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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語絲

人工智能的普及

 
 

人工智能最著名的莫過於AlphaGo了。但是除了擊敗一級棋手以外，人工智能怎樣改變我們的生活
呢？人工智能在香港的發展進程和普及程度又處於哪一個階段呢？筆者將在這篇文章淺談這些問
題。

便利生活 提升效率

因着人工智能的發展，我們的生活變得更簡單而方便。例如，我們以前到外國旅行，很容易會因語
言的障礙而遇到困難，包括在餐廳點菜、在商店購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等。現在只要在手機安裝
即時翻譯軟件，便可以更容易明白外國的語言，更暢通無阻地遊玩。從前，如果我們想學會純正的
英語發音，很多時候需要跟以英語為母語的人學習，或學習國際音標。現在有大學已成功研發一個
自動系統，讓學習者可以透過電腦掌握純正的英語發音。最近，美國更推出自動駕駛汽車，令我們
不用學習駕駛也可以享受自駕遊的樂趣。因此，人工智能便利了生活，也提升了效率。

既然人工智能有上述的好處，那麼現在它的發展進程和普及程度又是如何呢？人工智能早於一九四
○年開始發展，它的概念是透過電腦程式完成或模仿人的工作。這包括教導電腦識別出不同人的臉
（即是人臉識別）、將人的說話轉錄成文字（即是語音識別）等。

研究成果 網絡分享

而這些識別系統，因着五十到六十年的發展而變得成熟。現在透過深度學習，電腦可以比人類更能
夠辨別不同人的臉。有報道指，現在的系統能夠成功地分辨雙胞胎的臉。而透過手機的語音識別系
統，錄音可以自動轉換成文字，準確率達八成之高。科研人員將這些成熟的研究成果，免費地透過
網絡跟所有人分享，令普羅大眾可以很快令一部新電腦擁有這些強大的系統。這大大提高了人工智
能在全世界普及化的速度。

儘管人工智能在全世界的普及程度迅速提升，但在香港，人工智能並未普及。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於
今年八月的報告顯示，九成七受訪者會在二○二三年前採用人工智能，而八成六受訪者更期望在兩
年內採用人工智能。這跟去年有七成八受訪者永遠不會採用人工智能的結果，有很大的差異。筆者
相信隨着人工智能的成熟和普及化的速度，安永報告中的寓言將很快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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