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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工智能专业就业前景和薪酬

1、就业前景不错，薪酬待遇高，人工智能在当下以及未来几十年，是一个十分火
热的就业方向。

2、在中国，目前正处于人工智能大发展大应用阶段，随处可见的网络摄像头、电
子交警的使用、自动驾驶、智能农业、智能物联网、现代化医院系统等，都是人工
智能应用的实例，所以就人工智能就业这块，根本不是个问题

二、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人工智能怎么样

1、湖南财政经济学院的人工智能专业还是不错的，该校的人工智能学院拥有先进
的教学设施和多个实验室，同时与多个企业和机构合作，提供丰富的实践机会和就
业资源。

2、此外，湖南财政经济学院的人工智能专业还结合了财经背景，注重跨学科交叉
融合，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财经领域人工智能人才。

3、总的来说，湖南财政经济学院的人工智能专业具有一定的优势和特色，如果你
对人工智能领域感兴趣，同时又想学习财经方面的知识，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

三、人工智能背景下经济面临的挑战

1、自动化的速度和程度以及影响实际工作将取决于除技术可行性以外的几个因素
。其中包括部署和采用的成本，以及劳动力市场动态，包括劳动力供应数量、质量
和相关工资。劳动力因素导致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广泛差异。劳动力
替代以外的商业利益往往涉及将人工智能用于超越人类的能力，这有助于商业案例
的采用是另一个因素。

2、社会规范、社会接受度和各种监管因素也将决定时机。所有这些因素在各个部
门和国家的表现将有所不同，而对于国家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劳动力市场
动态的驱动。例如，在法国、日本和美国等工资水平相对较高的发达经济体，受自
动化影响的就业岗位可能比印度增加一倍以上，占总数的百分比。

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哪一次会议

十九大报告：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报告中指出，
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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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
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五、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是机器能代替人类劳动

1、人工智能的初级目标是代替人类劳动；中级目标是升级人类意识；高级目标是
创造新的经济形式；最终目标是拯救人类。

2、一、人工智能的初级目标：代替人类劳动

3、人类进化30万年，还是处于最低级状态。

4、人类是一个精神和物质的结合体，是一个高级灵长类动物。但是40多万年的进
化并没有解决人类的精神发展问题。

5、人类目前还是一个总体上物质性比精神性发达的动物，比如：四肢比脑袋发达
；物质欲望比精神欲望发达；动手能力比动脑能力发达；物质创造人口比精神创造
人口发达。

6、另外，从人类有两种生产方式，即一种是物质生产，一种是精神生产来看，到
目前为止，人类的主体还是在低级的物质生产状态。

7、在人工智能之前，人是一种具体生产场景和技能经验的劳动者。由于特定生产
劳动部门和分工不同的限制，劳动者被限制在具体的劳动和生产场景中劳作一生。

8、人工智能来了，就是来帮助人类完成这种劳动升级的使命。

9、人工智能本身是一种超级生产力，通过与各个部门的具体生产力结合起来，再
延伸到所有生产领域并作为这些生产领域现代化的基础。

10、同时，人工智能又是一种新的劳动力形式，是劳动者的新替代物，把劳动者
从传统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把人的劳动从具体生产过程的局限中解放出来，进
而把人的活动提高到精神文化、艺术和社会交往活动中去，开创高级的劳动形式，
让人类进入高级劳动创造阶段。

11、因此，人工智能是一种精神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的结合。

12、人工智能的初级目标，就是要替代劳动和解决人类的物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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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二、人工智能的中级目标：升级人类意识

14、目前人类意识总体处于初级状态。

15、人类意识是一个分散性和总体性相结合的意识体。从单个人的角度，意识体
现为每一个人的单独性。从宇宙意识和社会意识的角度，人类意识又表现为统一性
和总体性。

16、人类意识在40万年中基本处于低级物质性劳动中存在与发展，因此低级意识
的开发已经很充分了。像市场经济这种意识产物就是一种低级意识的高级代表。

17、而人的意识体中的高级意识还很少被开发出来。以至于人类总体精神文化意
识还是处于既像脱离动物而未完全脱离动物的状态，是一种很低级甚至很动物性的
阶段。

18、全世界的“文字盲人”人口还占到三分之一以上；人类的“精神盲人”可能
要占到二分之一以上。

19、比如在经济社会领域中很多连动物都不使用的法则，人类照样使在同类身上
，比如：消灭对手的市场竞争法治；极端贫富的财富分配法则；疯狂战争掠夺财富
法则；强国欺负弱国法则等。

