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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玉岩

改变服务模式
让政务云共享

28日，闫安用一个例子，让
大家对“政务云”有了一个直观
的了解：“国外有很多利用政府
数据资源做得比较好的例子。
比如看房子，市民只要输入房
屋地址等信息就能看到房子的
买卖历史，周围房子的价格，这
些都是公开数据，运用起来就
对大家的生活有明显改变和提
升，所以国外有很多辅助房地
产买卖的网站，直接帮助大家
生活，同时又可以变现。”

他说政府可以利用大数据
做很多文章，不仅是简单的政
务公开，或者用数据帮着大家
来做生活方面提升。政府专门
做成体系自己来运营，也有盈
利的机会。比如高新工业园区
运营，政府不一定要通过拨款
来做事情，通过建立企业信用
体系，辅助企业进行投融资、贷
款撮合等。

把企业数据整理好，也就
把整个园区给盘活，很多决策
更加透明公正。比如园区有一
个免费停车位，要奖励给企业，
可以分析企业信用评价，谁信
用好就给谁。作为运营平台，政
府或者园区可以合理收费，这
样就可以促进高新技术园区长
期可持续发展。

不过，在政务云应用时，会
发现有这样一种情况，不同政
府部门有很多块云，但每块云
都独立存在，数据之间的壁垒
一直存在，无法实现数据多样
性、挖掘出最大价值。

说到政务云数据打通难的
原因，闫安认为，一方面是数据
所有权界定不明晰，一些垂直
领导的行政机关，数据是不是
可以和其他单位共享;另一方
面，哪些数据可以公开，哪些数
据可以在某种保密层次上合
作，这些定义不清晰。此外，还
有技术层面问题，如何在可用
不可见的大数据平台上进行安
全可控的数据共享和交换，平
台的建设是需要投入的，并不
是通过行政命令来达到的。

征信大数据
贷款、旅游都用上了

“马云曾说过，IT时代是让

自己更强大，DT时代是让别人
更强大；IT时代是通过对昨天
信息的分析来掌控未来，而DT
时代是创造未来。”闫安说，用
大数据思维做事，首先想到的
是过去沉淀的数据，未来将沉
淀的数据，有了这些数据现在
能解决什么问题，更重要的是，
未来能解决什么问题，可以做
哪些创新。

“阿里小贷就是这样一个
例子。阿里巴巴的电商平台几
乎沉淀了淘宝店主的所有数
据，只需用大数据建模，就可以
立刻算出贷款人的风险高低。
阿里小贷目前全程零人工介
入，客户最快1秒获贷，最小一
笔贷款额是1元，单笔贷款技术
成本是2 . 3元，坏账率小于1%，
而在银行绝对做不到1%以下的
坏账率。”闫安说。

现在炒得很热的一些P2P企
业，坏账率是15%到18%。这就意
味着，这些坏账都会转到利息
上，所以P2P的利息大都很高。闫
安表示，金融的核心是风险，风
险低，成本费用就低，所以阿里
小贷就可以做到低贷款利息。

大数据应用再进一步，从企
业信用做到了个人信用，也就是
芝麻信用，从多个维度来分析消
费者的信用，比如人脉、购物行
为等，利用这些就打出个人征信
分数。现在信用已经开始慢慢进
入我们的生活，芝麻信用高，住
旅馆不需交押金，离店不需查
房，去很多国家还能免签证。

在闫安看来，真正的大数据
有四个特性，那就是体量大，速

度快，有价值，多样性。大数据应
用很简单，就是将多元、海量的
数据连通起来，进行计算，加一
些算法，就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
应用。他的大数据方法论就是

“存、通、用”三个字，只有把数据
通起来，才能做业务创新。闫安
总结了三句话：“大数据平台，业
务数据化，数据业务化。”

首先需要一个大数据平
台，收集、整理数据，做多维分
析和计算。再往下就是业务数
据化，利用数据指导现有业务
做得更好。而数据业务化，就是
把数据本身变成一种新业务，
直白一点，就是数据变现，利用
数据变成一种新的能力，拓展
新的业务。

人工智能
就是大数据+大计算

当Siri遇上微软小冰，两个
聊天机器人相遇时，会产生什
么样的对话？

在齐鲁大讲坛上，闫安跟
大家分享了一段视频，是Siri与
小冰的对话。刚开始，两个机器
人还能愉快地聊天，但是很快，
就出现驴唇不对马嘴的对话，
相同语句不断重复，很快就聊
不下去了。最终，小冰选择了

“再见”，结束了双方的对话。
“现在在很多地方都能看

到很多机器人，聊天可以，但是
一旦要解决具体的问题，就不
尽如人意。”从某种角度上看，
聊天机器人真的很火，有很多
创业企业都在这方面做努力，

不过闫安持一个观望态度。
闫安提到，在人工智能发

展史上，有两次大低谷，都是因
为技术发展到一定瓶颈，运算
能力跟不上导致的。近几年人
工智能又开始热起来，这次的
标志性技术是深度学习的发
展，包括AlphaGo的胜利、无人
驾驶、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发
展进程，都和深度学习相关。

事实上，我们现在还处在
弱人工智能的阶段。人工智能
下棋可以下赢世界冠军，但识
图还不如一个三岁小孩。三岁
孩子看一张熊猫的照片，就能
记住和识别熊猫，但是人工智
能却要看成千上万张照片，才
知道这是熊猫。

到了强人工智能阶段，机
器就有了自我进化能力。谷歌
就在做一项研究，用人工智能
写人工智能的简单程序，这就
可以产生进化能力。到了这一
步，从强人工智能到超人工智
能的进展会越来越快。

闫安画了一个时间节点，
2045年强人工智能可能会发生，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特斯拉的创
始人马斯科认为发展到一定程
度，会产生极点，会发生人不可
控的事情。所有的高科技发展到
一定程度，都会有这个问题，这
个很多时候是一个判断问题，是
伦理问题，不是技术问题。

人工智能，实际上就是大数
据+大计算，用大数据可以驱动
整个智能的进化，不是指人的进
化，而是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
工作，用数据驱动，用智能演进。

大数据人工智能专家闫安做客齐鲁大讲坛

政政务务云云不不该该是是多多块块云云，，应应是是一一片片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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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安 知微云CTO、
首席科学家。毕业于中科
大少年班、布朗大学和华
盛顿大学(MBA)。先后长
期负责微软总部和阿里
巴巴核心大数据部门 ,有
丰富的平台和行业解决
方案经验。2015年创建阿
里数加平台、数据工作室,
主导开发了关系引擎、规
则引擎、DTBoost、DataV
等爆款数据产品 ,并带领
实施了政企、民企、互联
网领域的一系列解决方
案。

“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这些当下最
时髦的名词，跟我们普通
大众有什么关系？山东省
政府近日又提出了建设

“一片云”的构想，这将对
我们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
响？28日，国内大数据人工
智能专家闫安做客第146
期齐鲁大讲坛，与山东听
众分享人工智能、大数据
与我们生活的关联。

10月28日，闫安做客齐鲁大讲坛，主讲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听众兴致勃勃。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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