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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正文未报告部分 

附录 1：分析框架与数据搜集情况 

图 1 人与 AI 协同的组织学习框架 

 

表 1：二手资料具体信息 
类别 名称 数据描述 

外 部

资料 

非正式交流文稿记录 17 份与企业人员非正式交流文稿记录（2017-2020） 

企业报告 13 份企业在业务场景中AI 应用复盘的报告（2017-2020） 

权威媒体报道 30 份行业主流媒体中的企业相关报道(2017-2020) 

企业相关评论文章 9 篇财经杂志涉及企业 AI 业务的评论文章（2017-2020） 

企业参与AI 创新论坛发言 12 份企业CEO 或副总裁参与AI 创新论坛发言文稿（2017-2020） 

AI 行业研究报告 6 份AI 深度应用行业研究报告（2017-2020） 

内 部

资料 

企业内部档案文件 5 份企业内部技术岗位培训流程及规范 

现场观察笔记 6 份AI 在企业场景中应用的观察笔记 

 

表 2：访谈调研核心内容及人员情况 

样本 

企业 
访谈对象 访谈内容 

访谈

人次 

访谈时长与文

稿字数 

企业A 

（2017- 

2021） 

CEO（5*）、副总裁（3*）、

投资业务主管、游戏研发总

监、算法业务主管、算法工

程师A（2*）和 B（2*） 

 人**与AI 如何协同工作 

 AI 使人的学习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 

 游戏场景AI 应用的重点、难点和痛点 

15 

人次 

822 分钟，

13.7 万字 

企业B 

（2018- 

2021） 

CEO、副总裁（3*）、华南

区总经理、算法总监

（2*）、算法工程师、客户

总监（2*）、产品售前顾问 

 人与AI 如何协同工作 

 AI 使人的学习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 

 智能安防场景AI 应用重点、难点和痛点 

11 

人次 

791 分钟，

13.2 万字 

企业C 

（2017-

2021） 

CEO（5*）、算法总监

（2*）、算法工程师 A

（2*）、算法工程师 B、营

销总监 

 人与AI 如何协同工作 

 AI 使人的学习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 

 智能投顾场景AI 应用重点、难点和痛点 

11 

人次 

722 分钟，

12.1 万字 

企业D 

（2018- 

2021） 

董事长（6*）、CEO（2*）、

CTO（2*）、解决方案总监

A（3*）、解决方案总监 B

（2*）、商务总监、设计总

 人与AI 如何协同工作 

 AI 使人的学习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 

 智能广告AI 应用重点、难点和痛点 

18 

人次 

937 分钟，

24.3 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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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产品经理 

合计 
55 

人次 

3272 分钟，

63.3 万字 

注： *表示对同一受访者的访谈总次数， 未标记的表示访谈 1 次。人**指算法工程师和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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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部分资料举例及编码 

• 确定场景多目标学习
• 难以解析复杂数据
• 确定场景分析偏差

人的经验
分析特征

• 目标函数限定学习
• 快速解析复杂数据
• 确定场景知识深化

AI的数据
分析特征

• 确定场景模型构建
• 确定场景模型调试

场景分析
经验模型化

• 训练数据更新
• 场景分析知识输出

确定场景
数据分析

• 确定场景知识生成
• 确定场景知识应用

确定场景
知识判断

• 经验知识共创
• 分析知识共创

确定场景
知识共创

确定
场景利用式
学习特征

确定
场景利用式
学习过程

确定
场景利用式
学习结果

• 不确定场景模糊学习
• 难以解析即时数据
• 不确定场景认知偏差

人的认知
学习特征

• 不确定场景自学习
• 快速解析即时数据
• 不确定场景知识更新

AI的模拟
学习特征

• 不确定场景模型构建
• 不确定场景模型调试

场景认知
经验模型化

• 模型参数优化
• 场景认知知识输出

不确定场景
数据分析

• 不确定场景知识反馈
• 不确定场景策略应用

不确定场景
策略模拟

• 预测知识共创
• 认知知识共创

不确定场景
知识共创

不确定
场景探索式
学习特征

不确定
探索式场景
学习过程

不确定
场景探索式
学习结果

 

