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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以下的问题，关于人工智能行业投资壁垒，人工智
能行业投资策略这个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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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的技术壁垒是什么

回答如下：特斯拉的技术壁垒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电池技术：特斯拉在电池技术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专利，同时也在不断地研
发和改进电池技术，使得特斯拉的电池性能更加出色，续航里程更长。

2.自动驾驶技术：特斯拉在自动驾驶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其多年的研发和实践
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经验，使得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技术表现出色。

3.车身结构：特斯拉采用了全铝合金车身结构，使得车辆更加轻量化，同时也更加
坚固。

4.软件技术：特斯拉在车辆的软件开发方面也非常强大，其通过OTA升级方式可以
实现车辆的软件升级，这为特斯拉的车辆带来了更高的智能化和可靠性。

5.品牌效应：特斯拉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和潮流，其品牌效应非常强大，许多
消费者愿意为特斯拉的品牌价值买单。

为什么说人工智能工作前景越来越严峻了？

目前正在从事ai相关工作，从自己的角度讲一下吧。

1现在的人工智能并不是真正的智能，相比人类的大脑来说，连幼儿都比不过。目
前的人工智能只能从很多先验知识中学习一些强大且较为通用的规则，从而应用到
一些类似场景中解放一些重复性劳动。它并不具备任何学习新知识的能力。

2人工智能门槛降低，从研发角度来说，人工智能=数据+算法+算力，数据主要依
赖一些第三方外包标注，算法的话只要学过高等代数就可以入局，对一般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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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没有任何门槛，算力其实就是cpugpu机器，这部分长期被国外巨头掌控，在
国内基本没有就业机会。因为门槛低，因此涌入的人越来越多，内卷极其严重。

3缺乏业务场景，目前除了搜索，推荐，安防，翻译等领域，基本没有成熟的落地
业务，像无人车之类的还在烧钱阶段，最后能不能落地还么有定论，这也是ai四小
龙集体哑火的原因。这么多年了，ai投资人的钱也消耗的差不多了，没有资本进入
市场，那么职位肯定会减少，不可避免。

人工智能有“核心技术”或“技术壁垒”吗？

谢邀，当然有。

人工智能一般分为五项核心技术：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机器人
技术和语音识别技术。

这里面也会有相辅相成的很多专业技术，专业技术的叠加形成门槛也是核心技术，
以机器人为例：硬件精加工、工业软件的稳定可靠、讯号的互联互通、算法的优劣
、新材料的应用等等。

就好比造台车，发动机都知道是核心技术，底盘呢？大灯呢？每样东西差一点，综
合性能就差能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当年一个汽车稳定系统ESP就难倒多少中国
车厂，虽然现在已经是很普通的标配了。

人工智能要落地吧，软硬件结合，新材料应用必不可少。比如最不起眼的设备材料
，你室外监控云台的雨刮器，买个进口xx品牌的雨刮器，两千块钱，我们用在机场
和海边项目可以坚持三年不坏，放个国产名牌，一百块钱，三个月就完蛋了，当然
你可以不怕辛苦去更换，但这就是技术差距。

如何实现人工智能教育变革的三重境界：赋能、创新与重塑？

?问主你好，您提的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比较“高大上”，根据我的了解目前智能教
育只在一线城市开展，发达地区开展的比欠发达地区繁荣。我担任小学信息技术十
几年的经验来看，开展智能教育任总而道远。像西部地区尤为困难。无论从教育主
管部门还是基层学校都认识到了智能教育的重要性。然而，要真正做到可以说还有
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从基础设施、师资、配套资源、受众信息技术水平等方面影响
了它的发展。

赋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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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标准化教育”的运行效率

学生按年龄分班，使用统一的教材，按照规范的流程进行教学，定期开展考试，达
到标准的学生升入更高年级，并以此往复、循环不止。

这种标准化教育模式为人工智能进入教育提供了条件，人工智能进入教育的第一步
，就是从替代繁琐机械的教育活动开始，将教师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让他们
去从事更有价值的工作，进一步提高教育效率。

