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次我演讲的主题可能跟其他演讲者不太一样，但我相信其中还是有一些共

性值得我们探讨。因为人工智能涵盖了很多领域，其中就包括刚才 Hackman 教

授提到的重要主题，即人工智能和教育以及人工智能如何在教育领域实现更多的

应用，我认为这一类的落地应用绝对是人工智能领域未来发展的重点之一。 

今天我要重点分享的内容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人工智能语音语言领域

的应用，比如说语音识别和语言处理；第二部分是过渡到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

一些前沿进展和挑战。 

1、语音历史 

首先，我先介绍一下目前深度学习（即现代人工智能技术）在一些领域中现

有的成功应用。 

近年来，深度学习的发展特别快，例如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机器人、

计算机视觉等领域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同时我也认为，这些领域在接下来的几

年时间内还将实现更大的发展。 

另外，我认为一些大家比较关注但是还没有通过媒体上看到的取得特别大进

展的行业，如农业、教育、金融以及零售等，也具有非常大的潜能。在这里，我

会重点介绍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可行性。 

在此之前，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觉得人工智能在推动金融市场（包括

商业模式和交易）的转型上有多大的潜力？为了让大家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

们先来回顾一下大概十年前发生的一件事。 



 

2009 年 12 月 12 日的 NIPS 上，我负责主办了一个 workshop，当时我

邀请了微软和多伦多大学的同事们参加，与俞栋、Geoffrey Hinton 一同探讨了

深度学习未来的发展前景，并通过调查研究从不同的维度来分析深度学习和神经

网络在语音语言领域未来几年的发展态势。 

之后，我们微软在语音识别和翻译领域投入了很多人力，希望通过深度学习、

神经网络来实现机器语音识别和翻译。经过微软两年高强度的研究，2012 年，

深度学习在语音识别领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这也是深度神经网络研究在语音识

别领域上的一次早期的大规模尝试，也是深度学习第一次在工业界取得成功的案

例。 



 

2012 年，正好就在中国天津，我当时所在的微软研究院尝试使用语音识别

和翻译技术来对演讲进行英到中的口语自动翻译。这可以说是语音识别领域的一

个里程碑式的时刻。在这前后，科大讯飞、百度等很多公司都加入到这个领域的

研究中来，研发基于深度学习的新一代语音识别和翻译技术。 

 



而更早之前，大约从 1993 年开始，我和很多同行者就开始研究即时语音识

别技术。到 2000 年，即时语音识别的错误率非常明显得在不断下降，但当时基

于隐马尔科夫模型的语音识别技术在 2000 年至 2009 年期间一直处于瓶颈停

滞期，而在 2009 年引入深度学习以后开始有了新的进展：2009 年至 2012 年

又有了第二轮更明显的错误率的下降。1993 年到 2000 年、2009 年至 2012 

年是这项技术的两个标志性的阶段。 

十年以后的今天，大家可能认为这一切都发展得自然而然，对人工智能领域

的所有概念都习以为常，但在那个时候，深度学习的应用是非常罕见的。 

2、从语音到金融 

 

上图是用于语音识别的常见深度神经网络架构，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们同

样也希望让这项深度学习技术在金融领域发挥同样的作用。 



 

上图是常见的语音识别系统的基本组成模块。我们将麦克风拾取的声音和文

本作为数据，通过声学模型、词义模型和语言模型等不同的模块来训练完整的语

音识别系统。我展示这个图主要就是想给大家看我们最早期的研究方式是怎么样

分步训练完整的语音识别系统的，就是说在真正的深度神经网络开始之前，我们

会使用不同的语音和文本数据来训练这些不同的模型模块。 

这些不同的模型模块的研发过程中往往是相对独立的，即便是微软这样的公

司，在早期都是独立组建团队去专门负责声学模型和语言模型不同模块的研发。

但是发展到后期，由于有了深度神经网络端到端学习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建立综

合性的解决方案，将所有不同的声学模型模块和语言模型模块连接起来综合训练。 

金融界的从业者应该都知道，目前量化交易的系统也分成许多不同的模块，

类似于深度神经网络端到端学习之前的语音识别系统。现代语音识别从独立研究

不同模块的方式转变成一体化模型研发，使得模型的综合性越来越高，这应该有

助于启发研究者们思考怎样改善基于相对独立模块的量化交易的金融系统。 

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深度学习同样起到了颠覆性的作用。其中就包括机器

翻译，关于这个部分，周明博士会在今天下午的演讲中跟大家详细分享。 

而深度学习等热门技术的挑战在哪里呢？主要还在于需要设计一个正确的、

合适的架构来落地，包括清楚相应应用领域的机器学习难点，同时也需要足够的



有标注的数据来训练机器解决问题。前一轮的人工智能技术无法成功解决大型的

问题，需要通过现在新一轮的人工智能技术来解决。 

 

简单介绍一下深度学习在自然语言处理的一个有趣的应用 --- 看图说话。上

面这张图像是奥巴马的夫人和她的女儿们以及彭丽媛的合照，人工智能技术可以

通过脸部识别与数据库进行比对来识别他们的身份，然后用一个自然语言的句子

来描述这张照片的内容。这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得非常成功的案例之一。 

3、三大独特挑战 

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金融领域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层面所面临的挑战