图 2 数据结构 

 

表 4：确定场景利用式学习的构建机制及证据举例 

类属 
理论 

维度 
一阶构念 案例企业证据示例 

确定

场景

利用

式学

习特

征 

人的 

经验 

分析 

特征 

确定场景 

多目标学习 

“人在复杂场景中判断需要考虑各种因素，比如这个人的体格、所处区域、抓捕

难度等，在人流量特别大的场合，还会受到环境噪音的干扰。” （企业B） 

难以解析 

复杂数据 

“参与游戏的人数增加，出现越来越多的玩家行为数据、在游戏中的交流数据等，

数据量和数据复杂程度都显著提升，靠人之前的分析方式无论在能力还是效率

上都达不到要求。”（企业 A） 

确定场景 

分析偏差 

“游戏产生的数据太多，员工总是带着之前的经验去做分析，但很多经验是存在

偏差的，结果随着数据量增加，偏误也被放大。”（企业A） 

AI 的 

数据 

分析 

特征 

目标函数 

限定学习 

“AI 的有监督学习特征，就是根据算法人员设定的特定函数进行学习，而不是针

对多个目标的内容进行学习。”（企业B） 

快速解析 

复杂数据 

“在游戏中，当需要匹配玩家的游戏等级时，会迅速锁定玩家，进而对其涉及

到的各个维度数据进行全面分析，构建他的游戏行为模型。”（企业B） 

确定场景 

知识深化 

“在游戏中，玩家的各类数据其实反映了很多他们的特征和行为偏好，借助 AI

能大大提升对数据分析的深度和粒度，得出很多我们之前忽略的场景特征和

知识。”（企业A） 

确定

场景

利用

式学

习过

程 

场景 

分析 

经验 

模型化 

确定场景 

模型构建 

“在瞬时变化的环境中，识别的复杂度很高，基于经验设置变量来构建模型，

模仿人的学习过程，可以极大地提高分析效率。”（企业B） 

确定场景 

模型调试 

“建立起初始分析模型后，我们会利用之前的用户数据先跑几遍，跑的过程模

型也在不断完善，跑完之后确定最终的模型，才会上线。”（企业 A） 

确定 

场景 

数据 

分析 

训练数据 

更新 

“AI 可以根据嫌疑人的信息进行快速扫描和分析，对有一定相似度的人像进行

快速辨别和相似度比率的计算。”（企业B） 

确定场景 

知识输出 

“AI 通过有监督算法进行数据分析，能对玩家的特征和偏好进行准确判断，大

大节省开发人员的时间，让开发人员能共享分析知识。”（企业 A） 

确定 

场景 

知识 

判断 

确定场景 

知识生成 

“在查找嫌疑犯的场景中，AI 可以提取比较多的信息，比如嫌疑人的衣着颜

色、体态特征，包括有没有背包等，形成辨识的知识积累。”（企业B） 

确定场景 

知识应用 

“如果AI 自动报警，值班民警就会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发生服刑人员突然逃

跑、打架斗殴等突发事件。”（企业B） 

确定

场景

利用

式学

习结

果 

确定 

场景 

知识 

共创 

经验知识 

共创 

“有时候图像很模糊，AI 没法判别，我们就让经验丰富的干警勾勒出比较清晰

的图像，再让AI 进行识别和比对特征，一起来完成那些比较棘手的问题。”

（企业B） 

分析知识 

共创 

“通过AI 对玩家行为特征的精细刻画，能有效帮助游戏工程师根据特定的场景

需要优化不同的玩家对战模型。”（企业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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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不确定场景探索式学习的构建机制及证据举例 

