷歌、英特尔、IBM、高通、英伟达等科技巨头。 

应用路径不明朗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商业化应用路径尚不明确，商业落地的痛点突出，

这些问题都与当前不断高涨的关注度形成鲜明对比，形成“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致使近

期的实际商业价值变现难度较大。 

从应用对象角度而言，由于人工智能产业与外界缺乏深入、有效的宣传推介、信息交流、

资源对接渠道，传统行业和个人消费者对人工智能的认识仍局限于概念层面，对其具体的发

展脉络、技术效能和应用模式等缺乏清晰认识。在传统行业，尤其是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对

应用人工智能的改造成本、实际效益存在疑虑，甚至对旨在“机器换人”的人工智能存在认

知偏差和抵触情绪。 

从应用环境角度而言，人工智能在推广应用时，面临资质、数据、标准、安全评估等行

业准入壁垒。部分行业存在显著的数据壁垒，例如，部分工业制造领域尚未完成数字化，数

据获取难度大 ；金融领域敏感性大，数据分享面临较大的政策和行业阻力。人工智能在数

据接口标准、技术评价指标、安全评估管控等方面存在缺失，阻碍其在其他行业及个人消费

领域中的推广应用。 

发展氛围显浮躁 

人工智能概念虽当前火热，但企业和政府对产业发展理解不透、思考不足，普遍高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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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于兑现人工智能的近期商业价值。产业发展氛围略显浮躁，面临同质化、碎片化风险，这

些都可能延长人工智能商业价值的兑现周期，并加剧产业未来发展的周期性波动幅度。 

从企业角度而言，虽然人工智能的企业数量和融资规模迅速攀升，但存在大小企业一拥

而上、炒作概念的现象。云计算、大数据企业纷纷改换门庭，导致人工智能产业鱼目混珠，

企业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企业急于将人工智能商业价值变现，对技术难度的预估过于乐观，

对自身技术产品普遍夸大宣传，瞄准的发力方向存在扎堆现象。同时，企业面临政府、资本、

同业及舆论的多重压力，在主营方向、技术研发方面缺乏定力，技术、产品普遍趋同情况显

著。 

从政府角度而言，地方政府虽然对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抱有极大热情，但对人工智能等新

兴产业的产业特征、发展规律和培育模式缺乏深刻理解，仍惯于采用传统的招商引资模式，

重引进、轻培育，试图通过形成政策、资金和资源洼地来争夺国内稀缺的人工智能产业资源。

政府在产业生态培育、配套资源对接、业务市场开拓、公共平台建设等方面缺乏经验和耐心，

部分省市已发布的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缺乏实质内容和可操作性，规划的实际效果和扶持政策

的可持续性存疑。 

专业人才不充足 

人工智能是新兴产业，虽然技术和产业发展迅猛，但专业技术人才，以及兼顾人工智能

与传统产业的跨界人才不充足，限制了产业发展以及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 

从人才数量和质量角度而言，我国人工智能领域专业技术人才数量不充足、经验不丰富。

截至 2017 年 6 月，中国共有 592 家人工智能公司，拥有员工约 39200 名。相比之下，

美国共有 1078 家人工智能公司，共有约 78700 名员工，数量达到我国的 2 倍。据 

LinkedIn 数据，我国从业经验 10 年以上的人工智能人才比例不足 40%，而美国的这一

比例则超过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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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才分布角度而言，我国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分布不均匀，主要集中于应用层。据统计，

我国人工智能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的人才数量占比分别为 3.3%、34.9% 和 61.8%，

基础层人才比例严重偏低，不利于底层基础理论研究及重大科技创新。相比之下，美国人工

智能领域三个环节的人才数量占比分别为 22.7%、 37.4% 和 39.9%，人才分布更加合理

均衡，有利于产业的持续发展。 

从人才培养角度而言，我国高校人工智能领域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相对滞后。人工智

能涉及领域宽泛，相关领域学科资源分散，未能形成合力，培养人才的数量、质量有待提升。

目前，国内开设人工智能专业的高校数量较少、时间较短，学科实力不强。美国国家科技委

员会发布的 2017 年人工智能全球大学排名中前 50 名均位于欧美地区，我国大学无一上

榜。此外，国内缺乏人工智能与传统行业的跨界人才，不利于人工智能在各垂直行业的应用

推广。 

应采取的对策建议     

推动技术创新突破 

重点突破基础领域。针对人工智能底层技术，加强对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底层算法模型

的深入研究，并积极布局影响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前沿基础理论研究。强化在基础材料、元

