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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人工智能和弱人工智能该如何定义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的区别：

强人工智能观点认为有可能制造出真正能推理（Reasoning）和解决问题（Probl
em_solving）的智能机器，并且，这样的机器能将被认为是有知觉的，有自我意识
的。

强人工智能可以有两类：类人的人工智能，即机器的思考和推理就像人的思维一样
；非类人的人工智能，即机器产生了和人完全不一样的知觉和意识，使用和人完全
不一样的推理方式。

弱人工智能观点认为不可能制造出能真正地推理（Reasoning）和解决问题（Pro
blem_solving）的智能机器，这些机器只不过看起来像是智能的，但是并不真正拥
有智能，也不会有自主意识。

从上面的人工智能界公认的观点可以看出，至少要能从给定的任意类型的输入信息
中，主动寻找出相关的模式规律，然后能运用找到的模式规律来检查后续的输入信
息是否符合其预期，并将预测正确的规律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才能称得上是强
人工智能。

可以不客气的说，目前所有的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应用都只是弱人工智能，连强人
工智能的门框都没有摸到。

可以不客气的说，目前所有的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应用都只是弱人工智能，连强人
工智能的门框都没有摸到。

真实世界里的各种信息可以通过抽象，将其中的绝大部分信息转换为可计算的算术
逻辑。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是数学史上最让人震撼的成果之一，它的出现告诉我们算
术逻辑计算的极限：

现在我们所使用的计算机，其算术逻辑计算的理论模型正来自于图灵机。所以，在
使用现在的计算机（不包含量子计算机）来计算我们抽象出来的模拟现实世界中的
数学问题时，必定会碰到无法求解的情况。

我们认为人类的智能是通用型智能，即人类智能能够推理并解决各种不同类型的问
题。但是，我们人类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还有相当多的问题，即使是最聪明，
最有智慧的人到现在都没能力找出正确答案，比如明天会不会下雨？明天的股市是
涨还是跌？人类的大脑是怎么产生出意识的？宇宙的终极真理是什么？我们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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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开发出强人工智能，很大程度上是让其帮我们找到那些我们没能力解决的问题的
正确答案。换句话说，我们梦想中的强人工智能，其智能水平应该远远超越我们人
类自身。当然，强人工智能的实现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终点，比如智商20000，它应
该是能不断升级，不断迭代进化的。某些问题在当前的资源条件下无法求解出答案
，不代表升级进化后还是无法求解。

那么该如何实现强人工智能呢？我个人认为，我们无法绕过我们人类自身已经拥有
的通用型智能。只有先理解了人类自身的通用型智能的机制原理，我们才有可能造
出第一代的强人工智能，正如我们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化社
会，强人工智能的实现也是这样一个逐步前进的过程，终点是什么，我们离宇宙的
终极真理有多近，现在谁都没法给出正确答案。

下面有朋友提出一个观点：

认为我们人类自己可以在没有深刻了解一个东西的原理前，“制造”出这个东西。

认为我们人类自己可以在没有深刻了解一个东西的原理前，“制造”出这个东西。

如果仅仅使用现有的某个东西，我们不需要了解其机制原理，但如果要制造并批量
复制出和这个东西功能相同的人造物，我们还是得了解其机制原理。

当然，我们不需要彻底弄懂其全部机理或最底层的奥秘，但至少要在某个层面上理
解其机理。比如原始人一开始通过自然产生的野火来烤熟生肉，但直到TA们学会人
工取火，才能算是真正的使用火。哪怕随后数万年里人类对火产生的原理的认识是
错误的，也不妨碍我们发明出更多制造和使用火的方法。人类对事物的认知和推理
，是建立在不断试错的基础上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自己的智能抽象化通用化，
延展开来，解决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类型的问题。这正是我们人类智能的发展轨迹，
而目前的图灵机可以做到这一点吗？答案不言自喻。而为什么我们人类智能能这样
发展，或许正是因为意识参与其中。现在，有部分人工智能科学家已经认识到了意
识在智能活动中的重要性，所以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和尝试。具体案例请参阅
以下报道：

意识必须有某种重要功能，否则在进化过程中，我们不会获得这一能力。

最后，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只能说明这一点：

在以图灵机为理论模型的计算机上，是无法开发实现出强人工智能的，甚至连我们
人类水平的通用型智能也无法实现。因为我们人类还有意识，可以将无法计算出结
果的问题搁置起来，或通过不太靠谱的直觉给出一个模糊的答案，而图灵机是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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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一点的。

