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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来临
Source of image: http://www.express.co.uk/news/science/651202/First-step-towards-The-Terminator-becoming-reality-AI-beats-champ-of-world-s-oldest-game









•2022年，ChatGPT出来，AI的想象瞬时就开始爆了...
未来已来！



人工智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在学术界，有几个重要的观点：

达特茅斯会议
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首次提出人工智能
的定义：使一部机器的反应方式像一个人
在行动时所依据的智能。

1.1 人工智能的定义



人工智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在学术界，有几个重要的观点：

Nils J. Nilsson（Stanford）
人工智能是关于知识的学科——怎样
表示知识以及怎样获得知识并
使用知识的学科。



人工智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在学术界，有几个重要的观点：

Patrick Winston（MIT）
人工智能就是研究如何使计算机去做
过去只有人才能做的智能工作。



什么是人工智能？

u经过超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人工智能已经渡过了简单地模拟人类

智能的阶段，发展为研究人类智能活动的规律，构建具有一定智

能的人工系统或硬件，以使其能够进行需要人的智力才能进行的

工作，并对人类智能进行拓展的边缘学科。

u涉及到信息论、控制论、计算机科学、自动化、仿生学、生物学、
心理学、数理逻辑和哲学等自然和社会科学。



•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研究目的是通过探
索智慧的实质，扩展人类智能——促使智能主体会听（语音识别、
机器翻译等）、会看（图像识别、文字识别等）、会说（语音合
成、人机对话等）、会思考（人机对弈、专家系统等）、会学习
（知识表示，机器学习等）、会行动（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
等）。

• 一个经典的AI定义是：“ 智能主体可以理解数据及从中学习，
并利用知识实现特定目标和任务的能力。(A system’s ability 
to correctly interpret external data, to learn from such 
data, and to use those learnings to achieve specific 
goals and tasks through flexible adaptation)”。



1.2 人工智能的学派

• 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时代、学科背景的人对于智慧的
理解及其实现方法有着不同的思想主张，并由此衍生了不同的学
派，影响较大的学派如下：



• 其中，符号主义及联结主义为主要的两大派系：





1.3 人工智能的应用



图像识别准确度在八年间提升十倍，商业化应
用场景广泛



语音识别实现重大突破为人机语音交互奠
定基础



语义识别技术进步实现封闭域任务型多轮
对话，开放域聊天道阻且长



1.4  未来趋势

• 人工智能有三个要素：数据、算力及算法，数据即是知识原料，
算力及算法提供“计算智能”以学习知识并实现特定目标。 



u数据量
海量数据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燃料

ü 数据集的丰富性和大规模性对算法训练尤为重要。
ü 实现机器精准视觉识别的第一步，就是获取海量而优质的应用场景数据。
ü 以人脸识别为例，训练该算法模型的图片数据量至少应为百万级别。



u数据量
海量数据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燃料

ü 2000年以来，得益于互联网、社交媒体、移动设备和廉价的传感器，产生并存储
的数据量急剧增加。海量的数据将为计算机算法模型提供远远不断的素材。
ü 关于数据量对提高算法准确率方面的重要性，更有学者提出：
“It’s not who has the best algorithm that wins. It’s who has the most data.”



• 数据是现实世界映射构建虚拟世界的基本要素，随着数据量以指
数形式增长，开拓的虚拟世界的疆土也不断扩张。不同于AI算法
开源，关键数据往往是不开放的，数据隐私化、私域化是一种趋
势，数据之于AI应用，如同流量是互联网的护城河，有核心数据
才有关键的AI能力。

u数据量



u运算力
运算力的提升大幅推动人工智能发展

ü AI芯片的出现让大规模的数据效率大大提升，加速了深层神经网络的训练迭代速度，
极大的促进了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
ü AI算法的处理需要大量的矩阵计算操作，特别适合使用并行运算芯片进行数据处理。
ü 目前，出现了GPU、NPU、FPGA和各种各样的AI-PU专用芯片。
而其中，出现最早的GPU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u运算力
运算力的提升大幅推动人工智能发展

