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人工智能转行容易吗？ 

 

人工智能在中国方兴末艾，是毫无疑问的朝阳产业。据赛迪顾问预测，到 2021 年，中国人

工智能产业规模将达到 2035 亿元，增长率为 28.8%。 

 

 

 

图 1. 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商业化程度与技术应用深度（2019 人工智能行业研究报告 

） 

 

不少朋友表示，面对如此热火朝天的行业，确实忍不住心动，又苦于自己不是这个专业的，

转行风险大，怕转成个四不象。今天我们聊聊转行的话题。 

 

首先要说明的是，人工智能是个非常非常大的概念，大到很多人不知不觉间已经被 AI 包纳

进去了。除了图象、语音、自然语言理解、机器人这些传统上很 AI 的行当，象芯片、自动

控制、电子电气等理工科同学，基本上都是 AI 大家庭的成员，只是分工不同，大家互相交

换个岗位，并不存大特别大的困难。至于其他专业的同学（如物理，化学，生物，机械...），

只要是理工科背景，转过身来做 AI，不论是下手编程还是上手投资，基本上也是毫无障碍。

AI 本身就是让工作和生活更容易的，如果转个行都那么困难，显然不是 AI 的初衷。事实上，

很多把 AI 做的风生水起的公司，创始人并没有太纯的 AI 基因。 

 

真正困难的是那种较深层次的跨界，跨过来搞研究那种。这种跨界需要打破原有研究领域的

固有思维，建立新的思维体系，这对一个研究者来说是件不容易的事。笔者的同事蔡博士就



是一个典型案例，他从凝聚态物理跳到了语音信号处理，跨度不可谓不大。两年时间里，蔡

博士从头学习编程，从头学习机器学习，说服自己相信了概率论，强迫自己相信了 AI 问题

本身的不确定性。这样辛苦两年后，终于也可以在领域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了。蔡博士的例

子说明，如果足够努力的话，深度转行 AI 所需要的时间差不多是两年。 

 

 

 

 

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需要这样从一个高峰走下来再爬上另一个高峰，转行要容易的多。事

实上，AI 已经渗透到教育、医疗、安防、金融等各个领域，就算不刻意转行，她也会悄悄

来到我们身边。如果你留意，在她到来的时候多学多看，也许就轻松加入到 AI 大家庭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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