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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清华》

 您觉得中国和美国的投资有什么不

同？

孔德海  据我所知，中国国内的创业和投资，皆

以商业模式创新为主。而美国的创业公司往往是

技术创新，投资人也是寻找技术创新、改变世界

的顶级技术来投。国内的形式也在变化。2015 年

下半年后，许多投资人开始寻找技术创新公司，

硅谷的中国资本也更加凶猛，搞得许多华人创业

公司有点迷失方向，是祸是福，尚待时间检验。

 以您看来，人工智能还可以投吗？

孔德海  必须投。人工智能是未来多维立体化产

业体系的关键技术，不可或缺。人工智能给人类

生活、生产带来的生产率提高、用户体验提高等，

是可衡量的，是有巨大作用的。因此，这个领域

的投资还会持续。2015 年全年人工智能领域投资

额为 31 亿美金，投到了 493 家公司。而 2016 年

全年人工智能领域投资额为 50 亿美金，投到了

658 家公司。人工智能不是能不能投，而是怎么

投的问题。

 人工智能有没有泡沫？

孔德海  有。有一点泡沫是健康的。每次新的技

术的出现都会有资本市场的追捧和泡沫的出现。

人工智能公司融资额度和估值都相对较高。值得

注意的是，人工智能不等于机器学习，机器学习

不等于深度学习。未来的人工智能算法，会不会

有一种更新的出现？还有，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

智能，内在机理是无法确认的，造成没有 100%

的正确率，同时内在的错误也无法纠正，这对无

人驾驶是个致命的问题。所以我对无人驾驶，有

保留。

 有一种说法人工智能在中国发展会

更快，因为中国人数学好。您怎么看？

孔德海  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我们谈人工智能，

投人工智能，是在讲一个产业，而不是技术，更

不只是科研。我们看到人工智能兴起的时候，顶

级的科学家及他们的博士生，都愉快的加入了谷

歌、微软、百度等大公司，试图产业化和推动产

业化结合的研发。科学和科研首先要产生技术，

然后技术需要资金的结合。许多人说人工智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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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考虑应用，也没有考虑什么应用适合。谷歌、

微软、百度的研究以及云平台服务，与一家初创

公司绝不一样，追求也不一样。中国的人工智能

产业化应用基础不如欧美，因此人工智能产业化

可能会在欧美（其实是美国）先起来，而不是中国。

中国必须有顶层设计的政策，帮助企业排除使用

人工智能技术的自身限制。

 您认为人工智能创业的细分领域在

哪里？

孔德海  人工智能应该选择应用。目前大量的人

工智能讨论都是图像 / 视频识别，不管是芯片还

是云端运算。问题是，1、其他的信息的丢失和

未处理；2、前段的识别只是第一步，到后部的

认知和推理论证更挑战。我们知道人获取视觉的

信息量是声音的信息量的 8 倍，但人感知的视觉

信息相对于声音信息的 5 倍。而认知的信息，视

觉只不过是声音的差不多 2 倍。因此相对于视觉

领域的热火朝天，去创业解决声音相关的智能或

其他传感器的智能几率更高。另外，如何与产业

结合，有产业应用，从应用入手也是考虑的重点。

几十万亿美金的市场在等待，但是做技术的人，

往往无法整的了解产业，最佳的团队是 IT 和产业

（如硅谷和底特律）的结合。

 中国智能产业发展有哪些挑战？

孔德海  1、产业人才和技术人才的结合；2、传

统产业对新科技的拥抱；3、前瞻性的产业投入；

4、政策倾斜。

 中国产业和资本投资硅谷的最佳途

径是什么？

孔德海  强强联合，与本地的产业专家、团队、

基金深度合作。这不仅是专业的价值，还有人脉、

行业圈、全信息的价值。硅谷天使基金可以帮大

家做这件事。

 在校学生如何准备创业？

孔德海  第一，学好本事。第二，找个好导师。

第三，了解行业。再决定是否创业、何时创业。

 关于人工智能，您有什么忠告？

孔德海  我用比尔·盖茨和通用汽车的互怼来做

结尾，供大家思考。据报道，比尔·盖茨曾在全

球计算机展上说，“如果通用跟得上技术发展，

我们大家现在都可以驾驶 25 美金售价的车，以

及每加仑能跑 1000 英里”。通用汽车发布了一

个新闻回复文宣，回答说：如果通用像微软一样

开发技术，通用的车都会有以下特性：每天在高

速路上死机两次；路面刷漆时必须买新的车；左

右调整时，车子会死机，必须重装引擎。其含义是：

产业有自己的特色，不是业内人员，很难了解真

实的问题和真实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