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上最聰明的那群人都在為人工智能工作，每個國家的政
府在施政綱領中都會提到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所有的資源
現在都向人工智能傾斜。在這樣的背景下必然會達到一個奇
點，且它到來的速度會遠遠早於原先的預期。預計 「奇點」
將在5年之後到來。

•生成式AI可以生成文字、圖像、視頻，生成代碼、藥物、數學
公式以及物理方程式，會帶來巨大的技術和範式的改變。未
來15年內，將有更多領域通過圖靈測試，進入信息、物理、
生物世界數字化的新時代。

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講席教授、
清華大學智能產業研究院（AIR）院長張亞勤

激進派

•AI算力最終面臨的阻礙就是有沒有足夠的能源支撐其發展。人
類只有把可再生能源的大規模應用的經濟性和環境問題都解
決，人類的發展格局才能徹底改變。

遠大科技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張躍

謹慎派

韓國國立首爾大學電子與計算機工程系教授Kyoung Mu Lee

科技革命的奇點
何時到來？

問題2

料5年後迎 「奇點」

數字化新時代

受制能源供應

專家
論壇

大公報記者
黃寶儀、胡若璋、
何玫博鰲報道

記者使用智能錄音機裏的AI模型整理筆記，使用辦公軟件的AI
功能協助搜索、尋找問題答案，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與會

嘉賓互發數字人名片，通過智能翻譯機進行跨語種的對話，交流
更加直接……在3月26至29日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2024年年

會上，AI無處不在，人工智能儼然成為高頻熱詞。
從ChatGPT到Sora，從大語言模型到多模

態模型，人工智能（AI）技術
飛速發展，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應用，讓很多曾經只能在影視或
者夢境中出現的場景直接變成了現實。AI如何為產業賦能，
究竟是人類的助手還是對手？作為新興產業又應如何監管？
與會的政界、學界和企業界人士熱議不斷。雖然對於AI的發
展水平、技術路線和風險治理的觀點有所不同，但大家都達
成了一個共識：人工智能與各行各業深度融合的 「人工
智能＋」 ，蘊含着重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
機遇。

責任編輯：牛禾青 美術編輯：劉子康

AI崛起：是人類助手還是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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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世界面臨生態環境、人口老齡化等問題，突破性的技術
將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人工智能技術將有助於解決現有養
老模式商業服務不足的問題，更好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

問題1
人工智能
可以做什麼？

博鰲亞洲論壇諮委、芬蘭前總理阿霍

•人工智能和計算機的發展，使我們對外太空的探索更加有
力。人工智能或許可以幫助人類尋找到下一個 「地球」 。未
來人類甚至可能改造外星環境，居住在更廣闊的空間裏。

澳門科技大學協理副校長、
澳門空間技術與應用研究院院長張可可

積極派

•生成式AI不僅將改變每個人的工作、學習和生活方式，還將對
各個行業產生深遠影響。以通信行業為例，生成式人工智能
能夠改善網絡部署、降低能耗和優化電池環境。

高通公司中國區董事長孟樸

實幹派

•人工智能是非常典型的全球供應鏈行業。在遵循同樣的人工
智能全球治理框架的前提下，通過和不同國家的合作發展，
利用好人工智能，可以使全球客戶獲益。

vivo首席安全官魯京輝

•通過AI+的模型，減少貧窮、教育、健康、氣候變化等問題，
積極應對人員、生物多樣性。

中國外交部參贊董志華

拓養老新模式

助尋下一個 「地球」

優化網絡布局

鏈接全球合作

AI+潛力無限

•AI是一個新的 「物種」 ，AI的終極目的不是為了讓人類生活更
美好而存在。未來這也將成為人類的終極挑戰。

•AI不是萬靈藥。AI使得一些職業逐漸被取代，甚至可能導致人
類工資變為零。AI還可能被用於製作虛假信息和虛假新聞。

惡意AI防不勝防

《人工智能：現代方法》作者、加州大學柏克萊
分校計算機科學系教授斯圖爾特．羅素

悲觀派

•應用為王，以人為本。未來強大的不是AI，而是掌握了AI的新
人類。AI並不會替代人類的工作崗位，而是讓崗位結構發生變
化，為此政府和各行各業需要有更充分的準備。