1.赋能教学：减轻教师负担

从早期的知识推理机、程序化教学、专家系统，到今天的教育机器人、智能导师系
统，人工智能在教学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替代教师的部分重复性劳动。

一是学情分析，利用人工智能对学习行为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帮助教师准确把握学
生个体的认知特征和班级群体的共性问题。目前国内外开发的认知诊断模型有70多
种，常见的有线性逻辑斯蒂克特质模型、多成分潜在特质模型、规则空间模型等，
能够准确了解学生的认知结构和知识掌握情况（马玉慧等，2018）。

二是重复性教学的替代，尽管教学活动总体上是富有创造性的，但也存在一些流程
化的教学环节，包括字词拼读、试题讲解、口语练习等。这些环节可以交给教育机
器人或智能教育助理来承担，让教师有更多精力去从事创造性的教学。

三是学习资源自动推送，通过建设大规模、细粒度的数字资源库，对知识内容进行
特征标记，根据学生的目标、能力、个性特征等因素制订个性化的推送方案，实现
学习者和学习资源的双向匹配，更好地满足学习需求。

四是自动出题和批改，通过建立学科知识图谱，自动生成适合各类学生的试题和作
业，并实现自动化批改，大幅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比如，智能评卷技术已经应用
于普通话水平测试和中高考英语听说考试，并可以对作文、翻译等主观题进行自动
评分（汪张龙，2018）。

2.赋能管理：优化教育管理流程

人工智能有助于优化教育管理流程，改变大包大揽的管理模式，扩大教育服务的有
效供给。

一是利用人工智能识别教育领域的冗余管理，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和重复劳动，
优化公文流转、档案管理、人事考评、校务管理等活动流程，推动业务处理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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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提高管理效能。比如，学校可以使用面部识别技术对嫌疑人员自动预警
，借助姿态识别技术及时发现学生在人群密集场所出现的意外情况，减少校园安全
事件发生。

二是利用人工智能打破信息壁垒，推进教育管理系统整合共享，做到事项清单标准
化、办事流程规范化、业务处理协同化，实现“一张表管理”和“一站式服务推进
教育管理系统整合共享，做到事项清单标准化、办事流程规范化、业务处理协同化
，实现“一张表管理”和“一站式服务”，大幅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三是利用
大数据技术开展多因素决策模拟，建立教育经费投入、学龄人口变化、学校布局调
整、教育舆情预警等方面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对教育运行状态进行预演，推动传统
以经验判断为主的决策转向大数据支撑下的科学决策。比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利用教育决策模拟系统，对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的学龄人口进行了预测分析，
为提前做好学校布局和教育资源配置提供了参考（马晓强，2017）。3.赋能评价：
伴随式的教育诊断评价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教育评价的意义往往蕴含在
过程之中，学生持续付出的努力、学校不断改进的经历、不同教育利益主体的关系
变化等，才是教育评价的重点。遗憾的是，现有教育评价过于注重结果，忽略了学
生成长和教育发展的过程。在人工智能支持下，教育评价将从“结果视角”转向“
过程视角”，从人才选拔、逐层淘汰为主转向改善学习、促进发展为主，通过伴随
式的数据采集和自动化的数据分析，为教育的持续不断改进提供动力。创新教育：
促进“标准化教育”向“个性化教育”转型随着人工智能不断替代重复性劳动，教
育业务流程的智能化和自动化明显加速，一旦达到某个临界点，就会触发教育组织
方式的重大调整。正如尼古拉斯?卡尔（2015）所说，“省力的设备不仅可以代替
部分工作，还会改变整个任务的特性”。如果把“赋能教育”看作是利用智能技术
激发教育系统的内在潜力，最大限度地提升标准化教育的运行效率。那么，“创新
教育”就是要打破标准化的教育体系，对教育流程进行重组和再造，打造个性化、
定制化的教育形态。人工智能将会在“标准化教育”向“个性化教育”转变中发挥
重要作用。

好了，文章到这里就结束啦，如果本次分享的人工智能行业投资壁垒和人工智能行
业投资策略问题对您有所帮助，还望关注下本站哦！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4 / 4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