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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铁们，大家好，今天由我来为大家分享人工智能研发瓶颈，以及人工智能研
究瓶颈的相关问题知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可以帮助到大家，还望关注收
藏下本站，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谢谢大家了哈，下面我们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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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人工智能陷入瓶颈了吗？

目前，AI发展的瓶颈主要有以下三点：

1.对数据的极度贪婪和依赖；

2.运行机制和模型的不透明；

3.脆弱性，错误不可控。

这三点缺陷导致了想象中的AI与真实落地的AI之间形成了几重落差。

Gap1：（想象的）大数据VS（现实的）小数据、脏数据、假数据、违规数据、孤
岛数据

在数据行业摸爬滚打多年、最近转行到AI创业公司的数据分析师“小J”颇有感悟
：“这些年，媒体和各行各业言必称大数据，客户看到自己数据库存了多少TB甚至
PB了，就以为自己有大数据；问客户某某数据有没有，客户满口说有。等实际入场
后才发现，数据根本不可用，有些字段错得离谱，有些字段又太稀疏，等你做完清
理后，剩下的数据可能跑个逻辑回归都够呛，根本没法上深度学习。

有些数据需要手工生成，质量也不可靠。有一次做浙江某轮胎厂的故障检测项目，
故障样本是工厂每月被客户退回来的问题轮胎，几百上千个在露天的空场上堆成小
山，落满了灰，只好雇人爬上去把灰擦一擦看清楚型号批次，再把信息和故障记下
来。大热天的，又脏又累，后来就有人学会了偷懒，假造数据。

还有数据孤岛，比如A、B企业的数据维度都比较单一，但可以互补，需要放到一
起才有价值，而A和B出于监管考虑又不能交换数据。一些大企业内部也有数据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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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是部门竞争、不愿配合，非要闹到大老板那儿去。即使老板拍板下来要打通
，也有各种手段让你的效果大打折扣，脱敏、二次加工、延时等等。

数据来源有时打打擦边球也是公开的秘密了。在一些信息安全措施不那么严格的行
业，找内部人员用硬盘拷数据是最经济有效的。几乎所有公司都在用爬虫，前不久
有公司刚被抓，爬简历上的个人隐私牟利，算是行业反面教材了。”

Gap2：AI训练测试数据VS实际运行环境数据

如果把训练好的模型作为软件模块来集成，模块的输出受输入数据分布变化的影响
，不能按模块之间的合约（contract）“办事”，造成其他模块无法正常工作。

更难受的是，何时、何种情况下会“违约”，无法预先界定。所以当系统给AI软件
模块一个任务时，它能不能完成，能完成到什么程度，没准。

这就好比一个公司告诉你，在我司测试环境下，行人检测模型准确率为99.99999
%；但在您的实际驾驶环境中，预计准确率在97%~99%之间，且我司既不确保准
确率有多少，也无法判断何时准确率会异常。这车您还敢开吗？

如果把训练算法作为软件模块来集成呢？也有新问题。

训练算法的输出依赖训练数据，而生产环境中的数据受太多因素干扰：隐藏的信息
反馈循环、未声明的调用模块，都会让数据相互影响，不可控、不好追查。此外，
在给真实客户做AI项目时，不同项目、项目不同阶段，都会带来不同的数据，从而
影响算法网络结构设计和模型参数设定。

有多年工程及算法经验、待过互联网大厂也做过toB项目的“老P”说：“做AI项
目，客户第一次会给一小撮数据样本让你理解业务数据，等你入场做PoC（Proofo
fConcept，可行性验证）时会拿到批量的真实历史数据，等项目上生产环境你会碰
到更实时的数据，等运行一段时间后又必然会遇到各种新情况，例如客户的用户定
位调整了、政策有变导致业务环境变了等等。

这四个不同阶段，你所认知的客户数据的特点和分布都会变，而变化就意味着可能
要重调超参数，重设网络结构，甚至重新取舍算法……折腾啊，但没办法，这就是
做AI项目的命。”

