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 03
2025年3月28日星期五 责编/元惠卿 美编/何子利

扫
码
看
专
题

如何让治理
跟上技术步伐？

从“AI儿科医生”参与病情会诊，到“AI数智员工”辅助提供公共服务，再到人形机器人
进厂上班……全球人工智能技术进入爆发式发展阶段，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入千家万
户、改变千行百业。当AI重塑我们熟悉的世界，随之而来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应对？应用与
治理如何平衡推进？正在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年会上，国内外技术前沿领域专家、
学者和企业代表就相关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当下，人工智能加速

赋能千行百业，进入教育、

医疗、政务、金融等场景。

越来越多人感受到AI带来的

便利。从无人驾驶、机器人到

脑机接口，大众对AI应用产生

更多期待。

毕马威中国首席技术官及创新

主管合伙人刘建刚表示，人工智能

已经不是一个未来概念，对很多企

业而言，利用人工智能加速决策、创

新产品、优化运营，已不是选择题，

而是必答题。

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完成备案

并上线提供服务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

模型接近200个，注册用户超6亿；工

业机器人装机量占全球过半。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持续推进

“人工智能+”行动。国务院研究室副主

任陈昌盛表示，今年将开展新技术新产

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在确保

安全前提下，加快人工智能在低空经

济、教育培训、医疗健康等多场景应

用。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自

学表示，当前人工智能通用型应用加速

普及，但在行业领域还存在不好用、不易

用、不会用等问题。应在通用基础大模

型上，结合不同行业应用场景需求，加

强专属领域定制与深度训练，让大模型

成为懂行业的“能工巧匠”，促进人工智

能与产业真正结合。

有观点认为，未来可能出现自然

人、机器人、数字人并存交互的社会

形态。《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前景

及一体化进程2025年度报告》指

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

用，部分行业就业受到严重影响。

“替代部分工作岗位是技术变

革中的必然过程，有些岗位受影

响，也会有新岗位出现。”vivo

高级副总裁、首席技术官施玉

坚说，每个人都要通过学习

不断提升综合素质，适应AI

带来的变化。

多位与会嘉宾表示，

除了加强人工智能知识技

能教育培训，还应考虑

制定新的社会保障政

策，加强对受冲击劳

动者群体的兜底保

障。

在博鳌亚洲论坛多场人工智能相关

活动上，与会嘉宾普遍认为，随着AI能

力越来越强，AI不可控、被滥用等风险会

越来越高，在推广应用中要加固“安全护

栏”。

社交平台上，不少人吐槽AI一本正经地

胡说八道。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朱旭峰

表示，这是AI幻觉，指大模型有时混淆事实和

虚构，在看似是事实的句子中插入错误细节。AI

胡编乱造可能产生误导，甚至会引发严重后果，特

别是在医疗、金融、法律等对信息真实性和准确性

要求极高的领域。

“技术暂时不成熟，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朱旭峰

说，要加大对技术的开发和使用，推动AI幻觉等问题随

技术不断进步逐步解决。

AI应用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数据，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备受公众关注。多位与会嘉宾表示，现实中，具体应用场景下

哪些数据必须收集，敏感信息数据如何避免泄露等，需要进一步

明晰相关制度规则。

施玉坚认为，随着AI技术的普及，企业对数据的依赖程度

日益加深，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安全措

施，就可能造成数据泄露的风险。“数据

要进行脱敏或加密处理，增强传输和存储

过程中的安全性。”

AI技术的滥用误用是显著风险之一。有

统计显示，2024年全球发生的AI风险事件，

超过30%与利用AI进行深度伪造相关。深度

伪造名人形象、声音进行虚假宣传甚至诈骗不

时见诸报端。

多位嘉宾表示，AI深度伪造现象层出不穷，

主要在于造假成本低，追查、执法成本大，应针对

AI误用滥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惩罚力度。

伴随AI产生的伦理道德争议也不容忽视。中国科

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联合国人工智能高层顾问机构

专家曾毅认为，伦理安全应作为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展的“基

因”，如何在追求技术进步的同时坚守道德底线，是需要共同

面对的重要课题。

“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安全不是互相掣肘的关系。”曾毅说，最

新研究表明，可以在几乎不影响人工智能大模型求解能力的同

时，通过科学的方式提升其安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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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治理跟上AI技术步伐？

与会嘉宾表示，AI治理是一个全球性

的复杂问题，需要达成世界共识，推

动各领域相互协作。目前，主要经济体

都在加速相关立法进程。

在AI治理中，中国坚持统筹发展

和安全，有关部门已发布多项AI治理

指导文件。其中，前不久发布的《人工

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重点解决

“哪些是生成的”“谁生成的”“从哪里生

成的”等问题，推动由生成到传播各环

节的全流程安全管理。

在芬兰前总理埃斯科·阿霍看来，

政策制定者、企业家、科学家等利益相

关方应聚在一起，建立共识，通过制定

标准来应对AI带来的治理挑战。

“AI医生”看病出了问题算谁的责

任？当人工智能系统产生不良后果，如

何确定责任归属也需进一步厘清。“多

位嘉宾都提到一个观点，不要让人工智

能完全代替人的决策，这是人工智能

应用时必须注意的问题。”曾毅说。

高质量数据是AI应用大规模落

地的重要支撑，构建一个完善而成熟

的数据市场也十分重要。以色列民

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特希拉·施瓦

茨·阿尔特舒勒认为，应根据实际

情况，建立符合自身需要的数据监

管方案与路径。

与会嘉宾表示，AI时代到

来，要坚持应用与治理平衡、

创新与监管并重、全球化与本

土化协同，防止数字鸿沟变

成智能鸿沟，让AI真正成为

推动社会进步的普惠力量。

（新华社海南博鳌
3月27日电“新华视
点”记者宋佳、王存
福、刘开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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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月月2727日日，，博鳌亚洲论坛博鳌亚洲论坛20252025
年年会上年年会上，，媒体记者和机器人互动媒体记者和机器人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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