器件、芯片、传感器等领域的研究，加快突破图形处理器、现场可编程门阵列、专用集成电

路等基础硬件核心技术。强化相关各个基础领域研究。 

推动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发展。依托底层的基础理论、算法模型和核心硬件基础，开发人

工智能算法开发工具、数据库、中间件等关键软件，推动人工智能开源软硬件平台及生态建

设，促进基于人工智能的计算机视觉、生物特征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应用技术的研发和产

业化。加强前沿技术布局，构造未来融合创新技术基础。 

强化基础支撑建设。建设满足深度学习等智能计算需求的新型计算集群共享平台、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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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开源算法及软件基础平台、多种生物特征识别的基础身份认证平台、人工智能云服务平

台等基础资源及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基础支撑平台建设。 

加速融合实体经济 

推动重点领域示范应用。精准选取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促

进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设计、制造、运维环节的应用，提升质量效率、降低成本。推动鼓励

人工智能在教育、交通、医疗、安防等服务和民生领域的推广，提升产品、服务的智能化水

平，促进无人零售等新兴商业模式的创新发展。通过人工智能在重点领域的示范应用，推动

强化人工智能技术水平的提升和商业化路径的筛选，实现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促进人工智能的规模化应用和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 

消除行业准入壁垒。重点建设面向人工智能的公共数据库、测试标准、服务平台等，促

进各类通用软件和技术平台的开源开放，形成良性发展的产业生态。加速完善人工智能面向

行业应用的各项检验评测、标准、安全评价体系，消除人工智能向各行业推广应用时面临的

资质、数据接口、评价标准等行业准入壁垒，加强宣传引导和政策规范，避免产生新壁垒。 

完善创新生态体系 

以领军企业为龙头打造产业创新平台。鼓励各细分领域企业通过产业创新平台提振创新

动能，构建以大企业为引领的创新网络。面向市场应用需求，突出培育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

创新企业集群，并由此形成分领域的投资目标。 

以地方优势为亮点打造区域创新平台。结合地方区位特点和产业比较优势，构建以共生

发展为特征的区域创新平台。立足区域发展，建立产业创新协作机制，孵化一批核心产业基

地。提升招商引资能力，提振区域产业创新水平，形成有利于协同创新的共生环境。 

以产业发展为导向打造开源开放平台。在产业层面构建以集群联动为特点的开源平台，

促进不同企业间的产业关联转化为能够引发创新行为实质互动。通过开放开源，催生技术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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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集群效应，促进产业集群间建立起多层次的有机联接，形成点、线、群、网相结合的开

源开放创新平台体系。 

以行业联盟为依托打造技术竞合平台。利用行业联盟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影响力，打造技

术竞合平台，推动各类型企业从不同维度参与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为行业层面新

产品、新服务的快速迭代与共同试错提供规范化的良性竞合机制，确保参与企业与行业最新

前沿技术的同步，形成技术创新的良性互动格局。 

形成开放发展氛围 

促进开放创新体系建设。依托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联盟等第三方专业机构，举办中国

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大赛等竞技比赛鼓励创新。聚焦重点热点问题，促进推进人工智能企业和

团队创新水平的提高。依托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基地等产业载体，为人工智能企业发展提

供最优环境和优秀学习范例。 

推动国内外交流合作。利用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联盟等第三方专业机构的资源优势，

推动国内行业交流和国内外技术发展交流。以研讨会、交流论坛、学术年会等形式，促进我

国同行之间、我国与国外知名专家、企业家和智库开展合作交流。确保现阶段我国人工智能

总体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保持同步。 

打造联盟标准和规范。加快打造人工智能行业联盟的规范和标准，在提升专业机构资质

和水平的同时，以联盟标准帮助相关企业激发创新活力、提升开放水平、加深合作意识。 

强化人才培养培训 

加强相关学科建设。依托现有的人工智能相关学科，大力推动学科间合作和资源优化集

中，形成研发和教学合力，培养人工智能领域内跨学科人才。加快人工智能相关学科布局，

在有基础的院校强化人工智能相关学科的师资力量，扩大高学历人才的培养规模。鼓励高校、

科研院所加大与人工智能企业、国外高校及相关机构的合作力度，打造多种形式的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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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针对人工智能芯片、基础算法模型等重点领域，充分利用现有各类

人才计划，并设立专门通道和定向优惠政策，加大对国际顶级科学家和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

加快人才引进效率，扩大人才引进规模。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采用项目合作、技术咨

