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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AI名誉理事长李德毅：通用人工智能十问 

临菲信息技术港 

---  共识  --- 

智能是学习的能力，以及解释、解决问题的能力；人工智能是脱离生命体的智能，是人类

智能的体外延伸；通用人工智能面向不同的情境，能够解释、解决普遍性的智力问题，通过不

断学习，积累本领，进化成长。  

在此共识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如下问题供讨论： 

 

一问：  

意识、情感、智慧和智能，它们是包含关系还是关联关系？是智能里面含有意识和情感，

还是意识里面含有智能？“智慧”和“智能”不全相同，是近义词，都含“智”，前者强调灵

气和美，后者侧重能力。高级生物的智慧会涉及到意识、情感。大凡意识、情感都是内省的、

自知的、排他的，怎么可以用他人的、人工的来替代呢？所以非生命体的人工智能不可能有意

识，但是可以人为赋予人工智能以情感，那是第三人称的“外显”而已，情感机器人只能是外

显的情感。 

 

二问：  

如何理解通用智能？不应该把通用智能理解为“全知全能”，也不应该把通用智能理解为

单项超强智能，通用智能也可翻译成一般智能。尽管今天的计算机已经可以解决很多复杂的、

专门的智力问题（如围棋智能），我们仍常常觉得它们缺乏人类思维的某些本质特征。这里的

差别主要不是在算法、算力、数据量方面，不是在机器的速度和容量方面，而是在人工智能的

一般性、通用性、普遍性、灵活性、缺省性、容错性、可习得性、不确定性、适应性、常识性、

开放性、创造性、自主性等方面。生活中也不乏有这样的情况：个别有认知障碍的天才展示出

数学奇才，但缺乏的恰恰是通用智能。遗憾的是发展 60 多年的人工智能没有能够更靠近人的

一般性智能。 

 

 

http://www.lynchpin.com.cn/


                                  临菲信息技术港 •人工智能• http://www.lynchpin.com.cn                  2020.12 

  2 / 4 
 

 

三问：  

目前所有的人工智能的成就都是在计算机上表现出来的，是基于冯架构的计算机智能或者

计算智能，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的一个应用而已。而人脑不是冯诺依曼架构的，存在不存在宏观

上更类似脑组织的非冯诺依曼架构呢？例如，对人的智能而言，记忆力是真正的智力，强记忆

力就是强智能，记忆比计算重要，记忆是对计算的监督和约束，记忆的提取要比复杂的推理快，

非冯架构如何在结构上体现人脑的不同记忆区和记忆力呢？如何体现情境和知识的双驱动？ 

 

四问：  

非生命体不会有七情六欲，机器人是非生命体，还会有学习的原动力吗？如果没有学习的

原动力，没有接受教育的自发性，还会有学习的目标吗？目标从哪儿产生？机器人能否自己提

出问题？ 

 

五问：  

人的注意力选择源于记忆，源于记忆的偏好依附性，偏好如何产生的？偏好和先天有关？

与交互认知的动机、频度和时间的远近相关？人的偏好依附包括恐惧性以及满足感，会让一些

发生频度很低、或者很久远的事记忆特别深刻。 

 

六问：  

人类思维活动常常用语言表达，表达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自然语言是思维的载体。如

果自然语言是第一语言，数学语言是第二语言，计算机语言是第三语言，后一个比前一个常常

更严格，后一个比前一个常常更狭义，根据哥德尔不完备（全）定理，数学自身难以完全自洽。

数学的形式化要借助于自然语言，计算机语言的形式化要借助于数学语言。因此，人工智能怎

么可以反过来要用数学语言或者计算机语言去形式化人类的自然语言呢？ 

 

七问：  

人脑常常被比作一个小宇宙，其中的智能是多情境、多公理兼容并包的，非单调、进化发

展的，在不同时刻、不同情境会有不同应对，不完全收敛，不完全自恰，不整体统一，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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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的公理系统，不存在非公理的统一体系的数学推理，当然也不必一定要脑裂，如同一个人

在微信里不同朋友圈表现出的不同智能。因此，如何理解“智能的统一体系”追求？ 

 

八问：  

一个机器或者系统是否有智能，不仅在于某一个时刻它能解决什么实际的智力问题，而在

于它有没有学习的能力？智能，即提供的问题解决方案，是否可依赖于有限的认知资源？是否

需要进一步交互认知？是否可以有选项？是否可以进化和成长？这才是最重要的。 

 

九问：  

在一个非冯诺依曼架构的机器人脑中，组成记忆、交互和计算的基本元件最少有哪几种？

各元件中的信息的产生机制与存在形式是什么样的？他们之间的信息传递机制是什么样的？ 

 

十问：  

通用智能后天的习得靠教育，智能植根于教育，文明是智能的生态。设有通用架构的机器

婴儿 10 台，可视为带有基因的硬件加基础软件，让 10 位母亲分别在各自的情境去教育 10 名

机器婴儿成长，仅仅通过语音和视觉交互，1 个月后这名机器婴儿脑的感觉记忆、工作记忆和

长期记忆的三个记忆区中留下的都会有些什么？以后，机器婴儿的基础软件（含记忆、交互、

计算软件）要不要不断扩充？硬件要不要不断扩充？机器婴儿脑有没有形成自己软件的编程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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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脑，领导了中国最大的智能车联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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