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器人取代流水线工人、快译机取代翻译、虚拟主播取代
主持人、智慧医疗取代放射科医生……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其对就业的影响日益明显。 一些不需要创造力的工种，或者
一些需要长期经验积累的岗位正出现被人工智能替代的迹象。

相关预测显示, 人工智能可能会替代部分传统就业岗位,
但同时也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只有新型劳动力才能适应人工
智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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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来了,未来你会失业吗?

“无人工厂”实现生产效
率翻番

走进中国重汽集团杭州

发动机有限公司 1 万平方米
的加工车间, 这里有从德国引
进的设备 、 工艺完善的流水
线。 近 90 台成套机器,只有 26
个工人。一线工人介绍说,打磨
车间引进的人工智能设备 ,他
们手持打磨器打磨一次, 机器
学习就能自动生成路径。 以前
一天工作下来全身都是灰白

粉尘 ,现在只要站在车间外 ,把
机器管好就行了。

类似这样的 “少人工厂”
甚至“无人工厂”，在各个行业
都开始发力。 记者在义乌申通
分拨中心看到 , 平台上设有
240 个方形分拣口 , 每个分拣
口都代表一个城市或转运中

心 ,700 个 “小黄人 ”分拣机器
人开始工作后满场奔忙，令人
眼花缭乱 , 但精准率能达到
99.9%以上 。 据申通统计 ,700
个“小黄人”一天工作 10 小时,
能够分拣 20 万件快递。

“数字化无人工厂代表了
全球最先进的制造模式, 有效
地解决了当前制造业所面临

的劳动力短缺、产品品质亟待
提升等诸多问题。 ”新松机器
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中央

研究院副院长王晓东介绍 ,随
着用户对于小批量、 多品类、
个性化定制需求的不断攀升 ,
以及企业对于生产效率、产品
品控方面的不断追求,“无人工
厂”未来必将被越来越多的企
业和行业接受, 实现大范围应
用。 如今,新松已经在家电、电
力 、卫浴 、包装 、物流 、烟花爆
竹、汽车、3C、半导体等行业的
多家企业成功推广应用。

比如, 新松为家具制造业
研发的柔性生产线系统, 可实
现不同尺寸 、形状 、结构的门
扇产品自动化混线生产, 还具
备对过程进行实时监控、编码

识别、部件防错及产品可追溯
等功能。产能上,与传统人工生
产 相 比 , 生 产 效 率 提 升 了
100%。

传统工作正被“AI+”深度
渗透

2017 年 5 月 ,柯洁败于阿
尔法围棋被看作是中国人工

智能的 “斯普特尼克时刻 ”;
2017 年 7 月 ,国务院发布 《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为产
业领航 ; 今年全国两会 , “智
能+”首现政府工作报告。

当前, 作为国家战略的人
工智能正在加速与产业融合 ,
助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对人
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深

远影响。
2019 夏季达沃斯论坛上 ,

普华永道发布的研究报告显

示, 人工智能已在逐渐取代人
类过去的工作,像欺诈检测、简
历审查和贷款申请等, 可以减
轻员工负担, 让他们从事更高
级别的工作，如医生在人工智
能的帮助下 ,能更快确诊 ;聊天
机器人可以代替客服人员 ,回
答客户简单问题。

记者采访腾讯 、 商汤科
技、科大讯飞等多家人工智能
企业了解到, 这些企业已多点
出击 , 在重点行业如医疗 、养
老、教育、文化上不断深耕 ,探
索拓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实践

与应用。
商汤科技新兴创新事业

群负责人柳钢表示, 企业将人
脸识别、智能视频分析等技术
应用在城市安防 、 金融业认
证、智慧零售“刷脸消费”及手
机人脸解锁、智能美颜等领域,
成果显著 。 仅在金融业提供
“刷脸” 认证服务的人数就超
过 4 亿人次。

在司法领域，科大讯飞推
出的智慧庭审系统率先应用到

全国 30 余省份 、400 多家法
院。 科大讯飞政法事业群,运用

大数据、智能语音、图像识别等
核心技术, 为全国四级检察机
关提供智慧公诉一体化解决方

案 ,形成安徽、浙江、内蒙古全
面应用、新疆特色应用、其他省
市试点应用的部署格局。

“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
应用正在被不断挖掘。 ”今年 7
月参加 2019 夏季达沃斯论坛
的作业帮教育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创始人侯建彬介绍, 目前
作业帮已装入了 1.8 亿道习题
及其解答方案, 可以即时向查
询者提供正确答案 、 解题步
骤 、视频讲解 、同类习题等内
容。 “在互动过程中,人工智能
强大的学习能力, 还会让大数
据题库不断充实。 ”

腾讯试水 AI+农业领域 ，
首创的农业人工智能系统攻

克了机器智能嵌入农业专家

知识的难题。种植结果显示,该
人工智能系统提高了农产品

的产量和自然资源利用率 ,还
大幅降低了传感器成本。 2018
年 12 月,在荷兰举办的国际人
工智能温室种植大赛上，该系
统获得“AI 策略”单项第一、总
分第二的成绩。

