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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推动科研创新应用
身兼工程师、创业者的青年科学家俞凯力求突破

擦亮“皇冠上的明珠”

俞凯在清华大学完成自动化专业本
科，进入清华大学国家模式识别与智能系

统重点实验室攻读硕士，其后进入英国剑
桥大学工程系机器智能实验室进行语音识

别的研究，完成了博士阶段的学习。
语音被誉为人工智能的皇冠，俞凯觉

得皇冠上的明珠是“对话”，“最早提出人工

智能标准的图灵测试，就将机器是否能够

与人对话作为判定机器是否具有智能的标
准。”伴随越来越多智能硬件终端的诞生，

语音交互的需求越来越高，他也越发确信，
这颗明珠将越来越耀眼。

在英国工作期间，俞凯开始从事对话
系统的研究。他的合作导师利用自己的两

段学术休假，做出了语音识别和对话系统

的理论突破、系统原型，后来又进行了产业
化，这对他影响非常大。他开始思考科研的

“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科学研究有两个
方向：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两者相辅相

成，都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好。”
创新的方向由此有了更接近现实的指

引，俞凯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完成国际领

先水平的超大规模语音识别系统和认知型
人机口语对话系统，同时将科研成果转化

应用。

穿梭学界与工业界之间
近年，俞凯以教授、工程师、创业者的

身份继续推动着对话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创

新和应用。可以聪明对话的车载音响、能够
准确识别的语音工具、能帮助慢性病患者

健康管理的智能终端等一系列产品接连诞
生，疫情期间思必驰的智能语音机器人也

在海量流调中贡献了力量；与此同时，更高

的识别率、正确率，更高效快速的算法提升
智能，技术的突破也是佳绩频出。

要将学界与工业界之间的“墙”变成

“门”并且穿梭自如并不容易。不久前，俞凯
作为“跨界”代表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分

享跨界经验，他提到联合实验室的优势———
研究问题现实关联度高，有明确的知识产权

的保护，相关技术成果和知识产权由思必驰
所有并转化，同时又能允许学术研究者做论

文发表并聚焦于前沿的技术探索。
今年俞凯也受邀参加第三届顶尖科学

家论坛上的青年科学家论坛，这将是连续

第三年参会。“我在首届论坛上谈了有关对

话式人工智能的理论思想，去年讲算法，今

年我想谈谈技术。从‘云’到‘端’，最近语音
AI正经历小型化趋势。”俞凯解释说，如何

在更低的功耗或很小的内存下，帮助智能
设备实现离线语音是正在解决的问题，而

人工智能芯片将带来更好的解决方案。这
意味着 200-500亿台的低算力的物联网设

备都能够迎来智能应用。

人工智能近年的发展很快，特别是在
应用层面，但基础理论核心框架没有发生

颠覆性变化，俞凯很清楚革命性的基础创
新需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定力，但也不放

弃热潮中抓住应用突破技术瓶颈的机会。

言传身教科研“后浪”

多种角色切换，俞凯实在太忙了，他说
话快，吃饭快，走路也快。但他仍然会为学生

们留出时间，很愿意和学生们交流。俞凯自
己一路是学霸式成长，但也有波折。高中时

虽然成绩不错，但受别人影响却放任自流。
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好老师，引导他理解要珍