20、一是通过解放人的双手，让人类进入以精神文化和科技创造为主的时代，在
这种创造活动中意识达到提升。

21、二是人机结合方式提升人类意识水平。通过高级意识芯片等生物技术柔性化
植入方式，还有一种是提升人类高级意识的基因种类。

22、三、人工智能化的高级目标：创造新的经济形式

23、人工智能会对物质生产领域的一切经济组织、市场交换、分配形式、经济结
果分配等现存模式进行重组。

24、企业组织将从物质生产领域逐步消失，变成社会化或者国家控制的超级生产
力中心，成为完全福利化、共享化、非利润化的中心，成为人类基本物质生产的提
供基地。

25、市场经济模式也将从物质资料生产领域彻底退出，信息数据化和智能化会形
成全社会消费和需求的智能匹配和衔接，也不需要市场价格的确定，供给制会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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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的决定作用，社会数据计划中心会完成全部计划规整。

26、相应地人类的分配形式也会调整为物质生活资料的共享共有，精神文化生活
资料的还是暂时依据市场化原则，这样的两种相对立的形式共存。

27、因为在精神文化科技领域，还是人类正待开发的领域，生产力还不高，还需
要市场机制起作用，还需要企业去组织生产活动。

28、待人工智能能够介入精神文化科技生产领域的时候，市场经济组织也会全部
退出这一领域。

29、四、人工智能的最终目标：拯救人类危局

30、人类目前事实上处于危局之中：核战争哪天会被引爆，贫困饥饿导致人性问
题灾难，等等。

31、化解人类自身无法解决的世界性难题和死结，是人工智能最后的一道艰巨任
务。

32、这不断是现实问题也是一个人性问题。贫苦问题形成的原因不管是什么，也
不需要再纠缠。

33、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完全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最关键是现有的社会体系愿不
愿意去彻底解决，现有的利益格局需不需要再维持一个庞大的贫苦人口的存在。所
以说是一个人性问题。

34、智能工厂完全可以提供社会每一个人的合理生存资料。智能科技也可以创造
出更多的物资资源。

35、如果不再出现像资本家将好的技术收购后束之高阁，故意维持市场短缺的非
人性行为，这个社会应该是财富的阳光总是充满世界的。

36、战争一方面花费巨大的社会财富资源，另一方面具有人类的毁灭性危险。

37、战争的本质还是利益。在私有制主导下的战争就是最终毁灭人类的战争，因
为少数财富者的存在就是建立在大多数人死亡的前提下。

38、只有公有制主导的战争才是最终消费战争的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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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人工智能在世界格局没有大的变化情况下，可以通过建立仿战争模型，来模
拟战争。

40、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和国际战争惩罚机制的作用下，让国家之间的战争尽量
走上虚拟化和赔偿化的道路，避免直接的人类战场相见和毁灭性杀伤。

41、三是人类阶级鸿沟和社会平等问题

42、人类阶级鸿沟只有两种方法来解决。一种是通过和平过渡的方法来解决，就
像过去50年代工商业改造对资本家的和平赎买政策一样。

43、现在可以将国际社会财富的一部分无偿送给这些国际资本家集团，让他们在
保持现有财富不变的同时还能获得一部分增长性收益。

44、但是它们必须遵守新的社会公平法则，尊重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生存权，不
能再操纵政府和权力，更不能谋求战争和消灭大多数人类。

45、还有一种就是只有通过社会性强制来消除这种人类的“财富毒瘾”和“财富
毒瘤”，让国际社会进入公平发展的和平时代。

46、总之，人工智能是人类自我救赎的一次机会。机会不可能再重复出现两次。
人类如果错过了这一次机会，面临的风险就只有天知道了。

47、人类应该抓住这次机遇，首先将人类绝大多数从物质动物状态下解救出来，
全社会迁徙到精神文化和科技创新领域，通过人工智能彻底解决人类的物质资料组
生产。

48、同时，大力提高人类意识文化、科技和精神发展层次，创造更高的人类文明
。

49、最终，通过人工智能解决人类面临的危机与死结，化解贫困、战争和财富分
配机制等问题，推动人类迈上真正宇宙高级文明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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