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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的产生可以很大程度提高社会资源、财富的循环利用效率，提高
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

行业观察

日前，随着“ofo”共享单车和“摩拜单车”
拉开新一轮大战，也让人们在享受便捷的同
时对这种出行方式背后的共享经济模式充满
了好奇。

共享经济是指以获得报酬为主要目的，在
陌生人之间进行的资源、物资使用权与所有
权暂时分离并暂时转移的一种商业模式。而
进行共享的既可以是有形的商品，也可以是
无形的劳务，甚至是资本本身。共享经济的产
生可以很大程度提高社会资源、财富的循环
利用效率，提高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

由共享经济到共享金融

当人们以资本的使用权作为共享的标的
进行转让时，共享经济就延伸为共享金融。从
本质来看，共享金融就是金融去中介化的过
程，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金融脱媒”，P2P 和互
联网众筹等新型金融模式都是其典型形式。

共享经济或是共享金融的发展依赖于两
大要素，其一是调配撮合供需双方的平台，其
二是供需双方的互信关系，缺少哪一要素都
无法顺利地完成共享过程。移动互联网带来
规模空前的网络平台和信用大数据的共享，
将会极大地提升共享金融体系的融资效率。

共享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去中介化，
而由此带来的金融脱媒趋势正在让我国商业
银行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经营压力。我国新增
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额比重正呈现下滑的整体
趋势，2014 年全年占比仅为 59.4%，2015 年回
升至 73.1%，但与 2008、2009 年 80%左右的占
比规模仍有差距。

一方面这意味着资金绕开商业银行系统
直接输送给需求方的体外循环功能更加健
全，另一方面也表明商业银行作为主要金融
中介在金融领域的中心地位正在逐渐弱化。
加之我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时期，经济
下行压力较大，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经营压
力不断攀升。在金融脱媒的趋势下我国商业
银行将面临着存贷款增速放缓、资产质量下
降、互联网金融冲击加剧等一系列挑战。

受到在共享金融“去中介化”和投资结构多
元化趋势的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存贷款业务受
到较大影响，存贷款业务增速放缓，利差空间
持续收窄，商业银行的利润空间不断缩减。工
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
银行等几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净利差均出现持
续收窄，截至 2016 年 6 月五家银行的净利差
较上年同期收窄幅度分别为 11.54%、17.24%、
13.30%和 13.31%。

可以看出，以利差作为业绩增长主要驱动
力量的商业银行面临着较大的经营压力，急需
在金融脱媒和投资结构多元化的双重影响下
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

共享金融时代商业银行应对策略

共享金融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金融脱
媒现象是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不可回
避的挑战和必须抓住的机遇。我国商业银行应
以此为契机，充分利用共享金融模式所带来的
发展机遇与挑战，倒逼商业银行经营转型，从
而推动社会融资方式由间接融资为主向直、间
接融资并重转变，以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新需要。

一是，加快经营转型，强化共享金融理念。
共享金融的产生正在对金融市场的格局和市
场参与者的行为模式、思想方式产生迅速而深
远的影响。对此，商业银行应高度重视并以积
极、包容、多元化的态度面对挑战。加快共享
金融时代下经营模式转型，转变过时思维模
式，强化共享金融的思想理念。以移动互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共享金融核心要
素为依托开展业务创新，在巩固加强传统业务
的同时，积极搭建用于金融资源、服务直接对
接的交易平台。逐步实现商业银行由间接融资
向“间接融资 + 直接融资”的功能转变。

二是，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实现商业银行
金融功能改革创新。在金融脱媒的趋势中，商
业银行能否另辟蹊径，实现“自我脱媒”，是商
业银行经营转型的重要突破口。这里所谓的

“自我脱媒”指的是商业银行能否更好地实现直

接融资的金融功能。实现商业银行兼具间接融资
和直接融资的金融功能，既是商业银行进一步完
善金融功能、提高融资效率，进行经营模式转型
的主观意愿，也是商业银行适应我国经济新常态
的客观需要。相比于大量开展 P2P 业务的互联
网金融企业，商业银行拥有信息披露充分、融资
成本低廉两大优势。

从信息充分方面来看，商业银行充分掌握各
国各地区的宏观经济信息，同时掌握了大量企
业、个人的经济往来信息和信用评级信息，充分
的信息资源可以更好地帮助商业银行完成直接
融资功能。从融资成本方面来看，商业银行经过
多年经营积累，积攒了大量的客户、资金、渠道的
优势，在吸储和融资成本方面都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这是新型互联网金融企业和其他非银行
金融机构所不具备的。