询、交流访问等多种形式引进人工智能人才，加大技术合作力度。 

注重培养跨界人才。重视培养贯通人工智能基础理论、软硬件技术、市场产品及垂直领

域应用的纵向跨界人才，以及兼顾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法律等的横向跨界人才。引导有

基础的高校在原有相关学科基础上拓展教学内容，推动人工智能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及相

关人才培养。 

来源：赛迪研究院 

2018 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展望 

2017 年，我国机器人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展望 2018 年，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机遇

与挑战并存，既有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影响、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经济

发展内生动力逐渐增强、多种利好政策不断落实等有利因素，也有国际不稳定因素增加、企

业融资环境较差等不利因素。总体来看机遇大于挑战，我国机器人产业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

态势，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应用领域进一步拓展，自主品牌不断发展壮大。 

1 对 2018 年形势的基本判断 

 产业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孕育兴起，以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为核心的

智能制造、数字制造、网络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不断涌现，工业机器人在生产过程中应用日

趋广泛。受国内外经济的综合影响，同时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人口红利逐渐消



57 
 

失，工业企业对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智能化装备需求快速上升，我国机器人产业继续保持较

高增速发展态势。2016 年我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保持全球第一位，达到 8.9 万台，约占

全球销量的 1/3。 

预计 2018 年，随着经济发展内生动力逐渐增强和《中国制造 2025》、《机器人产业发

展规划 (2016-2020 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内“稳增长”政策、地方机器

人产业扶持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多地亟需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和改善生态环境，我国工业

机器人新装机量有望继续保持较快速度增长，同比增长率预计为 25%左右。 

产品结构不断优化 

我国机器人产品结构不断优化。2016 年国产多关节机器人销量首次突破 1 万台，同比

增幅高达 92.7%，已连续两年增速超过 70%，国产多关节机器人在同类型机器人市场中的

比重也由 2015 年的 15.1%增至 2016 年的 21.5%。 

预计 2018 年，随着各项新政策对国产机器人应用的推动，我国机器人产业技术，特别

是高附加值产品技术的不断提升，多关节机器人产品性能进一步得到完善。同时企业自身不

断积极优化产品结构、提高制造水平，国产多关节机器人销量占比预计将进一步提升。 

应用领域不断拓展 

近年来，国产机器人不断拓展到新的应用领域。国产工业机器人已服务于国民经济 37

个行业大类，91 个行业种类。其中，3C 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依然是国产机器人的主要市场。

服务机器人已经在医疗手术、餐饮、消费、消防、公共服务等领域得到了应用。 

预计 2018 年，随着各项政策的不断落实，工业机器人的应用领域将不断拓展，搬运与

上下料机器人销量继续保持第一位，具有加工功能的机器人将延续快速增长态势。预计 3C

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依然是国产机器人的主要市场，并有望延伸到纺织、物流、国防军工、

民爆、制药、半导体、食品、陶瓷、制砖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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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不断取得突破 

2017 年，“智能机器人”重点专项按照基础前沿技术类、共性技术类、关键技术与装

备类、示范应用类四个层次，发布 42 条指南。北京理工大学自主研发出多模态智能运动机

器人，可用于危险作业、救援救灾、公共服务、家庭服务等场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国外

一家公司合作研制成功软体章鱼触手机器人，未来将应用于工业、医疗、康复、服务等领域。

哈尔滨工业大学在美国化学协会《应用材料与界面杂志》发布了一种基于人类真实皮肤结构

的“汗毛－皮肤”传感器研究成果，这种传感器已初步应用于机械手夹持过程中摩擦力大小

的判断。 

展望 2018 年，随着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健康发展、“智能机器人”重点专项的启动、国

家机器人创新中心建设推进、高校科研体制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各级政府对机器人科技

研发的持续支持，新产品、新技术将不断取得突破。 

标准体系持续完善 

2017 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联合发布了《国家机器人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17 年版）》，结合市场需求和现状，将

在基础、监测评定方法、零部件、整机和系统集成领域加速开展标准研制工作。目前，我国

工业机器人已发布及制定中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共计 106 项，标准基本覆盖了机器人标准体

系中的基础共性和关键技术产品，但工业机器人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前沿技术发展迅速的

特点，目前标准覆盖面仍不足。 

展望 2018 年，将进一步落实《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建立协同发展、协调配套的

新型标准体系的要求，健全机器人标准体系。制订和修订 60 项机器人国家和行业标准，按

照“需求导向，急用现行”原则，优先制定基础标准、检测评定方法标准、新型机器人产品

标准、机器人系统集成标准，推动我国机器人标准成为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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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统计数据趋于健全 