更要命的是，这是长期的“折腾”；是时间、地点、人物不定的折腾；得去客户现
场折腾，而不能远程云折腾；得派很贵的、掌握炼金经验和调参玄学的算法工程师
去折腾，而不能让普通软件工程师去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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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出了AI落地时的第三个落差，也是最现实的挑战：

Gap3：AItoB项目对高级算法人才长期驻场的强需求VS此类人才的驻场成本和意愿

为什么toB项目通常都要驻场？现阶段，大中型企业才有足够的数据、业务场景和
钱做AI，而大公司对数据又有超强保护意识，数据不出门、不落地。要碰数据可以
，请到客户现场来，有时还要求用客户提供的电脑干活。

为什么要长期驻场？

典型的AItoB项目有以下几个流程：

1.初步理解客户业务场景和需求;

2.初步调研客户数据情况;

3.可行性判断和初步方案设计;

4.深度理解客户业务，细化或调整AI算法目标和达到目标的路径;

5.深度理解客户数据构成、语义、质量和分布等细节，细化或调整算法方案和模型
结构;

6.数据清洗和特征工程;

7.部署测试环境，训练并调参模型（效果不好的话要回到步骤4、5、6进行优化）;

8.生产环境部署上线，调试生产bug（如数据泄露）;

9.持续监控生产环境输入输出数据变化，并随时回到步骤4、5、6。

这里的4、5、6、7、8、9必须在客户现场完成，1、2可远程完成但也需要与客户
交互，只有步骤3完全不涉及客户环境。

先说步骤4、5、6、7、8，短则两三月，长则大半年，跟客户配合程度有关，跟数
据质量有关，跟问题复杂度、成熟度有关。更重要的，跟炼金运气有关。

最头疼的是9，前面的步骤即使周期再长，也有结束的一天，但步骤9（生产环境
监控优化）却永无宁日，因为业务环境和数据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而算法模型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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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能自动适应到最佳状态。

为什么要高级算法人才长期驻场？

正如Rahimi所说，深度学习的理论不完备，算法模型的运行机制不可知，因此，
各种调试优化能不能成功，靠的是经验加运气，能力难以快速复制。

这就像学中医一样，初级医师要成长为高级人才，需要做过很多项目，遇过很多情
况，成功、失败经验都丰富的老中医手把手带，靠项目和悟性不断积累“望闻问切
”的经验。

然而，行业的另一面现实却是，想让高级算法工程师长期驻场，太难了。

首先，驻场意味着人员很难复用，没法一人同时干N个项目，薪资成本是个问题。

其次，搞技术的通常不喜欢驻场，尤其是有经验的高级人才，一般岁数不小、有家
有娃，长期出差有困难。

最后，公司里许多高级算法人才可能是在基础研究或底层架构部门，项目工程团队
未必请得动。

BAT某云行业销售负责人“阿K”，一度对AI项目满怀憧憬，但后来宁可去卖CDN
：“我们今年中了一个千万级的标，其中的AI模块很关键。中标之后项目组都很兴
奋，但是要干活时，麻烦了。

客户很看重数据信息安全，对外部驻场人员管得很严，每天上班要指纹打卡，封闭
会议室办公，桌面必须保持清洁，否则罚款甚至通报批评。

客户给的IT支持比较少，我们工程师都说，驻场的SDE（SoftwareDevelopeEngi
neer）其实是SomeoneDoEverything，跟在自家公司时比，驻场干的事太杂了，
还没有延续性，不利于他们的技术发展。

现场跟客户沟通遇到些技术分歧时，人家好歹是甲方，我不提醒吧，有些工程师能
让客户下不来台；我说他两句吧，人就说驻场要看客户脸色，不想干了。

结果这项目还没做到一半，比较资深的两个AI工程师就回去了，只好换了几个毕业
没多久的顶着，项目进展很慢，客户很不爽。别给我搞烂尾了，哎。”