猿輔導集團副總裁、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長程群

樂天派

小i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袁輝

如何看待AI風險？問題3

新 「物種」新挑戰

人類牢握主導權

•今天的AI違反了整個文明發展的技術思路，我們並不理解這些
系統如何運作，不了解它的原理，沒辦法設計工具，只是讓
它增長。

問題4
全球治理難點
在哪裏？

《人工智能：現代方法》作者、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計
算機科學系教授斯圖爾特．羅素

技術領域

•提供人工智能相關產品和服務時，必須要確保質量，同時必
須要保護消費者的隱私。

vivo首席安全官魯京輝

迷一般的運作

涉海量個人訊息

•現在的人工智能是看似智能的信息處理系統，但它不具備真
正的理解能力。

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研究員、聯合國人工智能高層
顧問機構專家曾毅

理解能力有限

樂天派

•拒絕相信人類會毀滅，認為人總會生存、總會繁榮，而人工
智能只是我們使用的工具，讓我們走向另一個繁榮。

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唐睿思

AI只是工具

中間派

•不太相信我們自己創造人工智能把我們完全替代，更擔心的
是一部分掌握人工智能的人會佔其他人的便宜，還是要把所
有的技術大量地、快速地普及出去。

高通公司中國區董事長孟樸

防範AI操控者

問題6
AI會不會全面代替
人類？

•我們要將AI系統學習，並且像人類一樣產生產品。這樣它的內
部運行機理才會是我們所理解的，而不是我們所擔憂的被全
部替代。

《人工智能：現代方法》作者、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計
算機科學系教授斯圖爾特．羅素

知己就可知彼

能 源

•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需要海量數據與計算的人工智能等技
術，突破性發展的最終阻礙是能源。

遠大科技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張躍

數據算力有限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商業模式會很受挑戰，一是功耗非常大，
聯網的成本也會增加，比原來傳統互聯網時代搜索所帶來的
成本要高很多。

高通公司中國區董事長孟樸

成本功耗增加

問題5
制約發展因素
是什麼？

人 性

•今天人類想用技術控制人工智能，我認為已經不可能了。要
想最終能夠拿住人工智能、控制人工智能，一定是用非人工
智能的方式。

小i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袁輝

突破思維模式

•人類曾經發明過一系列危險的事物，原子彈便是其中一個例
子。無論人工智能的破壞性有多大，都應承認它的確是科技
的進步。但現在很多人並不理解技術的各個方面，特別是技
術人性的一面，以及人工智能人性的一面。

博鰲亞洲論壇諮委、芬蘭前總理阿霍

本性仍未摸清

•我們更需要有可行的、成功的和可盈利的行業，而不是說監管到它
們消失。希望能夠有持續的國際對話，探討如何推進、細化，以一
種恰當的全球協調方式推動立法。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秘書長科爾曼

全球協調立法

框架派

監管需要做什麼？問題7

•關注生態體系，關注安全，尊重國際法律，關鍵是如何能夠把這些
道德規範變成統一的監管框架。

中國外交部參贊董志華

統一監管框架

•要監管產品，AI所產出所有的產品都要有水印，這個產出必須要寫着
「由AI產出」 ，這樣的規則可以管控到人工智能所帶來的風險。

韓國國立首爾大學電子與計算機工程系教授Kyoung Mu Lee

標明產出來源

細節派

人工智能＋ 向新發展

資料來源：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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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新藥研發

華為雲盤古藥物分子大模型
可實現針對小分子藥物全流
程的人工智能輔助藥物設
計，讓先導藥的研發周期從
數年縮短至數月，研發成本
降低70%。

AI+金融服務

工商銀行在國內同業率先實
現百億級基礎大模型在知識
運營助手、金融市場投研助
手等多個場景應用；北京銀
行發布了AIB平台，打造運
營助手、客服助手等7個問
答機器人，同時推出 「北銀
投顧GPT」。

AI+汽車製造

3月28日晚，小米汽車正式
發布其首款產品小米SU7。
在造型設計、電池、智能駕
駛、智能座艙、語音交互、
車身結構等關鍵領域實現了
多項技術創新。

AI+藝術創作

原創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創
作的水墨動畫短片《龍門
（Dragon Gate）》獲得巴
西Tiete（ 「鐵特」音譯）
國際電影獎實驗短片單元最
佳影片獎。

◀在2023世界
VR產業暨元宇宙
博覽會上，觀眾戴
上VR眼鏡體驗項
目。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