2017 年 10 月 1 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新标准正式实施。机器

人制造首次作为独立的行业列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之中。根据新的分类，工业机器人制

造与特种作业机器人制造两个行业小类，归属于其他通用设备制造业行业中类。这次修订将

有望丰富机器人产业统计数据种类，给产业政策的制定、重大专项批复等方面提供数据支持，

对促进机器人产业发展具有长远的积极影响。 

2 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自主创新能力有待加强  

当前，工业机器人的高可靠性基础功能部件、产品设计、材料与工艺、主机批量生产、

系统集成水平等方面技术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服务机器人的精确控制、多传感器信

息融合及智能控制、精密减速器和伺服驱动器等核心部件、加工装配工艺等方面技术与国外

先进产品存在较大差距。预计 2018 年我国机器人产业缺乏核心及关键技术的原创性成果

和创新理念，面向企业及市场需求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产品以中低端为主、高端产品质量

可靠性低的局面不易改变。 

企业经营压力较大 

近年来，我国采用的机器人精密减速器约 75%由日本进口；伺服电机和驱动超过 80%

依赖进口。关键零部件大量依赖进口，导致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压力大。国产工业机器人在我

国市场总额中占比逐年提升，2015 年首次超 30%，但来自国外产品的竞争依然激烈。外资

企业积极扩产，并且从整机组装深入到关键部件生产。预计 2018 年核心部件长期依赖进口

的局面依然难以改变，加上来自国外产品的竞争激烈，导致企业经营压力加大。 

自主品牌推广应用难 

由于用户企业已经习惯使用国外品牌，特别是使用量最大、对设备品质要求最高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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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电子工业，导致自主品牌的本体和零部件产品不能尽快投入市场，甚至有成功应用经验的

产品也难以实现推广应用。此外，我国机器人生产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九成企业规模在 1

亿元以下。预计 2018 年我国机器人市场由外企主导的局面仍将继续，自主品牌亟需发展壮

大。 

检测认证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  

进入 2018 年，随着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和其他部门在标

准规范制定、检测认证实施等方面工作的不断推进，我国在机器人方面缺乏行业标准和认证

规范的局面有望得到改善。但目前我国只有部分工业机器人生产企业对产品的部分性能做了

出厂检验，而且缺少相关标准及专业研究，检测仪器配套较差，检验结果的可靠性较低，测

试项目尚不能满足产品质量控制的需要。 

3 应采取的对策建议 

完善政策扶持体系 

在资金、税收、产品销售补贴等方面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提高国产工业机器人使用率。

落实生产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扩充《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以促进

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的研发和应用。研究制定行业应用指导政策。例如，对于一些有毒、有

害、存在危险的工作岗位，必须以机器人代替人工；对于高温、高噪声等环境恶劣的工作岗

位，鼓励以机器人代替人工。采用融资租赁促进小企业对于机器人的使用。鼓励金融资本、

风险投资及民间资本参与机器人产业，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在海外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加大技术研发力度 

加快技术研发，突破产业技术瓶颈；针对应用需求，开展工业机器人全生命周期可靠性

和制造工艺技术研究，攻克关键零部件技术并实现产业化；充分利用和整合现有资源，继续

推进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应用验证平台和整机及关键部件检测中心的建设工作；建设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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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感知、识别、驱动和控制等下一代技术研发平台，同时关注没有被现有机器人技术体

系所纳入的如能源、大数据、安全和材料等领域的技术创新。 

深入开展示范应用 

围绕加快发展我国智能制造的需求，推动典型应用示范工程，在汽车、电子、纺织、物

流、国防军工、民爆、制药、半导体、食品等行业开展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的应用示范；推

进减速器、控制器、伺服电机及驱动器、传感器等关键零部件的产业化示范应用；推进服务

机器人试点示范，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民生重大问题，创新支持政策和应用模式，推动服务

机器人在助老助残、医疗康复、应急救援、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应用示范，及时总结试点示范

经验并有序推广。 

 加强行业规范管理 

按照《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的部署，加快推进《关于促进机器人产

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业机器人产业规范条件》、《工业机器人行业规范公告管理办法》

等产业政策落实，组织开展行业规范管理实施工作；鼓励企业积极申报，对符合工业机器人

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进行公告，引导各类鼓励政策向公告企业集聚，促进企业加强技术创新

和精益管理能力建设，提升品牌附加值和软实力，推动机器人产业理性健康发展；增加服务

机器人制造相关统计口径，可先从几种代表性产品入手，开展产值、收入、利润等方面的统

计，为产业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 

来源：赛迪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