BAT另一朵云的行业售前总监、最近绞尽脑汁往自己行业里集成AI元素的“老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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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有一次客户让我们做AI项目PoC，要比较高级的人驻场。我好说歹说，找AI
研究部门借了几个人，出差去客户那儿干了一个半月，结果项目没成。以后再找，
他们就再也不搭理了。

人家本来就不爱参与客户项目，又发不了paper，这么贵的人工成本花出去，又不
一定能成为年终绩效上的业绩。”

驻场需求强烈，且得不到高效满足，是AI公司无法做到真正产品化（从业务运营角
度的产品化）的重要原因。困于客户项目的PoC、交付和维护，脱身无门，也就无
法大规模扩张。

吴恩达曾说：“如果普通人能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完成某项脑力工作，那么我们很
可能可以在现在或不远的将来用AI将其自动化。”

或许更符合事实的情况是这样：如果普通人能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完成某项脑力工
作，那么我们很可能可以在现在或不远的将来用AI将其自动化，如果不行，至少可
以找到一个符合条件的客户，把我们最贵的算法科学家砸进去，做一个demo出来
。

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遇到了瓶颈，未来人工智能发展出路在哪里？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作为一名科技从业者，我来说说我的看法。

首先，从当前人工智能的技术体系来看，虽然人工智能技术尚处在“弱人工智能”
时代，但是随着大型科技公司纷纷开放自身的人工智能平台，人工智能技术与行业
领域的结合将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打开一个巨大的价值空间，在模式的推动下，技术
的发展也会获得巨大的资源支撑，包括行业场景资源和人才资源等等，这会全面推
动人工智能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历史虽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但是由于人工智能本身的复杂性
和多学科交叉性，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进展一直与人们的预期有较大的差距，所以
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也经历了多次起伏，当前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发展
，人工智能又成为了新的科技热点，人们似乎又燃起了智能体大面积落地应用的希
望。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依然困难重重，智能由于对于应用
场景有较高的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产业领域应用人工智能产品的热情，毕
竟人工智能的应用不仅仅是上一套设备那么简单，还需要管理模式、运营模式和人
才结构的全面调整，这对于资源整合能力比较强的大型企业来说，也存在巨大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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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还是非常广阔的，原因有三方面，其
一是当前的基础场景已经有了巨大的改观，这个基础场景涉及到5G通信、云计算、
大数据和物联网，随着5G通信的落地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会获得更多的支撑，所以
说5G时代将全面开启智能化时代。从这个角度来看，5G就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
出路之一。

其二是产业结构升级和新基建计划的推动，当前整个产业领域都处在产业结构升级
的大背景下，人工智能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方式之一，比如会获得更多产业企
业的关注，这会全面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在行业领域的落地应用。

从当前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趋势来看，人工智能与行业领域的结合是未来一个重要
的发展方向，也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重要出路。从当前人工智能技术与行业领域
的结合情况来看，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出现、智慧教育、智能家居等一系列
产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未来这些领域的发展潜力还是非常大的，也会在一定
程度上撑起人工智能的价值空间。另外，当前的新基建计划也把人工智能放在了一
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这是一个重要的风向标，会指引更多的行业资源和社会资源
进入人工智能领域。

其三是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培养规模正在不断扩大，而且在人才层次方面也在
不断完善，这为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扎实的支撑。早期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
主要以研究生教育为主，当前一部分资源整合能力比较强的高校，也陆续在本科阶
段开设了人工智能专业，这会全面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应用。

我从事互联网行业多年，目前也在带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主要的研究方向集中在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我会陆续写一些关于互联网技术方面的文章，感兴趣的朋
友可以关注我，相信一定会有所收获。

如果有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考研方面的问题，都可以
在评论区留言，或者私信我！

