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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领域的效应？工业人工智能

一、罐头盒效应

1、应该是盒子效应，也称盒子理论。

2、就是我们有可能是一个电脑里一个程序或者物种，这个电脑就是一层盒子，而
这个盒子也可以说成是我们的这个世界。

3、大意为人类的世界的操控者，也就是所谓的神创造了现今的世界，而我们就是
这个世界盒子中的造物。之后大致演变为两种说法。其中之一代表为MATRIX，就
是黑客帝国，理论认为人类研究出了机器人，之后又开发出了智能机器人（AI-RO
BOT），智能机器人反过来支配人类，将人类限制与一个幻境之中，五感全部模拟
……

二、语言也有恐怖谷效应吗

是的，语言也会有恐怖谷效应。（UncannyValley）。恐怖谷效应是一个心理学概
念，描述了人们对非人类物体的感知，当物体与人类越来越相似，但仍有一些不同
之处时，人们的好感度会突然降低，然后重新恢复。在这个过程中，好感度达到最
低点，就像是恐怖谷。

三、对人工智能社会效用的评价是什么

1、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导致“人类的终结”，人人都有‘麦克风’、处处都是‘
直播间’，从话题上看，其中，这支‘麦克风’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人们
可以构建在没有中介辅助下多个参与方之间的资产交易、价值传递的网络，上下求
索。

2、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出发,思考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及其有效性限度,合理
评价智能科技的未来发展前景,积极面对、研究和发展智能科技,合理而恰当地引导
人们对智能科技进行认识,已成当务之急。

3、陕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西安交通大学国际信息哲学研究中心主任邬
焜认为,真正可以导致人工智能对人类伤害的因素不是人工智能本身,而是设计和控
制人工智能的人。

四、人工智能会产生磁场效应吗

人工智能是不会产生磁场效应的，人工智能跟磁场效应一点也不人工智能和磁场效
应它是两方面，两个领域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所以人工智能不会去产生磁场效应，

                                    1 / 3



智行理财网
人工智能领域的效应？工业人工智能

磁场效应跟人工智能也是毫无关系的，所以不用去担心，所以我认为人工智能并不
能产生磁场效应，跟磁场效应没有关系。

五、人工智能对科学探索的影响

1、其一是人工智能让科学传播中客体的“主体间性”得以实现，真正进入公众参
与科学传播阶段。在科学传播发展历程的三个阶段中，科学共同体和普通公众之间
构建了客观存在的“主—客体”关系，即使是当代的公众参与科学传播阶段，以科
学家为核心的科学共同体依然是拥有科学技术知识优势的主体，普通公众还是需要
获取科学技术的客体。

2、而到了强人工智能技术得到实现的时代，借助人工智能的强大数据搜寻、识别
和分析能力，普通公众可以相对容易获取自己需要的、浅层的科学技术知识，普通
公众不再被视为原子式的个体以客体呈现，而是与科学共同体初步建立互相理解、
沟通的交往理性，构建主体与主体间的共在。

3、其二是人工智能借助智能机器人极大提升科学传播的效用，特别是面向儿童青
少年的科学传播，人机交互将成为主要形态。人机交互是指人与计算机之间使用某
种对话语言，以一定的交互方式，为完成确定任务的人与计算机之间的信息交换过
程，不同的计算机用户具有不同的使用风格——他们的教育背景不同、理解方式不
同、学习方法以及具备技能都不相同，这样就需要计算机系统不断升级，才能够迅
速地识别和理解人的意图，提供更加“友好”的交流界面。

4、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有效地提升了以人为本的人机交互技术，特别有利于帮
助公众特别是未成年人参与科学传播。尤其是现在学习型机器人开始走进学校、走
进家庭，长期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将通过互动模式帮助儿童青少年从小爱科学、
用科学，提高动手能力，培养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

5、其三是人工智能将淡化科学传播中科学家的专长，而强化公众的交互思维和认
知能力。在科学传播发展的三个阶段中，科学家可被理解为广泛地被公认为能够对
某个相关问题或事情作出可靠的专业性分析或判断的人，因为相对于普通公众，科
学家拥有专长知识，即使是公众参与科学传播阶段，科学家与公众的关系也是知识
论上的专家与新手之间的关系。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在科学传播中，科学家的专长
知识将被淡化，而普通公众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通过学习开源共享、参与协商、
组建社区等实践，提升交互思维素养，同时提升独立思考、逻辑推理、信息加工等
高阶认知能力。

6、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未来的科学传播将呈现以下三个特征：“深度社会化”
“个性化”和“持续自我创新化”。其一“深度社会化”。在强人工智能技术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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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和帮助下，以往借助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以及在科技馆、图书馆、中小学课堂
、社区等场所开展的科学传播，将拓展到家庭、人行道、电梯、商厦等任何地方，
科学传播将无处不在、无时不出现，科学传播不再是科协、科学家和科学媒介记者
等相关部门和人员单独承担的重任，而是全社会都能广泛参与的社会化事业。其二
“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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