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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古诗、写程序、做策划、打辩论、做高考试卷……这个AI似乎“无所不能”。
近日，OpenAI发布的对话型人工智能ChatGPT迅速“出圈”，比起网红前辈AlphaGo专注

于围棋领域，ChatGPT以其“百科全书”般的功能，让人们实打实体验到了人工智能的厉害。
在不少人惊呼又要失业的同时，一个问题也摆在人们面前：人工智能今天已如此“全能”，未

来发展方向在何方？发展瓶颈又是什么？
12月10日，第二十届中国西部海外高新科技人才洽谈会（简称“海科会”）在成都开幕。海

科会现场，日本工程院院士、欧盟科学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名誉副理事长、电子科技大
学讲座教授任福继接受了封面新闻记者专访，谈了如今人工智能发展的瓶颈和他对聊天机器
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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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越聪明”背后
是越发难以承受的训练代价

任福继表示，现在的人工智能主要

是数据驱动，通过大数据深度学习确实

在很多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如今也

遇到了非常大的瓶颈。“现在的人工智

能有智能没智慧，有智商没情商，大数

据小规律，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等。”

任福继进一步解释，当今人工智能

有三个要素——数据、算力、算法。以

算力为例，机器学习要训练数据，2010

年前，训练数据所需要的算力基本上符

合摩尔定律，每20月翻 1倍；2010年

初，机器学习需要的算力6个月翻1倍；

2015年开始，机器学习训练算力增加

10-100倍。

“我们大概统计了下，2022年机器

训练所需算力已是 2010 年的 100 亿

倍。”任福继说，“所以数据驱动的人工

智能，它的理论红利已经消耗殆尽，必

须要有新的研究范式。”

公开报道印证了任福继的说法，

ChatGPT的前身为OpenAI此前的语言

模型GPT-3，而GPT-3也经历了从1代

到3代的演化，其算法模型并没有太大

改变，优化主要来自算力增加：参数量

从1.17亿增加到1750亿，预训练数据

量从5GB增加到45TB，其中GPT-3训练

一次的费用是460万美元，总训练成本

达1200万美元。

从这点出发，我们得到了一个喜忧

参半的局面：喜的是，依靠海量算力“暴

力”学习，让AI掌握几乎所有人类知识

内容，从而越来越聪明的路似乎可行；

忧的是，这样做的代价正越来越大，并

会逐步变得难以承受。

人工智能新范式
“情感”或成为新突破口

针对人工智能目前面临的瓶颈，任

福继提出了先进智能的研究范式。他

表示，先进智能是把70年来的人工智

能、上亿年进化史的自然智能和30年

来的情感计算融合研究的新范式，它能

克服很大部分人工智能遇到的瓶颈。

据了解，情感计算的概念最初由

Rosalin Picard在 1995年提出，意在

获得与情感相关，从情感中产生以及会

影响情感的信息。随着智慧城市对人

类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识别人类

与机器交互过程中的情感已经成为一

项重要需求。与此同时，情感计算在商

业化应用场景中衍生出了情感人工智

能的分支，利用人工智能、生物传感和

深度学习技术实现感知，追踪和识别人

类的情感和情感状态。在教育、娱乐、

自动驾驶、工作环境下的情感状态检测

等领域，情感人工智能的商业应用正在

快速增长。

为什么先进智能要把情感计算单

独拿出来强调？任福继认为，人工智能

现在遇到的瓶颈就是没有情感，一个冷

冰冰的机器很难进入人类的家庭，进入

千家万户。

“以前在人工智能领域，情感被认

为是研究不了的，但我们现在新的方向

就是先进智能，认为情感是可以研究

的。”任福继说，“情感计算是人类的刚

需，比如护理、幼儿陪护、健康医疗等，

都需要有情感计算的先进智能机器

人。比如老年人护理，肯定需要情感陪

伴；还有小孩教育，没有情感参与也很

容易枯燥。”

