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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工智能几个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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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分析传统人工智能的基础上，对智能算法的收敛性问题、基于智能算法的求解问题进行 了定性的讨论。以 

生理科学为背景分析了智能科学的若干热点问题。提出了逆智能的概念。对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进行 了一定程度上 

的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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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nalysing tradi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we qualitatively discussed the intelligence algorithm con— 

vergence and solution tO problems by intelligence algorithm．Some hot problems in the field of intelligence science were 

analyzed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physiological science．The concept of inverse imelligence was pm~se&The develop- 

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future was explored in some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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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智能科学是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系统科学及控制理论 

科学交叉发展的产物。它的诞生标志着人类对其 自身的探索 

和对机器学习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期间，先后 

诞生了以遗传算法、人工神经元网络算法为标志的一系列智 

能优化算法_】]，也出现了以深蓝计算机、足球机器人为辉煌成 

果的若干研究对象。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前进 ，相关问 

题也逐渐出现，引发了科学界对人工智能发展方向和前景的 

思考_2 ]。本文通过对其 中几个问题进行粗略的定性讨论， 

试图抛砖引玉，继续引发对智能科学基础性问题的进一步研 

究和探索。 

2 问题的提出与讨论 

人工智能作为 2O世纪涌现出来的人类文明的一项崭新 

成果 ，标志着人类对自身和自然界认知的飞跃，也预示着机器 

计算和(人类)生理并行发展时代的到来。但这期间也出现了 

若干问题，此处作者对其中 3个问题进行粗略的探讨。 

2．1 人工智能算法的收敛性问题 

算法的收敛性一般认为是构造某个算法的核心问题之 

一

。 若某个算法不具备收敛性，则一般认为是没有意义的。 

然而，几乎所有的算法似乎都逃避不了局部收敛性的困惑。 

每一种算法都宣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局部收敛的问题，但 

在实际应用中往往又都遇到陷入局部极值的处境。究其原 

因，作者认为是由人工智能本身的局限性造成的。以遗传算 

法为例，在直观上，通过父代和母代的遗传操作产生优 良的子 

代 ，以此循环，最后剩下的个体将是群体中的最优个体。但是 

应该指出的是，在自然界真实的进化历程中，如果以人类的出 

现为最高顶点的话，那么这个顶点出现的概率较之浩瀚宇宙 

应该是为零的。打个比方，如果将宇宙看成一个平面，人类看 

成这个平面中的某一个点的话，向这个平面内随机投点，则按 

照概率论的知识可以知道所投点落在人类这个点的概率应该 

是为零(因为点的面积相对于平面的面积为零)，但不是不可 

能事件(因为存在某点“幸运地”落在人类这个点上的可能)。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的出现与其说是物种进化的结果，不如 

说是宇宙的恩赐了。自然界尚且如此，那么以 自然界为原型 

而构造的包括遗传算法在内的种种人工智能算法其全局收敛 

性就从原理上受到质疑了[4]。还是以遗传算法为例，在经过 

有限次迭代后所得到的最优解很可能是局部解。其对应的生 

理背景可以这样理解 ：生物在一步步进化 ，从原生动物门、腔 

肠动物门、扁形动物门，从无脊索动物到脊索动物，从两栖纲、 

爬行纲到哺乳纲，从一般的灵长目动物到古猿，从远古智．人最 

后到现代人类，中间出现的物种何止亿万。但每个物种在其 

存在周期内只有极小一部分能进化到后续阶段，其它都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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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生命更替中消亡了 ]。如果遗传算法得到的各个极值点可 

以类比成对应于各个不同阶段物种发展的顶峰的话，它在对 

应的历史阶段中的确达到了其历史的最优值(也是其历史局 

限值)，但受算法运行时间的限制，它还“来不及”进化到后一 

阶段就停止了运算。换句话说，如果算法的迭代时问达到无 

穷大，总存在一个机会使搜索范围能扩大到超越 目前极值点 

的又一个更好的极值点(注：如果不是这样 ，那人工算法就与 

其生理背景矛盾了)。但是由于实际人工算法中运行次数的 

有限性，达到真实的最优值点一般是较难的 这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遗传算法会存在局部值的问题了l_6 。遗传算法是如 