ü 在GPU出现之前，算法运行的速度是很慢的，即使是一个简单的神经网络数据的
培训，也得花费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
ü GPU是专为执行复杂的数学和集合计算而设计的数据处理芯片。
它的出现让并行计算成为可能，对数据处理规模、数据运算速度带来了指数级的增长。



u运算力
运算力的提升大幅推动人工智能发展

ü GPU与传统CPU相比，在处理海量数据方面有压倒性的优势。
ü 在运行大规模无监督深度学习模型时，使用GPU 和使用传统双核CPU 在运算
速度上的差距最大会达到近七十倍。在一个四层，一亿个参数的深度学习网络上，
使用GPU 将程序运行时间从几周降低到一天。

ü  推理就是计算（reason is nothing but reckoning） --托马斯.霍布斯 

ü 计算是AI的关键，自2010年代以来的深度学习浪潮，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计算能力的进步。



• 在计算芯片按摩尔定律发展越发失效的今天，计算能力进步的放慢会限制未来
的AI技，量子计算提供了一条新量级的增强计算能力的思路。随着量子计算机
的量子比特数量以指数形式增长，而它的计算能力是量子比特数量的指数级，
这个增长速度将远远大于数据量的增长，为数据爆发时代的人工智能带来了强
大的硬件基础。

u运算力



u算法
深度学习突破人工智能算法瓶颈

ü 在深度学习出现之前，机器学习领域的主流是各种浅层学习算法，
如：BP算法、支撑向量机（SVM）、Boosting、Logistic Regression等。
ü 这些算法的局限性在于对有限样本和计算单元的情况下对复杂函数的表示能力有限，
对复杂数据的处理受到制约。

ü 深度学习突破人工智能算法瓶颈。2006年，Geoffrey Hinton 和合作者发表论文，
“A fast algorithm for deep belief nets”，此后“Deep Learning（深度学习）”的概念被提出。



u算法

ü 机器学习自动化(AutoML)发展
核心问题是：在给定数据集上使用哪种机器学习算法、是否以及如何预处理其特征
以及如何设置所有超参数。希望机器学习应用可以自动化构建并使用。
ü 向分布式隐私保护方向演进
严格的法规限制多机构间隐私数据的交互。分布式隐私保护机器学习(联邦学习)通过
加密、分布式存储等方式保护机器学习模型训练的输入数据，是打破数据孤岛、
完成多机构联合训练建模的可行方案。
ü 数据和机理融合
从数据出发的建模从数据中总结规律，追求在实践中的应用效果。
从机理出发的建模以基本物理规律为出发点进行演绎，追求简洁与美的表达。
ü 神经网络模型结构发展
神经网络的演进一直沿着模块化+层次化的方向，不断把多个承担相对简单任务的
模块组合起来。



u算法

ü 多学派方法融合发展
通过多学派方法交融发展，得以互补算法之间的优势和弱点。
ü 基于大规模无(自)监督预训练发展
人工标注大量数据既耗时又费力，在一些领域(如医学领域)上几乎不太可能获得足量的
标注数据。如何利用现实中大量的无标签数据是一个研究的热点。
ü 基于因果学习方法发展
当前人工智能模型大多关注于数据特征间相关性，且模型往往缺乏可解释性。另外，
模型需要独立同分布假设。而因果推断的情形：如何学习一个可以在不同分布下工作、
蕴含因果机制的因果模型(Causal Model)，并使用因果模型进行干预或反事实推断。
ü 可解释性AI (XAI)发展
随着模型变得越来越复杂，确定简单的、可解释的规则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一个可以解释的AI意味着AI运作的透明，便于人类对于对AI监督及接纳，
以保证算法的公平性、安全性及隐私性。 