三是，依托新技术充分发挥商业银行在产
品创新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先优势。共享金融的
核心特点就是去中心、去中介，这虽然对银行
自身的传统业务构成了威胁，但新技术却有效
降低了高昂的交易成本，极大地提高了交易、
清算效率。商业银行应围绕共享金融的核心特
点积极探索尝试新型业务领域，大胆实践商业
银行改革创新。

例如，商业银行应率先研究、运用区块链
技术，尽早占领技术积累和人才储备的战略高
地。充分利用块链技术，帮助商业银行创新金
融产品、提升服务质量、防控信用风险。同时，
积极参与到国际银行、金融机构对区块链技术
标准的制定和运用的计划中。在共享金融背后
的技术浪潮中保持和巩固商业银行在金融行
业的领先地位。

总的来看，共享金融的发展必将对金融行
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提高社会资源、财富循
环利用效率、提高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方面产生
颠覆性的改变。共享金融的到来，既是对于传
统金融业的冲击和挑战，也蕴含着新的机遇。
这其中既需要市场参与者的不断创新与改变，
也需要市场监管者的与时俱进，才能共同培育
出更好的市场环境。

（作者单位系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共享金融时代下商业银行面临转型
王轩

“人工智能 ”时代正在到来
本报记者贡晓丽

1956 年的夏天，一场在美国达特茅斯大学
召开的学术会议，多年以后被认定为全球人工智
能研究的起点。2016 年的春天，一场 AlphaGo 与
世界顶级围棋高手李世石的人机世纪对战，把全
球推上了人工智能浪潮的新高。

如今，人工智能已经进入了全球爆发的前
夜。10 月 18 日，“AIWorld2016 世界人工智能大
会”现场，新智元公布了对 100 家人工智能创业
企业进行的调研报告。报告显示，在 98 家企业填
报的估值数中，总值为 1014 亿元，均值为 10 亿
元左右。

“未来 5~10 年的人工智能蕴含巨大的潜
力。”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和计算机视觉
实验室负责人李飞飞表示，无人驾驶、工业机器
人、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等与感知相
关的应用都会得到大规模的提高。

不过，人工智能市场的蛋糕虽大，但目前依
然处于初期阶段。华为诺亚方舟实验室主任李
航认为，目前“弱人工智能”仍存在严重依赖训练
数据，模型必须适合于要解决的问题，不适合执
行不特定多重任务等多方面的局限。

也许人工智能理想国仍遥遥无期，但并不妨
碍各大企业将核心机器学习算法加以应用，原因
很简单：争夺下一个产业生态。

人工智能又掀浪潮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如果机器能干很多活，岂
不能让人类解放出来？《星球大战》《黑客帝国》《人
工智能》等科幻电影，激发了一代又一代学者和实
业家，前赴后继地投入到人工智能的研究中。

上世纪 70 年代，囿于数学模型的缺陷和计
算复杂程度增加，不可能完成的计算任务导致了
人工智能的第一次寒冬，而十多年后现代 PC 的
出现，“促成”了第二次人工智能的寒冬。

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做有用的事情，这是人
工智能一直以来的挑战。随着新的数学工具、新
的理论和摩尔定律的出现，人工智能也在确定自
己的方向，其中一个选择就是要做实用性、功能
性的人工智能，这导致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路
径。由于人工智能任务的明确和简化，带来了新
的繁荣。

“今天作为一个全新的历史节点，在人工智
能概念提出 60 周年之后，AI 正从原来的理论框
架体系的搭建、实验室关键技术的准备，开始进
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正在进入到我们生活
的方方面面。”科大讯飞总裁刘庆峰说。

“近年来，众多的全球科技领导企业将人工
智能作为公司当前以及未来整体发展的核心战
略。”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南宁说，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将会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的
变化，新兴产业及技术创新也将为世界经济的复
苏和发展注入“强心剂”。

刘庆峰也认为，技术进步之外，人工智能的
兴起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人类需要一
个更加激动人心的未来；二是全球的产业和经济
都需要一个新的增长点，需要走出当前的低迷。

“5 年之后，任何一个行业或者今天的创业
者，或者领导型公司，如果不用人工智能来改变
它今天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那它一定会出局。”
刘庆峰说，“‘互联网 +’‘人工智能 +’的时代正
在到来。”

德勤提出未来 80%的世界 500 强企业的标
配是掌握认知技术。埃森哲认为到 2035 年，人工
智能会让 12 个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翻一倍。刘
庆峰提出，“希望中国在这个基础上，经济增长率
比这些还要高，才能对得起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时
代机遇”。