难点在于情感机制研究
希望未来聊天机器人有情感

任福继表示，要让机器人有“情

感”，难点在于人类对情感的机制和机

理了解不足，这在短期还不太容易实现

突破，但在工程应用还是有一些方法。

“我们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感知捕捉人类

面部表情，知道你现在的情感状况，然

后让机器人做出对应反馈，虽然机器人

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情感，但可以让人们

感到情感交互。”任福继说。

据了解，现在科学家认为人工智能

聊天机器人只是通过“深度学习”、模

仿或者复读人与人交流中使用的语言

和信息，而并不是像人类那样真的了

解这些语言和信息的含义，所以并没

有“情感”。

任福继进一步表示，现在大部分聊

天机器人基本没有情感，希望以后聊天

要有情感交互。“比如我在说一件很悲

伤的事情，聊天机器人能意识到并安

慰，然后再交流下去。如果是取得成绩

或有喜事，应该赞扬几句。但现在绝大

多数聊天机器人还无法感知到人类的

情感状态。”任福继说。

封面新闻记者陈彦霏 邹阿江 罗田怡
摄影报道

美国两架航天器不久前捕捉到

有记录以来火星遭到的最强陨石撞

击。这次撞击在火星留下直径近150

米的陨石坑，暴露出火星地表以下大

块水冰。

据美联社报道，撞击发生在去年12

月24日，在火星引发强度逾4级地震，留

下直径近150米、深21米的陨石坑。相关

报告已刊载于美国《科学》杂志。

尽管距陨石撞击点3500多公里，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洞察”号火星探

测器上的地震仪仍然探测到此次撞击

引发的地震。

“洞察”号2018年登陆火星以来，

已经记录逾1300次火星地震，不过震级

均未超过此次陨石撞击引发的地震。

报告作者之一、科技企业马林空

间科学系统研究人员莉莉娅·波西奥

洛瓦说，撞击火星的陨石直径在5米至

12米之间。

美国航空航天局火星勘测轨道飞

行器则捕捉到撞击留下的陨石坑图

像。图像显示，陨石坑附近露出地表

下的大块冰，因撞击飞溅的碎块最远

落在陨石坑40公里外。

“洞察”号工作团队研究人员、布

朗大学行星科学家英格丽德·多巴尔

说，先前已知火星两极有冰，而这次

撞击点是火星温度最高之处，暴露出

的冰块是已发现距离火星赤道最近

的水冰。

由于地球大气层较厚，大部分陨

石坠落地表之前因与大气摩擦而分

解、焚化。但火星大气层稀薄，坠落火

星表面的陨石不会显著变小。

文图均据新华社
火星遭到陨石撞击后暴露出地表

以下大块水冰。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日前发表声明

称，该校天文学家参与的一个国际团队

开发出一个新的研究框架模型，可以评

估行星的气候特点，为判断其宜居性提

供重要参考。

相关论文不久前发表在美国《天体

物理学杂志》上，由以色列希伯来大学、

西班牙巴塞罗那超级计算中心和美国

马里兰大学合作完成。研究人员用这

个框架模型结合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

镜的具体数据，借助计算机模拟一颗距

离地球约40光年行星的气候并进行探

索性研究。

这颗行星名为TRAPPIST-1e，是围

绕超冷矮星TRAPPIST-1运转的7颗行

星之一。它们构成的行星系统是迄今

在太阳系外发现的环绕单一恒星运转、

宜居带行星数量最多的一个系统，被天

文学家认为是迄今寻找外星生命的最

佳地点。

领衔这一研究的希伯来大学博士

阿萨夫·霍克曼说，该研究的重点是二

氧化碳的增加对极端气候条件及气候变

化速率的影响。研究发现TRAPPIST-1e

的气候敏感性和变化性比地球更大，而

这两个变量属于地球以外行星上生命

存在的关键因素。

天文学家认为，对类地系外行星的

气候变化性展开研究有助于人类进一

步了解目前地球正经历的气候变化，并

对未来地球大气可能发生的变化提供

新的启发，也将帮助人类继续探索太阳

系以外行星宜居的可行性。

霍克曼说，这一新开发的研究框架

将使研究人员能够有效评估许多其他

行星的大气，而无需派人亲临其境。这

将有助于人们在未来作出决定，知道哪

些行星是人类定居的良好候选地，甚至

可能在那里发现生命。

据新华社

聊天机器人ChatGPT“出圈”

专家：“情感”已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瓶颈

火星遭遇迄今最强陨石撞击

天文学家探索行星宜居性

任福继在海科会现场作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