要比我在前面介绍的语音语言领域更大，其中以三大挑战最为典型，包括： 

 其一是金融数据的噪音非常大，不仅在输入端，更在输出端。在金融市场

中，比如说股市存在的大量市场数据就有非常大的噪声，这些数据很多时候不能

反映真实的股票市场情况，甚至噪声还会覆盖掉有用的信息。因此需要人类分析

师或人工智能去对这些数据进行提炼，从而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也就是说，如果

你要基于一些金融机构提供的数据做预测，首先就需要排除噪音，而对于语音识



别、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而言，这一类挑战几乎是不存在的。目前，金融领域还

没有相应的成熟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所以需要探索各类人工智能技术来解决这

一难题，而我们目前也看到了一些前进的方向。 

其二是由于数据共享缺失以及数据和市场的非稳定性所导致的人工智能建模问

题。这个挑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金融领域的竞争特性所决定的。金融公司的算法

和数据基本上都无法像很多巨头科技公司那样将很多算法和数据进行开源分享，

所以竞争激烈的金融领域是无法像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那样，能够基于过去的大

数据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大数据分析，只能对一些在不断变动的波动数据进行分

析。同时，激烈的竞争还会让新开发的统计模型和算法渐渐失去他们的有效性，

远快过自然语言处理和语音识别的模型和算法。因此，这个在金融领域独有的棘

手和难以驾驭的问题同样也需要非常特殊的人工智能技术来解决。 

其三是异构数据问题，包括非传统金融数据和传统金融数据的整合和综合利

用。以华尔街的金融分析师为例，他们并不都在使用标准数据。传统的金融数据

包括很多种，其中一种是市场信息，很多技术分析师都使用一套规则和模板识别

来分析股票；另一种叫做基本面数据，即分析师根据公司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盈

利分析来预测未来的股市变化。他们会基于金融市场的过去数据和公司的基本面

数据来看其呈现的动态，从而进行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分析。非传统金融数据，也

称为另类数据，包括对金融市场有影响的海量文本、卫星图像和语音数据等等。

这种数据的多样性就是这里讲的异构数据的问题。它对于传统的统计方法和金融

数据分析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有了人工智能赋能后，金融投资领域就能

够对异构或非标准金融数据进行更精准的分析。这是因为深度神经网络可以很自

然地将异构数据整合在一起。 

4、如何应用 AI ？ 

现在，华尔街的很多金融机构都关注或应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其中一些我熟

悉的对冲基金也聘用了同我有类似背景的人工智能专家来帮助他们开发相应的

人工智能技术。在两年多前，我们（Citadel）就启动了相关的研究项目，而我们



的竞争对手如 Two Sigma、DE Shaw、JP Morgan、Goldman Sachs 等也在一年

前聘用了人工智能科学家，跟进了相关的工作。它们现在也在人工智能人才上同

我的团队竟争。金融机构争相勘实自己的人工智能技术的这一现状，也间接说明

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对于金融投资领域的作用不言而喻。在使用人工智能分析

金融市场时，能用到一些比较明显的异构数据。这里我举两个例子，都是来源自

金融学的学术文献。 

o 一个例子是新闻社交媒体的文本数据。比如说，我们可以采用人工

智能来分析一些新闻社交媒体对于市场行情的分析和讨论，以了解机构投资者以

及散户投资者对于金融市场的情绪。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金融市场实际上

包含心理学上的博弈，也就是说这是买卖双方在市场上的博弈，由此形成金融市

场的走向。因此，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对于金融分析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 

另一个例子是公开演讲或访谈的数据。这种数据对于金融投资分析来说，也是一

种有用的异构数据。举个例子，在 Enron 出事的前段时间，我们是否能从这家

公司 CEO 的某个采访中看到一些欺诈或遮掩的猫腻？他们在访谈中可能会透

露一些微弱的信号，也可能会故意说假话，并且在说假话时的说话方式可能会跟

说真话的时候不太一样，当时呈现的语音语调、互动表情都能够成为寻找蛛丝马

迹的点，也都可以成为分析金融市场的波动和走向的信息源。投行等机构，也都

会在与一些公司的 CEO 打交道和交通的过程中对其进行分析，以获得一些有价

值的信息。而这个寻找一些蛛丝马迹来分析问题的过程，实际上是可以通过人工

智能赋能金融市场来完成的。 

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一些另类（异构）的数据对于金融市场的研究至关重要，

且是独一无二的呢？因为其实人工智能的很多落地经常只会用到单类或至多两

类数据：影像数据和文本数据。而对分析金融市场有用的数据则更加复杂、更加

多类。一般分析师通过基本面数据来分析上市公司在金融市场、实体经济中的市

场表现等，这些数据可以充分展现某家公司目前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同时，

它可以同历史市场数据以及图像，文本，甚至和语音数据综合起来应用。而这个



将所有数据整合起来的过程，是能够通过人工智能来助力和赋能，整合分散的多

类数据，从而挖掘更多真相。 

那投行和对冲基金等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金融市场时还能注意其他哪

些事情，未来能做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确保数据的可获得性，也就是说让更多的人更

好地获得一些对他们的研究有帮助的有价值的数据，这样我们才有更大发挥空间。 

其次，我们要确保数据不侵犯隐私，控制好金融风险。对冲基金公司虽然拥有非

常多的数据，但是需要更加精准地去筛选合适的数据并不侵犯隐私。 

同时，我们需要招募到一些具备良好金融素养的又精通人工智能的有价值的

人才，同时也需要对有潜力的人才进行培训。一般而言，拥有很强金融背景的人

可能不太精通人工智能，所有我们特别需要招募到既有金融背景又懂人工智能的

人才，他们就是我们所说的「明星雇员」。 

最后，我们也需要针对金融领域的数据分析定制算法，从而更好地应对金融

领域所面临的独特的挑战。 

谢谢大家聆听我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