此，其它算法也是如此。 

如果一定要从工程的角度来突破 ，由于计算机进行无限 

次计算是不可能的(同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不必要的)，则可 

以有～些在一定程度上近似替代解决途径。例如，将最优值 

点概念外延扩大，即不必要一定是非常精确的那个点才是最 

优值点，而是满足某种条件的一个区间范围的点都被视作最 

优值点。这样做，实际是将对最优点的搜寻不再视为对单一 

点的搜寻，而是扩展为对某个区域面的搜索。此时原先的单 
一 点面积与整体面积之比则转化为区域面面积与整体面面积 

之比。这样就从数学的角度解决了概率为零的问题 ，使得寻 

找到最优方案的可能性有了理论性的提高。这种思路的好处 

在于：由于在工程实践中，某些问题的最优解对问题的影响较 

之其它次优解对问题的影响的显著性并不高，于是可以用实 

际的次优解代替理论 的最优解，完成对问题的解答。这样做 

并不会使系统性能显著劣化，而在另一方面节约了算法的设 

计和运行成本。实际上，文献E73提出的“模拟淬火算法”就是 

基于这种思想而酝酿的。 

2．2 人工智能解法的等价性问题 

由于受硬件、软件、数理基础的制约，基于人工智能算法 

对某个问题的求解时间是没有下限的。也就是说，基于上述 

条件的突破，对确定的某种算法而言，总可以找到一种新的设 

计模式来超越已有的设计模式，使某种性能(如运行时间)得 

以改善。基于这种思想，我们可以认为：“在理论上，对某种问 

题的优化如果存在某种最优的设计模式，那么这种设计模式 

对其它的问题也应是最优的。” 

此处包含的意义是：对任意函数(设为函数 A)，由于它可 

以通过级数展开形式化为无穷项之和，则对函数 A的优化可 

以转化为对无穷项各项的优化。易知函数 A的优化点将对 

应于其展开后各个子集的优化点，那么如果存在这样的理论 

最优模式，则对另一个函数(设为函数 B)，也通过级数展开形 

式化为无穷项之和。函数 A和函数 B相应阶次子集可以对 

应起来。从最低阶次子集开始 ，如果能找到解决函数 A问题 

的最优模式，则这种优化模式可以作用在函数B上，反之也 

是如此。通过某一阶次子集与其最相邻的高一阶子集的递进 

关系(只差一阶)，可以推出对低阶次子集的优化模式作用在 

相邻高一阶次子集上，也将成为这个高子集的优化模式。那 

么再运用数学归纳法，可以推出任意高阶次子集的优化模式 

与任意低阶次子集的优化模式是同一种模式。同时，由于同 

一 阶次优化模式之间的相互等价性，可以认为：“若某种优化 

模式是一个问题的最优解决模式，那么它对于另外一个问题 
一 定也是其最优的解决模式”。这就是“人工智能最优解法的 

等价性”命题。 

可以看出，“人工智能最优解法的等价性命题”实际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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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NP完全问题的等价性”命题的逆否命题。由于已知“NP 

完全问题的等价性”命题是成立的，故“人工智能最优解法的 

等价性”命题也应该是成立的。换句话说，在目前的数理基础 

上，由于我们得不到任何一个 NP完全问题的最优解，故也得 

不到人工智能问题的理论最优解l_8]。 

2．3 逆智能问题 

与其把人工智能看成是一个算法问题，不如将人工智能 

看成是一个系统问题，用“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待智能科学_9]。 
一 般而言，智能科学起源于对 自然世界的模拟，通过人类对 自 

然世界认识的不断加深，对应的人工智能科学体系也不断得 

到改进和发展。当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在基于自身发展的历史 

局限而达到某一极限时，对应的人工智能也可能达到了某一 

顶峰。那么也许可以这样认为 ，“如果说人工智能的初期是人 

工智能科学模拟 自然界的话 ，那么当智能科学达到某一历史 

的高度时，我们就可以反过来通过研究智能科学来探索自然 

了”。这个问题我们把它称为逆智能问题，意即通过人工科学 

模型反推天然科学知识的过程。以人工代谢系统为例，如果 

人工代谢系统发展到足够高的层次，我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通过研究人工代谢系统的特性来替代研究真实的生理代谢 

规律了[1o]。 

与现阶段的生物信息学不同，目前的生物信息学还是通 

过现代的计算机技术和其它高科技手段来探究 自然世界的奥 

秘。而逆智能则是以人工智能本身为背景来演绎和展示宇宙 

的奇妙。它是生物信息学更高层次的发展 ，需要人工智能达 

到极高的水平才能实现。逆智能技术是人工科学和自然科学 

相互作用的产物。它的出现预示着人工科学和自然科学将相 

互攀升、共同进步。 

结束语 智能科学的基础性问题一直是人工智能研究者 

们不断探索的课题。本文从生理科学和数理基础的角度对其 

中的 3个问题进行了相关的分析。通过“逆智能”的思想阐述 

了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方向。由此可看出，智能科学作为各 

学科知识交叉融合的结晶，它的前进有赖于人工技术和 自然 

科学交互式的补充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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