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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期 ·2025年 3月 24日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5 年年会 

“全面释放发展动能 共促全球经济稳定增长” 

 

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专题研讨会 

（主题发言）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

展高层论坛2025年年会，于2025年3月23-24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

行。3月24日下午举行了“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专题研讨会”，其

中，“主题发言”环节的发言嘉宾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

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和剑桥大学特聘研究员尤瓦尔·诺亚·赫拉

利。本场会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部长马名杰主持。 

在主题发言中，刘烈宏表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

飞猛进，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

进人类文明进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人工智能视

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推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并从各个层面予以支持和帮助。顺应

智能化浪潮，以高质量数据供给赋能千行百业，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 

刘烈宏谈到，近期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出现新的进展，大模型不断

迭代更新，新的智能体也不断出现，再次引发全球的广泛关注。在这

些成绩背后是算法、算力、数据的协同创新，以及智能调度技术的突

破，实现了算力资源的高效协同与高质量数据的有效生成和注入。相

应地，中国政府一直高度重视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第一个把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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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产要素的国家。数据市场也正在发生积极变化。人工智能正在

推动数据要素发生价值革命，重构数据要素化的全链条、全生态，相

互产生倍增效应。 

围绕上述问题，刘烈宏分享了四点体会与思考。一是算法、算力、

数据的持续演进升级是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创新三角”。算法、算

力、数据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基本要素，三者既相互独立又深度协同，

共同按照规模定律推动人工智能的迭代发展，以非对称的节奏交替突

破，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螺旋式上升。二是可持续高质量的数据供给是

人工智能发展的不竭动力。高质量数据作为人工智能应用的底座，在

数据与智能驱动的新范式变革加速演进中愈发凸显基础性和战略性。

三是行业应用和典型场景的落地是推动人工智能进化、普及化的关键

一环。我国正在并且将持续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增长空间，

也将加快推动数据要素和人工智能的产业赋能、终端应用和场景培育，

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动能。

四是安全治理和技术创新的协同发展是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

两个方面。中国政府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人工

智能怎样发展与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

智慧。面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国际社会应携起手来倡导智

能向善，深化创新合作，强化包容普惠，共同引导人工智能朝着更加

有序、普惠的方向发展，造福全人类。 

刘烈宏进一步表示，国家数据局将2025年明确为数据工作的“改

革攻坚年”，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充分调动社会

各方力量积极推动高质量数据集的建设，持续增加数据供给，推动

“人工智能+”行动，打造包容开放的创新环境，重点做好以下四方

面的工作。 

一是持续推进基础制度供给。统筹开展数据领域规划编制工作，

加快形成数据领域的规划体系，制定印发数据产权制度和培育全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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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数据市场的文件，加快推进数据基础制度的建设，组织开展数字

中国、数字经济、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的建设，因地制宜开展先行先

试，为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积累实践经验，健全完善数据治理、数据安

全等制度，更好保障人工智能安全发展。二是持续推进高质量数据供

给。深化公共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1+3”政策体系，强化公共数据

资源的登记管理，规范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的实施和建立授权运营

价格形成的机制，积极引导做好高质量数据的建设工作，为人工智能

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三是持续推进数据基础设

施建设。系统地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的建设，创新算力、电力协同

机制，推动算力设施一体化、集约化、绿色化发展；加快国家数据基

础设施建设，构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的主体架构，推动区域、行业数

据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推进数场、可信数据空间等在数据流通利用

基础设施中的应用，为数据流通利用打造安全可信的基础设施。四是

持续推进数据领域的国际合作深化。推进数据领域高水平开放，加强

与重点国家和地区的多边和双边合作，为中外数字企业发展创造良好

的环境，为世界各国提供数字化转型好的方案和经验。同时，为在华

企业提供高质量服务，共享数据发展红利和发展机遇。 

围绕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尤瓦尔·诺亚·赫拉利主要讲了三个问

题：什么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危险是什么？人类在人工智能时代

该如何繁荣发展？ 

赫拉利指出，人工智能意味着一种主体性、主动性。人工智能并

不是我们手里的工具，而是一个智能体，有能力自己学习、自己改变、

自己做决定，而且还会生出新的想法并作出决策，甚至做出很多超出

我们想象的事情。 

关于人工智能的危险是什么，他说，首先人工智能是一个异质性

的智能体，是不可信也不可预测的。我们在发展人工智能中的一个核

心问题就是信任的悖论。人类自身要实现相互信任就很不容易，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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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或者应该相信人工智能吗？他经常对人工智能领域专家问两

个问题。一是人工智能有那么多风险，为什么还走得这么快、发展得

这么快？得到比较多的回答是：这么快确实有危险，最好能够很小心

谨慎地往前走，做好安全保障；但是如果放慢速度，竞争者却不放慢

速度，就可能会赢得人工智能的比赛，所以我们必须发展得越快越好。

二是可以去相信一个超智能的人工智能吗？面对这个问题，同样的人

却会说不能相信人类竞争者，但可以相信超级智能人工智能。这是一

个悖论。他表示，人与人打交道的历史有几千年，我们对人类的心理

和生理都很了解，也找到许多方式来建立信任。与此形成对比的是，

我们与人工智能打交道的经验还不够多，且人工智能正在不断地升级

发展，存在很多的不可预测性。完全信任自己开发的人工智能，相当

于一场赌博。 

在讲述人类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繁荣发展的问题时，他表示，最

重要的就是人类之间建立更多的信任，一起控制好人工智能；反之，

如果人类之间互相斗争，那么人工智能可能会控制人类。当前，全世

界人类之间的信任还存在问题，国际机制的基本范式和规则也面临挑

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简而言之，如果不合作，我们是不可能生存

的，更不要说繁荣发展。对一个人如此，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最后，他指出，几千年以来，中国为世界贡献了很多智慧和方案，

也从外部接受了很多东西，建立了信任机制，从而实现长期而稳定的

发展。世界发展的历史也教育我们，信任比很多东西都更重要，当前

尤其如此。要想在人工智能时代生存和繁荣发展，人类需要彼此信任

——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尤其比信任人工智能更重要。 

（中国发展出版社 撰稿：雒仁生；审稿：杨良敏；审核人：）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审校：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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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

自 2000 年首次举办以来，论坛坚持“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的宗旨，形成

了专业化、高层次的鲜明特色，已成为中国政府高层、全球商界领袖、国际组织

和中外学者之间重要的交流对话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