无限趋近的智能

人工智能将不仅仅是替代简单重复的劳动，
未来越来越多的复杂的高级脑力活动可以被人
工智能替代，人工智能既创造一个又一个新的机
会，也会带来又一个巨大的挑战。

目前，以语音为主导，以键盘和触摸为辅助
的人机交互时代正在到来。刘庆峰介绍科大讯
飞的使命，就是让机器能听会说，能理解会思考，

“用人工智能来建设美好世界”。
为什么在上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深度神

经网络没有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微软人工
智能首席科学家邓力解释说，是因为当时数据不
够，计算能力、算法都不完备。“差不多十年之前
端到端的优化学习问题开始在算法上得到解决，
深度神经网络才开始发力。”邓力说。

而人工智能美好世界的建立，正是基于廉价
的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基础之上。“所有的人工
智能系统有这样一个规律，叫人工智能闭环，由
系统、用户、数据、算法组成。”李航说，“先有系统，
建好以后有用户使用，产生大量使用数据。这些数
据又能帮助我们提高算法的性能，提高系统性能，
提高了性能的系统又能更好地帮助用户，最后使
用户感受到系统越来越智能。观察所有的人工智
能系统，基本上都遵循这样的规律。”

虽然强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在某种意义上
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但遵循闭环规律，弱人工智
能也有很大的威力。“虽然没有跟推理等结合起
来，对现在的机器学习来说，给我们无穷多的数
据，智能系统的智能水平就能够不断升级，与更
多应用结合，显示出人工智能的威力。”李航说。

小荷才露尖尖角

中国有句古话叫作“六十年一轮回”，然而对
于人工智能来说，往后的六十年并不仅是轮回，
而是新生。

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中，中国扮演着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新智元对 100 家人工智能创业企业的
调研报告显示，100 家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报告在
融资、收入、专利方面的表现都颇为亮眼，蕴含较
大的成长潜力。

上述报告显示，37 家填报 2015 年收入数据
的企业中，其中 32 家人工智能企业在 2015 年的
总营收达到了 7.56 亿元，均值为 2000 万元左
右，中位数在 20 万元，其中经营收入最高的达到
了 2 亿元。

新智元创始人杨静认为，中国的人工智能
产业正在完成从 0 到 1 的崛起，在国际学术机
构会议和专业竞赛中，中国人工智能的影响力
越来越强，一些业界的公司也走在了行业发展
的前列。

即使如此，在人工智能领域，专家们也认为
其发展目前还处于“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阶段。
美国人工智能协会（AAAI）前主席 Thomas Diet-
terich 直言 AI 在技术和工程上的三大难题：一是
不知何时信任 AI 是安全的；二是什么才算是好
的人机交互界面还有待考证；三是在人无法接近
的高危地带或者以超高速度运行的自动化系统，
人类能否安心地部署它们还不太确定。

李飞飞预测，未来十年人工智能将实现从科
学到科技到产品的发展，就像是 4×100 米的接
力赛，第一棒是实验室、第二棒是工业界、第三棒
和第四棒是产业化。

“学术界已经交出了感知问题的第一棒，”李
飞飞说，“尽管有了前人的积累，未来还是有许多
值得思考的问题，尤其是如何把信息转换成知识
系统，如何让人工智能做到抽象、有创造性、有预
测的决策。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学界、实验
室、工业界、投资界共同的努力。”

但要抓住时代机遇并不容易，“我们应该也
看到原创性的工作、突破性的工作还是主要来自
美国、英国等国家。”李航提醒说。

杨静同样认为，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前沿性
的研究依然乏力，国际上以谷歌 DeepMind 为
代 表的公 司 正在积 极研发 通用人 工 智 能 ，
DeepMind 创始人 Demis 也曾表示要尽快实现
这一目标，中国倘若没有相应研究，很可能会
错过 21 世纪最重大的发明。“我们一定要想，
探索人工智能的初心何在？我们要对真理、对
科技有执着的追求，不能丧失对智能大发现的
先机。”

人工智能会导致人类灭亡？人工智能是
人类生存最大的威胁？在还没有获得很多人
工智能带来的便利的当下，人们看到以上问
题，或许会一笑了之，但是这些焦虑确实是人
工智能领域的精英提出来的。他们是霍金、比
尔·盖茨还有马斯克。

