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机协同有什么意义？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某些领域已经取得了不错的精度，然而在几乎所有任务上，人工智能还

相当脆弱。例如，人脸识别虽然在测试集上可达到 99.9%以上的精度，但在现实场景中经常

会发生误识别；语音识别，在安静环境下识别率可达到 97%以上，但在噪杂环境中识别率会

显著下降。 

 

我们不得不接受人工智能系统会犯错误的事实，这个事实短时间内不会改变。一种可行的办

法是由人和机器协同工作，大部分工作由机器来完成，出错的时候由人来纠正。这种人机器

协同工作的模式不仅可以让机器发挥其效率上的优势，也可以发挥人在处理错误事件上的灵

活性和能动性。例如，当自动口语翻译还不成熟时，让人类口译员来帮忙纠错，是一种合理

的处理模式。 

 

 

 

图 1：人机协同工作[1] 

 

 

 

人机协同还可以用于模型学习，解决系统的冷启动的问题。什么是冷启动呢？对于特定任务，

我们最初是没有实际数据的，因此就没有一个合理工作的模型，也就无法启动任务处理。这

时不妨由人承担绝大部分处理工作，产生第一批实际数据，用这些数据训练初始模型并开始

介入工作。此时，人的角色可以从任务处理切换为监督和检查，必要时进行纠错。基于这一

过程，即可实现从无到有的数据积累，人的压力逐渐减轻，甚至完全交给机器完成。 

 

在上述协同学习过程中，机器还可以更加“主动”一些，它可以通过分析理解哪些数据对自

己训练模型最有价值，并把这些数据送给人来进行标注。这一学习方法称为“主动学习（Active 

Learning）”。因为只有价值最大的数据才会被标注，极大减少了人工标注成本。近日，自

然-机器智能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用主动学习方法帮助研究者做文献综述，并开源了相关

软件[2]。利用该软件，研究者只需输入主题和少量参数，机器就会帮忙在海量文献中筛选

合适的文献，交给研究者判断是否合理，并基于研究者给出的反馈修正筛选算法。实验表明，



这一主动学习方法可极大提高文献筛选的效率，节约了研究者的宝贵时间。 

 

 

 

有学者认为，人机协同也许不只是权宜之计，即便未来人工智能技术有了更高的精度，人机

协同也是必要的工作模式。一味追求完美的人工智能不仅不现实，也不是一个价值最优的目

标 --人和机器和谐相处，互相取长补短，本身就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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