人工智能在2050年会到达瓶颈吗？

人工智能到2050年会到达瓶颈吗？

这个问题就看你怎么去分析。2050年不过离现在也就是30多年，从以往高科技发
展趋势来看，随着高科技的不断更新，科技含量越高的电子产品淘汰率越高，似乎
每年约有百分之十的淘汰率，十年后，我们现在所用的一些高科技产品可能都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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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汰，它们将会以新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人工智
能只不过是一个概念，十年之后的人工智能将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我们
现在所认为的所谓瓶颈，实际上是人类认识的新阶段，到那时，人工智能可能与现
在的我们理解完全不一样，而是一个新型的、全新的人类助手。

到那时，人工智能的概念可能已经扩展到人类能够触及的领域，电子大脑会复制人
类机体的所有信息密码，并协助人类破解生命的秘密，人类所认识的物质通过电子
大脑进一步解密，人类由此发现了生命只不过是物质发展的一个阶段，人类的智慧
、以及一切生物生命状态，不过是物质的固有属性通过生命显示出来，在我们认识
的这个宇宙中，物质可能是通过不同方式提现生命状态的，地球生命只不过是其中
的一个形态，我们人类也不过是物质生命发展趋势中一个阶段，在以后漫长的岁月
中，人类自身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人类自身对生命的意义的认识也会发生重大变
化。

现在，我们从人类对基因工程认识和研究，以及对信息技术深度认识，不难看到，
未来的人工智能可能让我们难以理解和想象。

人工智能开发的瓶颈是什么？

蟹妖~~关注极迭代，和小伙伴们一起慢慢看↗↗↗

其实人工智能技术目前的确突飞猛进，是因为刚刚突破了一个巨大的瓶颈。

早期的人工智能是想要模拟人的生物结构

早期人工智能的研究停留在仿真阶段。一个直观的思路就是，既然人是人工智能想
要达到的对象，则让人工智能模拟人的生物结构，和思维结构，就能达到人工智能
。

所以之前的人工智能一直在模拟神经元，构造模拟生物神经反应，当然也取得了一
些成果。但这就遥遥无期了，很长时间都无法取得大的进展。

现代的人工智能是基于统计学的

直到基于统计学的算法的出现，人们发现，我们不用管鸡是如何生蛋的，我们只要
能在鹌鹑蛋里挑出鸡蛋就行。

所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变得密不可分。就以人脸识别为例，我们需要1000張、10
000張甚至更多的图片，让人工智能去训练去学习，总结规律，验证出有效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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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人工智能看到一个新的脸，就能够分析出这是否是一张脸、是否人类的脸、
男人的还是女人的、是不是你、是TFBoy还是翠花。

而相关技术如Python、大数据、强化学习之类的知识也是我们所需要掌握的，这
是后话，就不在这展开了。

人工智能受限于存储与计算能力

从上面我们知道，历史数据越多，就越能够分析总结出可重复的有效规律；而计算
能力越强，就越能够快速的总结分析出来。

在大数据时期，我们已经通过分布式存储解决了海量存储与查询的瓶颈，计算能力
也通过分布式计算得到了解决。而更新技术，提供更大更快的存储、更高速的计算
能力，也是迫在眉睫的。

高密度存储：据前几年的统计，每150万个原子才能存储一个比特（bit）的数据，
而当时就已有技术可实现在单个原子上存储1比特数据。直观量化来说就是一枚硬
币大小的硬盘可以存下iTunes里的2600万首歌曲。当然进入商用还需要时间。

量子计算机：人们相信，量子计算机能够解决人工智能的计算问题。量子计算机提
供了无与伦比的计算能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统计和分析计算，对于人们而
言，人工智能也就更智能了。

人工智能受限于算法

目前基于人工智能的机器人研究、无人机研究、自动驾驶研究、情感计算、社会计
算等等都已经在不断的强化各种算法，而每次的算法的升级，都为人工智能的智能
水平进行了一次快速推动。

随着算法的完善和人造计算能力的不断加强，量变引起质变，实现能够有自我意识
和自主思考的人工智能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请任性点赞，谢谢关注--我是极迭代，我为自己带盐:)

好了，文章到此结束，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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