惜自己、超越自己，不荒废自己的青春。

所以俞凯也愿意将这些感悟教给学生，
保护学生们的好奇心，为学生创造机会去探

索问题，也希望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科研
“后浪”。 本报记者 易蓉

    本报讯 （记者 马亚宁）现代社会

发展极大地依赖于以“摩尔定律”为导向
的经典计算机，随着“后摩尔”时代的迫

近，经典计算机的效率逐渐遇到了瓶颈。
10 月 23 日，2020 浦江创新论坛·未来

（科学）论坛上，国内外量子材料和信息
领域的顶尖科学家，聚焦最有可能跨越

传统计算机发展路径的量子，讨论交流

新型量子器件和量子计算制备、设计和
应用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共同探讨

未来量子材料和量子计算机的颠覆性技
术及应用前景。

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和上海市
科学学研究所联手编撰的《全球前沿技术

发展趋势报告》，追踪全球 TOP1000技术

的热点趋势看到，量子成为物理领域的“豪
门”。在物理领域，量子通信、QRNG（量子随

机数发生器）、量子产率、量子比特数等量
子科技相关热点呈现集群式涌现的态势，

同物理领域其他单点型热点技术产生了鲜
明对比。

目前，基于量子计算的强大算力，全

球科技巨头都在“押宝”量子计算机的产

业化，谷歌、微软、Intel、IBM纷纷布局，国

内企业也频频加码。中国科学院院士张
人禾致辞时表示，近年来以量子计算为

核心的前沿研究突飞猛进，对材料科技、
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的颠覆性影响开始

显现，将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方向。

京沪干线、墨子号卫星、量子星地一

体化保密通信网络……目前，我国在量子

通信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我从事量子计

算工作 24个年头，中国在量子器件方面已
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教授、副校长杜江峰相信量子科学发展
到目前的阶段，可以去推动一些技术的发

展以及应用。
“虽然，量子计算非常强大的计算能

力，能够解决经典计算解决不了的问题，能

给我们生活带来颠覆性的变化，但是它有
一个问题，容易出错，而且纠错成本很高。”

上海交通大学低维物理与界面工程实验室
学术带头人贾金锋认为，为了解决量子计

算的出错问题，可以利用拓扑量子计算进
行纠正。

“物理豪门”引领科技变革
相关前沿研究突飞猛进引发业内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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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岁的WLA副主席：科学家，生而为改变世界
    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将于本

月 30 日在上海举行。受新冠疫情影响，
海外科学家主要以在线形式云端参会。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WLA）主席、2006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科恩伯格和

WLA 副主席、2013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迈克尔·莱维特，克服疫情期间的种种困

难，已经抵达上海，将现场参加论坛。73

岁的莱维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知道
B站哦，因为我在人民广场的上海当代艺

术馆看到过它。而且我还知道上面有很

多新番。”
热爱网上冲浪的莱维特说，自己大约

在 60年前就能用电脑了。作为科学家的他
严谨地用了一个数据来形容对电子产品的

掌握程度：“我仍可以像一个 15岁的孩子
一样使用手机。”

莱维特还谈到了科学界的顶级荣

誉———诺贝尔奖。“它和别的奖项很不一
样，因为你在得奖之前完全被蒙在鼓里。”

在常人看来，大部分自然科学类奖项的评

选逻辑是：从当年公开的候选人中做选择。
而诺奖却并非这样———诺贝尔基金会有严

格的规定，所有诺贝尔奖的提名信息，包括

提名人和被提名人在 50年内都不能公开。
换言之，没有人知道当年到底有哪些候选，

而且可选的科学突破也不限于当年。因此，
做出开创性成果的在世科学家都有希望。

莱维特诙谐地做了个总结：“诺贝尔奖，是
一个奇怪的奖。”

莱维特教授一直非常重视青年成长。

他强调诺贝尔奖得主的重要责任之一就是
去普及科学，让科学这束光照亮所有年轻

人。“科学真的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因为，
它有着造福每个人的力量。科学家，生而为

改变世界。”莱维特如是说。
记者从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获

悉，迈克尔·莱维特将出席本届论坛的科学

态度大师讲堂，并评估全球疫情趋势。

本报记者 郜阳 通讯员 陈恺

人物小传：

俞凯， 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
与工程系教授、 思必驰联合创始人兼

首席科学家， 国际电子电气工程师协
会（IEEE）高级会员，世界顶尖科学家

论坛杰出青年科学家代表。 他在语音
识别、合成、理解、对话系统等多个智

能语音及语言技术领域， 领衔理论和

大规模工程实践， 并在国际一流会议
和期刊发表论文 170余篇， 获得多个

最优论文奖和国际研究评测冠军。

“杰出的工程师也一定是优秀的
科学家。”上海交通大学－思必驰智
能人机交互联合实验室里有这样一
个信条，这是实验室掌门人俞凯的特
别设计。这位青年科学家也是人工智
能公司思必驰的创始人之一，他通过
这间实验室将企业的技术问题和诉
求与大学里的基础创新持续、紧密地
绑定在一起，希望用科学的方法和思
路解决现实中的复杂问题。

量子

■ 应用思必驰技术的智能语音车载系统

■ 应用思必驰技术的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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