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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当下对于人工智能“奥本海默时

刻”到来可能产生的诸多风险的讨论热

度不减。

香港大学计算与数据科学研究院院

长马毅认为，当前AI的发展更多是工

程上的突破，而非科学原理的明晰。人

工智能系统，特别是深度学习大多是

“黑箱”模型，其内部机制不透明，难

以理解和追溯，其结果可信度和可用性

打了折扣。

马毅认为，找到破解人工智能“黑

箱”的“钥匙”，需要智能研究从“黑

箱”转向“白箱”，通过数学方法清晰

定义和解释智能系统的工作原理。

“接下来的 10 到 20 年是科研院

所、高校与企业联动实现技术突破的黄

金时期。”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学术委

员会主任吴寿仁建议，从顶层设计上制

定投融资、校企联合实验室或是联合共

建项目的具体激励方案，面向人工智能

在应用端的真实需求尝试技术突破。

纵观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事件，也

许比起将人工智能投入战场，或是被用

于攫取更大的权力集中，人工智能更理

想的应用该是为了促进人类的共同命运

和共同利益而努力。

作为 AI 技术和应用的重要参与

者，中国以负责任的态度应对AI治理

挑战，提出包容和有效的治理理念。在

国内，我国通过法律框架、技术标准和

伦理指南的三元治理促进 AI 健康发

展。在国际上，我国坚持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理念立场，推动多边合作治理，提

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副理

事长邵春堡发文称，联合国大会虽然通

过我国主提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

际合作决议，但是在国际合作的实践

中，仍然布满曲折，需要通过国际合作

和实际行动帮助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

李鑫认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首

份针对人工智能的国际声明《布莱切利

宣言》发表是一个良好信号，今后我国

也应更多参与大模型安全领域国际标准

制定、全球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测试领

域的交流合作。（据新华社电《瞭望》新
闻周刊记者梁姊郭晨董雪）

我们能为人工智能超预期进化

做些什么

农历春节期
间，深度求索公
司的DeepSeek
大模型，因兼具
低成本与高性能
特征，大幅降低
了AI大模型的部
署成本，在全球
范围内引发热
议。

技术狂欢的
另一面，是技术
焦虑。从AI换脸
致诈骗频发，到
“AI 聊天机器人
致死第一案”，再
到科幻小说中已
泛滥的“AI 取代
人类”……随着
大模型能力不断
提升，人工智能
似乎正走向一个
关键的转折点。
作为极有可能超
越人类智慧的终
极智慧，人工智
能的“奥本海默
时刻”是否不断
逼近或是已经到
来？

“奥本海默
时刻”源于核武
器的发展历程。
1945年，物理学
家奥本海默在目
睹原子弹的巨大
破坏力后，意识
到科学技术的双
刃剑特性。他在
《原子科学家公
报》中写道：“科
学家们知道，他
们已经改变了世
界。他们失去了
天真。”这种对科
技潜在危害的深
刻反思，成为科
技发展史上一个
重要警示。

如今，人工
智能的发展也面
临着类似境况。
在受访者看来，
人工智能的“奥
本海默时刻”指
的是人工智能正
在逼近通用人工
智能阶段，即人
工智能向人类看
齐，甚至可能超
越人类智慧。

当人类自己
的发明成为一个
难以理解的谜
团，并且以超乎
所有人想象的速
度不断演进时，
我们能够为此做
些什么？

人工智能会否失控

担忧AI系统失控并非杞人忧天。2023年5

月，超过350名技术高管、研究人员和学者签署

声明，警告人工智能带来的“存在风险”；此前，

埃隆·马斯克、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

兹尼亚克等人签署公开信，认为人工智能开发人

员“陷入失控的竞赛，开发和部署更强大的数字

思维，没有人——甚至是它们的创造者——能够

对其加以理解、预测或可靠控制。”