书籍信息：

1.5 其他



网络教学信息

• 斯坦福
• http://v.163.com/special/opencourse/machinelearning.html

• CMU 课程
• http://www.cs.cmu.edu/~epxing/Class/10715/  

• http://www.cs.cmu.edu/~epxing/Class/10708/  视频

• http://www.cs.cmu.edu/~epxing/Class/10701

• https://sites.google.com/site/10601a14spring/syllabus 



相关学术文章

• COLT和ICML(每年度的官网): 
http://www.cs.mcgill.ca/~colt2009/proceedings.html

• CV:http://www.cvpapers.com/index.html; 
• NIPS: http://books.nips.cc/; 
•  JMLR(期刊): http://jmlr.csail.mit.edu/papers/;  



相关学术期刊和会议

• 机器学习
• 学术会议：NIPS、ICML、ECML和COLT，
• 学术期刊：《Machine Learning》和《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

• 数据挖掘
• 学术会议：SIGKDD、ICDM、SDM、PKDD和PAKDD
• 学术期刊：《Data Mining and Knowledge Discovery》和《IEEE Transactions on 
Knowledge and Data Engineering》

• 人工智能
• 学术会议：IJCAI和AAAI、

• 数据库
• 学术会议：SIGMOD、VLDB、ICDE，

• 其它一些顶级期刊如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Journa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 《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 《Neural Computation》等也经常发表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方面的论文



相关学术期刊和会议



提纲：
1  大

机器学习相关学术期刊和会议



机器学习相关学术期刊和会议

相关学术期刊和会议



提纲：
1  大

机器学习相关学术期刊和会议



国内外的研究者

l国际代表性学者如：Michael I. Jordan、Yann Lecun、Geoffrey E. 
Hinton、Yoshua Bengio、Andrew Y Ng、Jurgen Schmidhuber、Fei-
Fei Li、Daphne Koller、John D. Lafferty、Peter L. Bartlett、
Michael Collins、Ian Goodfellow、David Sliver、Zoubin 
Ghahramani、David J.C. MacKay、Christopher Bishop、Tony Jebara、
Max Welling等；

l国内代表性学者如：张钹、周志华、李航、朱军、颜水成、杨强、唐杰、
刘铁岩、王海峰、何晓飞、戴文渊、黄高、王立威、张长水、孙剑、林
宙辰等。



国际代表性学者



国际代表性学者



国际代表性学者



国际代表性学者



国际代表性学者



国际代表性学者



国际代表性学者



国内知名学者



国内知名学者



资源

• 开源代码
• 1）深度学习框架Pytorch：https://github.com/pytorch/pytorch  

• 2）深度学习框架Tensorflow：
https://github.com/tensorflow/tensorflow  

• 3）机器学习库scikit-learn：https://github.com/scikit-
learn/scikit-learn  

• 4）自然语言处理工业级别库spaCy：
https://github.com/explosion/spaCy 

• 5）自然语言处理Toolkit NLTK：https://github.com/nltk/nltk 

• 6）XGBoost：https://github.com/dmlc/xgboost 

• 7）深度学习FastAI：https://github.com/fastai/fastai 



资源

• 预训练
• 1）Glove：https://nlp.stanford.edu/projects/glove/ 

• 2）FastText：https://fasttext.cc/ 

• 3）ELMo：https://allennlp.org/elmo 

• 4）BERT：https://github.com/google-research/bert 

• 5）OpenAI-GPT2：https://github.com/openai/gpt-2-
output-dataset 

• 6）ResNet, VGG：https://keras.io/applications/ 

• 7）YOLOv2：https://github.com/experiencor/keras-yolo2 



资源

• 数据集
• 1）[CV] ImageNet：http://www.image-net.org/ 
• 2）[CV] CoCo：http://cocodataset.org/ 
• 3）[CV] PASCAL VOC：
http://host.robots.ox.ac.uk/pascal/VOC/index.html 

• 4）[NLP] GLUE：https://gluebenchmark.com/ 
• 5）[Recommendation] MovieLens：
https://grouplens.org/datasets/movielens/ 

• 6）[NLP] WikiText：https://blog.einstein.ai/the-wikitext-
long-term-dependency-language-modeling-dataset/ 

• 7）[NLP] SQuAD：https://rajpurkar.github.io/SQuAD-explor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