类属 
理论 

维度 
一阶构念 案例企业证据示例 

不确

定场

景探

索式

学习

特征 

人的 

认知 

学习 

特征 

不确定场景 

模糊学习 

“以前我们决定广告的投放，很大程度依赖经验判断，其中存在很多的非理性决

策，导致决策依据自己也说不清楚，最后决策效果的影响因素也比较模糊。” 

（企业D） 

难以解析 

即时数据 

“股市时时都在变化，单靠人去做分析，基本都落后于行情，再加上很多不确定

因素会带来数据的巨大变化，投资者很难快速应对。”（企业 C） 

不确定场景

认知偏差 

“非理性是股市比较明显的特征，大家很多时候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赚钱，也不

明白为什么会亏钱，经常会抱着一套东西一直坚持，但可能这套东西的逻辑是

有明显偏误的。”（企业C） 

AI 的 

模拟 

学习 

特征 

不确定场景 

自学习 

“通过构建无监督学习算法，从海量数据中快速归类，模拟现实，计算结果，在

这个过程中算法也在不断升级，以增强适用性。”（企业C） 

快速解析 

即时数据 

“股市是瞬时变化的，但也是有规律的，通过不断导入新的数据，让 AI 快速学习

市场的变化规律，就可以实现对数据的快速解析。”（企业C） 

不确定场景

知识更新 

“广告投放出去后，效果怎么样以前都是未知的，但 AI 通过快速计算及迭代，能

更好地研判需求变化的方向，让我们更了解消费者的特征。”（企业D） 

不确

定场

景探

索式

学习

过程 

场景 

认知 

经验 

模型化 

不确定场景

模型构建 

“我们通过构建神经网络模型，一层一层模仿人的认知构建规则，然后让模型不

断完善。”（企业D） 

不确定场景

模型调试 

“在建立起初始的认知模型后，我们会利用历史数据来进行验证，在验证的过程

中不断迭代，训练调试AI 模型。”（企业C） 

不确定 

场景 

数据 

分析 

模型参数 

优化 

“股票市场会实时产生大量交易数据，这些交易数据导入现有的模型，会不断更

新甚至推翻我们构建的基础模型，通过持续导入实时数据，持续学习来优化模

型参数。”（企业C） 

认知知识 

输出 

“在 AI 学习的基础上，我们再对其结果进行经验解释，进而确定符合股市变化

的匹配方案。随着深度学习算法的发展，我们也在不断用无监督学习的方法更

新模型构建的知识。”（企业 C） 

不确定 

场景 

策略 

模拟 

不确定场景 

知识反馈 

“AI 会在现有广告图片的基础上进行元素的拆分和重组，通过重组，有些之前设

计师认为效果不佳的图却收到奇效，从而拓宽了设计师的思路。”（企业D） 

不确定场景 

策略应用 

“换句话说，AI 分析股市数据的结果会转化为人对股市的认知，因此，投资顾问

可以更好地进行相应决策。”（企业C） 

不确

定场

景探

索式

学习

结果 

不确定 

场景 

知识 

共创 

预测知识 

共创 

“基于AI 的快速投放和验证，让我们可以针对已有的结果快速做出判断和预测，

哪些图片效果不佳需要更换，哪些图片表现良好需要加大投放。”（企业D） 

认知知识 

共创 

“我们对股市的分析主要局限在自身的经验认知范围，但 AI 的学习结果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更新或者校正我们的认知，让我们及时反思和调整。”（企业C） 

 

链接说明 

1、 附 1与本文第 5页最后一段对应，最后一行文字为“本文聚焦于探讨这两类组织学习，对于

确定场景的探索式学习与不确定场景的利用式学习，将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讨论。” 

2、 附 2与本文第 8页最后一段对应，最后一行文字为“提出确定场景利用式学习和不确定场景

探索式学习两类 AI驱动的组织学习方式” 

 

 

注：该附录是期刊所发表论文的组成部分，同样视为作者公开发表的内容。如研究中使用该附录

中的内容，请务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引文和下载附件出处。 

引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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