笔者认为，这帮科技精英们有对强人工
智能的担忧是很合理的，作为能影响人类社
会科技研发方向的人，他们有责任提醒大家

“这个方向上有狼，往前走要小心”，有责任提
醒大家人工生命的研究要在严格控制条件下
进行。

强人工智能可能对人类产生威胁，这是
多数专家认可的。但通过参加“AI World2016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笔者发现，目前我们对
人工智能的应用其实相当原始。语言识别、图
像识别看上去好像很厉害，其实就是拿语料
库、图像库训练出来的几个算法。这不是“智
能”，而是对人类智能的模拟。

为什么目前人工智能只能做到这个程
度？原因很简单，人工智能是人类对“智能”的
模拟，目的是实现某个人类能完成的工作，所
以受人们对智能的理解限制。即使配合上神
经网络模型和遗传算法的训练，目前的程序
也只能在“达到预期目标”方面让人吃惊而
已，程序本身不会演化出崭新的能力即只会
接受训练，不能创造新事物。

所以，目前的人工智能只是工具而已。
其实科幻小说里面描述的机器人拥有智能

然后反过来统治人类等等设想，跟现有的人工智
能的大部分领域不相关，而属于计算机科学领域
的虚拟生命系统———强人工智能。

强人工智能的局限，专家解读已有很多，
大体上是安慰我们对于人工智能反抗人类这
种担忧离 21 世纪初的我们还很远……目前
对虚拟生命的研究仍然很原始，原始到所有
的研究发现出来的东西都不知道能拿来做什
么。

强人工智能要求程序有自己的思维，能
够理解外部事物并自发做出决策甚至行动，
其表现就像一个“人”一样，甚至很可能比人
的反应更杰出、更可靠。

反过来，这些能够自行思考的人工生命，
也有背叛人类的可能……甚至于很可能会背
叛人类。不过大部分的精英其实也没有很担
忧强人工智能的前景，毕竟这在目前看来还
是太科幻。

比尔·盖茨的发言已经能说明这一点：不明
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并不担心这种技术对未来
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虽然比尔·盖茨担
心的是强人工智能和人工生命，但他兴致勃勃
从事的也是弱人工智能。

现实世界究竟会不会出现《三体》当中人
类与人工智能的博弈，笔者认为，或许有一种
可能，就是我们未来有一天发现，其实我们永
远无法实现强人工智能。在没有任何理论能
够支撑强人工智能实现的当下，任何可能都
有可能存在。

为什么不担心人工智能
贡晓丽

饿了，想在附近找个价位适中的饭店，只
要“问一问”手腕上的手表，马上就有了答案；
上课，老师不用粉笔，就能在一块电子黑板上

“写”出文字，还能随时“画”出图表数据……这
些高大上的新技术，你都见过吗？

10 月 20~22 日，2016 中国计算机大会在
山西太原举行，一场承载着高科技含量的科技
成果展也同期拉开帷幕，搜狗、360、龙芯中科、
微软亚洲研究院等众多国内外知名企业、高
校、科研机构，集中展示前沿计算机技术、成果
及产品，其中很多都能运用到日常生活中。

安信智能机器人公司设计生产的 U03S
型机器人在大厅里走了一圈，就立刻吸引了
众人的目光。“这款机器人涵盖了智商、乐
商、情商等全方位幼教内容，是一款寓教于
乐的智能服务机器人。现在，一些家庭独生
子女没有玩伴，这款机器人可以跟孩子直接
对话，给孩子的生活带来更多乐趣。”工作人

员张先生介绍道。
一款智能电子黑板解决了老师们的一个

共同烦恼———粉笔屑满身飘。“这是一款智能
电子黑板，它用计算机技术实现了课堂中使
用黑板与电子教学资源进行教学的功能。”太
原世纪朗多科技有限公司陈红星作为开发人
全面地向与会人员介绍。

在科技成果展上，一款智能手表也赚足
了人气。外形上看，这款手表与普通手表没啥
区别，但功能丰富到“难以想象”。首先，它可
以跟你对话，你有什么需求就对着表盘说，比
如早上准备出门，想知道今天的天气怎样，你
对着手表说一句“今天的天气如何？”依靠网
络搜索功能，手表的表盘上会显示出最新的
天气预报。和朋友约好在哪里见面，却不熟悉
路线。别急，对着手表说：“某某地点怎么走？”
很快，表盘上显示出具体方位，还提供导航功
能。 （盛夏整理）

计算改变未来

按图索“技”

龙泉寺的网红贤二（一代和二代）、康力优蓝的大优亮相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智能黑板

可穿戴智能手表 智能机器人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