值得关注的是, 这些企业
都把医疗行业作为重点目标，
致力于打造 “筛查-诊断-治
疗-康复”全流程的“AI+”医疗
模式。 如利用智能影像识别技
术辅助医生阅片, 提高放射科
医生的工作效率, 降低阅片的
漏诊率; 通过构建人工智能辅

助诊疗系统, 在医生诊断治疗
过程中给予人工智能的指导

和建议等。

“AI+”影响就业喜忧参半

业界人士分析 ,AI 在就业
替代上将呈现多个新趋势。

“无人工厂 ”持续推进工
人学历及专业需求被改变 。
“无人工厂”凭借灵活性强、效
率高等特点愈加受到企业欢

迎 ,在替代就业的同时 ,也对一
线员工的学历、专业提出了新
要求。 记者在一些企业采访了
解到, 过去企业工人以专科生
为主, 现在工人中本科生占了
相当比例。智能化后,除了要熟
练掌握设备操作系统、信息系
统外 ,还要求会保养、维护、简
单维修机器人等。

浙江梅轮电梯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近年引入了智能化生产

线后 , 人员缩减了五分之一 。
“现在我们要求员工会英语、懂
电脑, 这是企业智能化发展后
的一个新需求点和增长点。”梅
轮副总经理陈冰冰表示。

认知智能规模化落地将

持续对传统劳动力结构带来冲

击。 一些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
分析认为, 随着万物互联时代
的到来, 认知智能开始真正规
模化落地。人工智能越来越“聪
明”,必将会引导一波巨大的产
业革命, 对传统的劳动力结构
带来冲击。 比如,未来的老师、
医生,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 一

些注重经验积累的职业能够被

人工智能更高效地完成, 这会
导致越来越少的人愿意投入到

和机器人 PK的行业当中。
与此同时, 人工智能带来

更多人机交互、人与人交互的
创新方式, 激活了全新的劳动
力需求市场, 有望创造更多新
型劳动机遇。

“从历史看,每个新技术的
应用,都会催生更多新职业。 在
新的生产模式下,会产生更多的
就业机会。 机器可以把人解放
出来 ,干更重要的事 ,人类没必
要惧怕人工智能发展。 ”一些专
家表示,人工智能将会更好辅助
人类工作,减轻工作负担,“人机
共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但 这 绝 不 意 味 着 被 动

等待 。
“当前 ，针对年轻人技能

提升的工作非常重要。 也许，
你现在掌握的技能到 10 年 、
15 年之后就过时了。如果我们
想下一代人生活得更好, 我们
现在就要采取行动。 ”瑞士德
科集团首席执行官阿兰·德哈
兹等企业家认为 ,政府 、企业
和个人都需要积极行动起来 ,
开展技能培训 ,鼓励员工持续
学习 ,走出 “舒适区 ”,提高自
己的职场竞争力 。 同时 ,为了
保持整个国家的竞争力 ,政
府 、企业等利益相关方 ,应共
同承担对劳动力培训的投入

成本。
(据《半月谈》）

70年来，“吃喝”已不是家庭支出大头
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

（记者 于佳欣 岳文婷）“买供
应糖半斤 0.35 元，一斤醋 0.14
元……” 今年 71 岁的河北省
涉县辽城乡西辽城村村民王

益清， 从 20 多岁起就有记账
的习惯。积攒至今，5 本厚厚的
“家庭账本”，记录着全家人的
收支，也浓缩了时代的变迁。

王益清说，1978 年， 他们
两口子一年赚了 248.93 元，花

掉 248.56 元 ， 只剩 0.37 元 。
“光花在吃上面的钱， 就占了
六成。 ”

王益清说的六成，与经济
学上的一个名词 “恩格尔系
数 ”密切相关 ，即食品占家庭
或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这一系数越低，往往意味着生
活水平越高。

放进 70 年的刻度看 ，这
个数字变化明显：新中国成立

之初，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
数超过 60%， 农村的更高；到
2018 年 ， 恩格尔系数下降到
28.4%。 70 年，降幅超过一半。

与此相呼应的是，1949年我
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 49.7
元，2018年达到 28228元，扣除
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59.2倍。

70 年来，恩格尔系数降低
的同时 ， 百姓的钱包越来越
鼓，折射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澎

湃动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

贸易研究部主任赵萍说，恩格
尔系数的降低意味着国人把

更多钱花在吃以外，消费从物
质层面的满足上升到精神层

面的享受。
如今，王益清家用于食品

的支出占比下降到 5%， 其他
的支出项目却越来越丰富。 在

她的账本上，这些年有一项支
出是固定的，那就是旅游。 北
京、西安、大连、桂林……账本
上的风景“坐标”越来越多。

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住更大的房子、来一场说走就
走的旅行、追一部最新上映的
电影、把更多汗水挥洒在健身
房……如今，很多家庭的账单
发生了变化 ，消费升级 “看得
见”“摸得着”。

这是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工业机器人生产车间 杨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