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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有哪些应用场景

谢邀

老僧刚看完李开复的《人工智能》，书里关于AI如何重塑个人、商业与社会的未来
图谱讲得蛮透彻，推荐给题主~

其实，人工智能主要有四大功能：语音识别、自然语言理解、数据挖掘、计算机视
觉。像天猫精灵、无人驾驶汽车、淘宝给你推荐你感兴趣的商品……所有AI应用场
景几乎都是基于这四大功能。

AI具体的应用场景很多，像自动驾驶、医疗、安防、教育、娱乐、家居、金融、电
商零售等，老僧就不一一讲了，随便说几个。

1、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主要依靠车内的以计算机系统为主的智能驾驶仪，来实现包括道路行驶、
地貌识别、导航定位、车道识别、交通控制、停车等多个功能，最终完成无人驾驶
的目标。

2、AI医疗

AI医疗领域其实挺广的，虚拟助手、医疗影像、医用机器人、智能健康管理、智能
影像识别、智能药物研发等都在AI医疗射程范围之内。例如阿里云AI诊断最新技术
，新冠肺炎CT影像识别准确率高达96%，识别速度相比医生肉眼识别提高了近30
倍。

3、AI安防

AI安防的具体应用包括区域人群监控、客流统计、身份认证的人脸识别、道路监控
的车辆识别、案情分析系统等一系列场景，虽然听起来离我们挺遥远，但是一个城
市大脑就全覆盖了～

4、AI教育

AI教育，包括自适应学习、虚拟学习助手、智能评测、个性化辅导、儿童陪伴等。
家里有小朋友应该比较熟悉，主打利用人工智能因材施教的学吧课堂、科大讯飞、
云知声等等都是AI教育的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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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何种应用场景，人工智能都将给用户继续带来全新的体验，而这种新体验的
背后带来的是效率的提升，以及行业的巨大变革。

人工智能研究院能给企业赋能哪些方面

人工智能研究院可以在许多方面为企业提供赋能。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方面：

1.技术创新和研发：人工智能研究院拥有专业的研究人员和工程师团队，可以进行
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和创新。他们可以帮助企业开发新的人工智能算法、模型
和应用，提升企业的技术竞争力。

2.数据分析和预测：人工智能研究院可以帮助企业分析和挖掘大量的数据，提取有
价值的信息和洞察。他们可以利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技术，建立预测模型和智
能决策系统，帮助企业进行数据驱动的决策和业务优化。

3.自动化和智能化：人工智能研究院可以为企业开发自动化和智能化的解决方案。
他们可以利用机器人技术、自动化系统和智能控制算法，帮助企业实现生产流程的
自动化、设备的智能化和效率的提升。

4.自然语言处理和语音识别：人工智能研究院可以开发自然语言处理和语音识别技
术，帮助企业构建智能客服系统、智能语音助手和自动翻译系统等。这些技术可以
改善企业与用户之间的交流和服务体验。

5.智能安全和风险管理：人工智能研究院可以帮助企业建立智能安全系统和风险管
理模型。他们可以利用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技术，识别和预测潜在的安全威胁和风
险，并提供相应的安全防护和风险管理策略。

总之，人工智能研究院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研发、数据分析和预测、自动化和智能
化、自然语言处理和语音识别、智能安全和风险管理等方面的赋能，帮助企业提升
竞争力、提高效率、改善用户体验，并实现更智能化的业务运营。具体的赋能方案
和应用取决于企业的需求和目标。

人工智能和传统行业融合度例子

人工智能引入传统手工艺领域的探索和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尚无成熟的例子，但
这并不能表明将来的人工智能与传统手工艺之间毫无交集，当我们周围的事物被人
工智能覆盖后，传统手工艺不可能完全不受它影响，但也不可能完全被人工智能替
代。两者之间必然是既有竞争又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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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竞争。一方面，传统手工艺在创作上追求“不可复制”性，因此，在制作过
程中是排斥人工智能参与的。“纯手工”制作也是一些传统手工艺者坚守的阵地，
而大众似乎也认为“纯手工”制作的工艺品更具有“价值”，这种认知无形中为人
工智能的介入增加了阻力。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作为颠覆性技术，无疑将会给传统手工艺带来很大的冲击，人
工智能的渗透将会改变传统手工艺从制作到经营的固有模式。比如，当人工智能介
入一些规模化、产业化的传统手工艺后，将大大节省劳动力，从而会导致大批手工
艺从业人员失业，一些靠“小作坊”为生的传统手工艺有可能面临淘汰出局的局面
；同时，人工智能在数据搜集、模拟人脑进行设计方面的强大功能也将会对传统手
工艺的设计创新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然后是融合。传统手工艺与人工智能虽然是不同阶段出现的社会产物，发展背景不
同，一个是农耕社会的产物，一个是科技社会的产物，但两者并非是对立关系，而
是相互促进、共生共荣的关系。一方面，人工智能促使传统手工艺寻求新的发展。
另一方面，传统手工艺和工匠精神也是激活人工智能设计的灵感来源，人工智能的
发展也必须从传统中吸收养分，依靠工艺的革新、技艺的提升，促使传统手工艺在
融合人工智能的层面上发挥作用。

人工智能技术在行业里有什么具体的应用

人工智能的应用很广泛，比如工厂里经常用到的机械臂、物流行业的搬运机器人、
经常被大家YY的类人机器人（在色情领域的前景经常被人议论）、新闻自动化抓取
和编辑、音乐编曲和创作等等。这里不多说了，给大家展示一个人工智能音乐工具
和人类协作完成的作品（这是已经完成的作品，所以你很难分清这到底是纯人类的
作品还是人工智能参与创作的作品，是不是很惊讶）：

视频加载中... 

人工智能对文学艺术的例子

倘若人工智能能够自己分析文学艺术的风格，那么，这种创造性探索才能被称为创
作。事实上，目前人工智能的智能模式远不如人类，本质上仍是人类的工具，是一
种技术手段。

未完成主体性的人工智能所生成的所谓“经验”，无法达成刹那的“浪漫”。它的
产品是不会超越诗人的作品的。人工智能的算法还只是模仿，而这种模仿仍然依附
于人类的主体性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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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不是诗人和艺术家，但在它的协助下，诗人和艺术家的潜能将被极大激发
，这是一道令人向往的风景。

1月15日，光明日报《文艺评论周刊·文学》就人工智能与文学艺术的关系这个话题
，刊发一组文章，即《主体还是工具——人工智能与文学艺术》《人工智能写的诗
，算不算“作品”——关于人工智能的“创作资格”问题》《人工智能写作是一面
镜子——由机器人小封诗集〈万物都相爱〉说开去》。三位作者从各自的角度，阐
述了人工智能对于文学创作的潜在影响，并对未来的更多可能性进行预测和评估，
读来让人受益匪浅，有话想说。

的确，人工智能已开始介入到诗歌、散文等文艺创作之中，甚至生成的某些产品具
有特定的风格，有“类人”的趋势。随着智能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及5G时代来临，
人工智能业已渗透到人类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刻地改变当下世界的同时，也为
文学艺术创作带来了新的命题。它的应用正改变着审美客体，解构着审美主体，其
间也伴生出诸多审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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