在以图灵机为理论模型的计算机上，是无法开发实现出强人工智能的，甚至连我们
人类水平的通用型智能也无法实现。因为我们人类还有意识，可以将无法计算出结
果的问题搁置起来，或通过不太靠谱的直觉给出一个模糊的答案，而图灵机是做不
到这一点的。

我们梦想开发出强人工智能，来帮我们人类探寻世界的本质和终极的真理。这方面
从早期毕达哥拉斯提出的“万物皆数”，到现代科学家StephenWolfram提出的“
宇宙的本质是计算”，后来又被《人类简史》的作者将其简化为“万物皆算法”。

然鹅，早在上个世纪末，彭罗斯在其《皇帝新脑》一书里，通过数学，哲学，物理
学三个角度，通过抽象逻辑分析和数学公式推导，以及经典物理及现代量子物理的
各种前沿理论及猜想向读者证明，我们所存在的这个世界一定存在，而且确实已经
存在着某些具有非算法特征的东西，即这些东西是无法用数学公式压缩，也无法通
过纯数学的物理公式计算出后续时间里这些东西的必然状态。

或许彭罗斯的观点和论证并不绝对正确，但至少他给出的证明和逻辑推理并不是全
无参考价值的。他在书的最后一章里对我们人类意识的功能作用进行了推测：

我们的大脑在进行数字逻辑推理计算时，这种行为是一种无意识行为，是可以按照
算法过程进展的，但还需要再在这个过程之上对这个算法过程进行一个判断，这种
判断正是意识行为的呈现，而意识行为是不能被任何算法所描述的进展。（P552~
553）

让我们回忆第四章用来建立哥德尔定理以及它与可计算性之间的关系的论证。这论
证指出，不管数学家用什么（足够广泛的）算法去建立数学真理，或是类似真理的
东西，不管他采用什么形式系统去提供真理的判据，总有一些数学命题，譬如该系
统显明的哥德尔命题Pk(k)（参考146页），这些算法不能提出答案。如果该数学家
的头脑作用完全是算法的，那么实际用以形成他判断的算法（或形式系统）不能用
以应付从他个人算法建立起来的Pk(k)命题。尽管如此，我们（在原则上）能看到P
k(k)实际上是真的！既然他应该也能看得到这一点，这看来为他提供了一个矛盾。
这个也许表明，该数学家根本不用任何算法。（P559）

让我们再从头审视一下目前公认的强人工智能的定义，可以发现，意识是一个绕不
开的坎儿，但在现有的图灵机理论模型里，我们能找到意识的位置吗？

二、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方向为什么是强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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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在人工智能有很多突破，尤其在应用上有大量突破，但是实际上人工智能底
层的技术研究的进展其实并不多。最近值得说的进展就一项，就是曾经研制出了Al
phaGo，战胜了李世石的公司DeepMind。DeepMind在前段时间研究了一个系统
，战胜了人类的德州扑克选手。

2、玩过德州扑克的朋友是可以感受到的，德州扑克要比玩围棋复杂得多。因为围
棋所有的信息都是充分信息，是已知的；而德州扑克，你对面的玩家肯定不会让你
知道他手里的牌，所以是不充分信息。在不充分信息的情况下能战胜人类选手，某
种程度上说明人工智能又进了一步。

3、不过这种进步只是弱人工智能。正如《前哨》中所说：弱人工智能比人强，强
人工智能比人弱。迄今为止在强人工智能方面还没有任何进展。

4、美国著名的计算机专家、图灵奖的获得者JudeaPearl的在去年的新书《为什么
》中，就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甚至让人工智能专家都有点尴尬的事实：“人工智
能评价这个系统的好坏，并不能从结构上或者理论上来评价，比如你的结构更优或
者理论更好，只能从结果来评价。”人工智能算是一门科学吗？答案成疑。所以Pe
arl就很毒舌地说：“人工智能现在已经变成了炼金术。”

5、所以人工智能在现阶段最大的瓶颈，就是理论上和实际底层技术的发展。

三、人们所研究出的人工智能基本都属于什么层次

有软件编程能力的工程师（一般我们叫他们数据科学家）将第一层的论文学术成果
实现成工程代码，从而能够被软件所调用。这一层是人工智能的核心能力层，同样
的算法，不同的工程代码实现的效果，速度是有差异的，也会影响在软件中的应用
。软件工程能力直接决定了这些算法的优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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