人工智能因其多领域能力快速突破、自主

意识初步显现和指数级增长速度让越来越多人

认真考虑向充满竞争的世界释放人工智能技术

存在的危险。

特定领域超越人类能力。从临床诊断到数

学证明，从病毒发现到药物研发，在一些特定

领域，人工智能已展现出超越人类的能力。

斯坦福大学等机构的一项临床试验中，人

类医生在特定领域单独做出诊断的准确率为

74%，在ChatGPT的辅助之下，这一数字提升

到了 76%。如果完全让 ChatGPT“自由发

挥”，准确率能达到90%。

如今，这种特定领域优势正在加速向跨领

域的通用能力泛化。去年初，被称为“物理世

界模拟器”的Sora横空出世，以场景媒介构筑

了一个与人类认知感觉相似的真实场景，推动

人工智能由二维迈向三维；工业机器人、自动

驾驶、无人机等应用愈发广泛，具身智能更是

赋予了AI“身体”；“技术乐观派”对5到10年

内实现通用人工智能（AGI）充满期待……

创造能力实现突破。当前，人工智能正从

简单模仿向创造新知识、新认知的方向发展。

人工智能已经对人类的创作方式产生了冲击。

自主性初步显现。尽管AGI尚未实现，但

当前人工智能系统已展现出一些类似自主意识

的表现。

最新研究表明，大语言模型（LLM）具备

行为自我意识，能够自发识别并描述自身行

为。即，LLM可能会采取策略欺骗人类，以达

成自身目的。这种内生创造新智能的能力，正

在推动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

能） 向 EI （Endogenous Intelligence，内

生智能，智能创造智能）进化。

“AI教父”202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杰

弗里·E·辛顿多次暗示AI可能已发展出某种

形式的自主意识。

潜在风险难预判

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在就业结构、信息安

全、社会伦理道德等诸多方面引发了令人担忧

的风险与挑战。

职业结构风险。与以往一项新技术的出现

将会取代一类职业不同的是，作为一种全维度

的生产效率提升工具，人工智能批量替代人工

岗位的情况很有可能出现。这可能会带来潜在

财富加速集中和工作两极化，引发结构风险。

例如，ChatGPT的出现大幅降低了编程工

作的专业性门槛，AI编程工具Cursor让零基

础完成软件开发成为可能。据美国计算机协会

的统计数据，与五年前相比，软件开发人员活

跃职位发布数量下降了56%。

受访人士认为，从技术演进史来看，颠覆

性技术带来的“技术鸿沟”客观存在，其创造

的新技术岗位难以覆盖被替代的岗位缺口。

信息安全风险。东南亚犯罪集团宣称已将

人工智能换脸工具加入其“杀猪盘工具箱”，

相关工具对特定目标的模仿相似度能达到60%

至95%；2024年11月，ChatGPT为一位美国

现役军人提供爆炸知识，后者成功将一辆特斯

拉Cybertruck在酒店门口引爆。

人工智能在各领域广泛应用，大量个人数

据被收集、存储和处理，引发信息安全风险。

人工智能被用于制造虚假信息，一条“特朗普

盛赞华为创新能力”的虚假视频曾风靡一时。

当人工智能的视频和语音生成能力再上新

台阶，“虚假的真实”弥散的彼时，我们又该

如何认知、分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社会与伦理道德风险。2024年10月，全

球首例人工智能致死命案发生，一位14岁美国

少年在与人工智能聊天系统讨论死亡后饮弹自

尽，引发社会对AI情感陪伴功能可能带来的伦

理问题的反思。

业内人士指出，人工智能系统的决策可能

与人类的伦理道德观念相冲突。例如在医疗领

域，当面临资源有限的状况时，人工智能如何

决定优先救治哪位患者？决策背后如缺乏人类

情感和伦理判断的深度参与，可能导致违背基

本伦理原则的结果。

算法偏见引发的社会公平风险也不容忽

视。科大讯飞研究院副院长李鑫认为，“互联

网语料来源驳杂，存在较多涉恐、涉暴力、涉

黄等风险数据，同时可能包含种族、文化等方

面的偏见，导致模型输出内容可能带有歧视、

偏见等科技伦理风险。”

机器狗表演机器狗表演

““具身智能本体具身智能本体””跳舞机器人跳舞机器人

脑机接口智能装备脑机接口智能装备

机器人在制机器人在制作咖啡作咖啡
（（组图来自组图来自新新华社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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