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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人工智能與大數據 

近年來人工智能技術突飛猛進，在許多行業中開始使用，並改變其運作方式，

如網頁搜索、電子商務、金融、物流等。許多媒體紛紛預測在未來一段時間，

許多職業將被機械人或人工智能所替換。如電話營銷人員、股票交易員及操盤

手等。人工智能擅長和局限在哪？它與最近特別流行的深度學習、大數據有何

關聯？又應如何使用及發展呢？ 

．人工智能非萬能：目前人工智能完成最好的任務是輸入數據（x），快速產生

簡單回應（y）。這種技術在機器學習領域稱為「監督學習」，由訓練和測試/

應用兩個階段組成。訓練時，電腦讀入大量的（x，y）樣本，旨在訓練出 x 和

y 的映射關係。如人臉識別，「輸入」x 是大量的不同人臉，「響應/輸出」y 是

對應每個人的身分。在實際應用時，電腦會根據已經算好的 x→y 映射關係，快

速做出回應。如輸入人臉圖片，電腦立即給出該人的身分。顯然地，x→y 這種

學習模式跟我們期望——機器人有情感，可以體會我們的感受和服務我們，還

差得很遠。因此目前的人工智能技術還有很大的局限。 

．深度學習是核心技術：深度學習技術或深度神經網絡技術，最早是受大腦學

習過程的啟發，通過模仿生物神經網絡的結構和功能達到表徵原數據的數學模

型。由於深度學習技術可以有效表徵數據特徵，目前在許多領域中受廣泛使

用。 

．深度學習需要巨量數據：訓練 x→y 對應關係需要大量的訓練樣本。比如人臉

識別中需要大量的人臉圖像和對應人的身分。 

．成功的應用都具有 x→y 關係模式，如語音識別、廣告推送等。因此，若想快

速證明人工智能的實用，就需要找到此類應用。該應用契合 x→y 模式，並可以

很容易獲得大量具有（x，y）關係模式的數據。 

人工智能跟我們期望達到的智能還有很大距離。然而，許多科學家和工程師正

孜孜不倦地為此努力，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有更多實用技術出現在日常生活



中，並進一步改變社會。為了適應這個改變，社會需要大量具有 STEM 背景，

並且能將技術和實際應用整合的複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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