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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期 · 2024 年 3 月 24 日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24 年年会

“持续发展的中国”

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专题研讨会

（小组讨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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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会，于2024年3月24-2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

行。3月24日下午举行了“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专题研讨会”，其中，

“小组讨论一”环节的发言嘉宾有5位，分别为采埃孚集团董事会主

席、首席执行官柯皓哲，Verimag实验室创始人、2007年图灵奖得主

约瑟夫·希发基思，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麦肯锡公司全球总裁鲍

勃·斯滕菲尔斯和标普全球集团总裁、首席执行官道格拉斯·彼得森。

本场会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顺喜主持。

柯皓哲首先从汽车行业技术公司角度谈了其对人工智能快速发

展的看法。他认为人工智能是一种转型性力量，正在改变着我们的工

作方式，如工程师编码软件的方式、优化产品和流程的方式。他举四

例加以说明。一是电动车发动机温度测量。电动车的发动机是高速旋

转的，旋转快了以后就会有温度升高的问题，很多时候人工无法精确

测量的转速可以改用人工智能进行测量，这对降低电机故障率有很大

帮助。二是使用人工智能算法做自动驾驶。自动驾驶的车需要自己拐

弯和掉头，需要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做决策。现在训练的人工智能系统，

可以验证车做出决定的准确性，从而满足安全行驶方面的要求。三是

现阶段已经可以提供支持人工智能升级所需要的算力。四是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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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管理中已经被广泛使用。

这四个例子充分说明，现在人工智能已经在公司运营中扮演着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柯皓哲就此表示，现在的挑战在于要培训公司员工

使用人工智能，这实际上也是采埃孚努力的方向，让员工不要惧怕人

工智能，能够使用人工智能让人类更加智慧地工作，而不是让人工智

能替代人类。相信人工智能将成为汽车行业发展和运行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政产学研用都要一起努力，找到一种安全的方式，以避免人工

智能带来的风险。

约瑟夫•希发基思指出，当今世界，对人工智能的终极目标存在

两种不同的观点。有些人认为它应该是通用人工智能，旨在构建超越

人类思维能力的，在医疗保健、金融、交通运输和制造业等多个领域

做出有效决策的超级智能代理。另一些人则认为，其终极目标是实现

自主的人工智能，构建具有人类水平的智能机器，能够替代人类在现

有组织中的工作，如自动驾驶汽车、智能工厂、自治的网络等等。但

是目前我们所拥有的，还是一个弱人工智能，是智能助手，它通过与

用户的互动来提供服务。约瑟夫•希发基思相信现在有三种不同的人

工智能使用方式，包括作为助手、作为监视器、作为控制器来。中国

可以利用自身庞大的工业系统，在迈向自主人工智能的道路上取得领

先地位。

人工智能面临两种主要风险，一种是技术风险；另一种是人为风

险，它可以通过监管或者法律的框架来控制。对由于人工智能所带来

的自动化导致的失业问题，也可以通过适当的社会政策来应对。除此

之外，还有两种社会性风险，一种是怎么在选择和性能之间取得平衡。

如果我们不能确保系统是以公正、中立的方式使用可靠信息，则不要

将决策权交给系统；另一种就是性能的提升。我们要考虑其是否与人

类控制的缺失相平衡。

对于怎样建立一个全球性的监管框架，约瑟夫•希发基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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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认识到必须要对人工智能进行监管，但对在实际中如何进行监

管并没有达成一致。欧盟和美国之间，在人工智能监管方面也存在一

定的差异。欧盟拥有更严格和更完善的人工智能监管法律，通过了《人

工智能法案》和《数字服务法案》，采用风险管理的方法，要求人工

智能系统在关键性的应用中具有高度的可靠性。而美国的监管相对较

少有强制性，例如它发布的《人工智能行政命令》，就包括一些建议

和指导性意见。美国的监管者和大型科技公司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们

倡导符合伦理的人工智能原则。但是从技术角度看，它并不是基于非

常严格的技术标准对人工智能系统进行评估。

约瑟夫•希发基思认为，目前联合国倡导的关于人工智能全球监

管框架能够达成一致的机会并不大。美国正在利用其在生成式人工智

能领域的优势，推行一种自我调节、以市场为中心的监管方法。但事

实上，只有通过在自主人工智能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并和相关国家联

手建立安全的人工智能监管制度，才能够推动人工智能监管的大踏步

前进。

郑永年指出，人工智能是个工具，发展与治理必须要同时发展、

同时进步。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主要有美国、欧盟、亚洲其他国家

以及中国四个模式。美国是发展导向模式，缺少规制，生成式、商用

的人工智能发展得很好；欧盟是规制导向的，主要把庞大的市场转化

成为世界性的规则和规制；亚洲的新加坡、越南利用人工智能为经济

发展服务，称为全国开放、有效管理的模式；中国主要是监管导向，

人脸识别、可视化的图像处理、个人信息方面发展得不错。

在发展方面，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各有比较优势，也

是非常互补的，可以互相学习；在治理方面，更需要中美两国在人工

智能治理领域进行合作。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都有不错的基础，合作

的领域和可做的事情很多，合作将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鲍勃·斯腾菲尔斯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讲了四点看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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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巨大的潜力可以挖掘。麦肯锡通过研究人工智能科技的63个主

要领域，未来规模能够达到2.6万亿-3.4万亿美元，制造、市场营销、

软件工程、研发等四个领域将占到总规模的70%左右。第二，规模化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人工智能科技能够加速变革，需要我们提升自身

技能。第三，对于企业而言，必须要重新改变组织结构的模式，包括

改变评估人才的标准、缩短战略实施时间和人才储备时间，以及专注

于客户和发展自己的技术人才等。第四，要平衡机遇和风险，尤其是

全面评估风险，创建风险管理框架。在此基础上，为更好地应用人工

智能，鲍勃·斯腾菲尔斯提出四个问题：一是你的企业是否已将人工

智能融入发展路线图？二是是否已有相应的人才战略与发展战略相

匹配？三是是否采取了过于激进的措施？四是是否把风险和机会放

到同样的水平来思考？

道格拉斯·彼得森围绕标准普尔关于人工智能的落地执行，讲了

五个主要元素。一是愿景。作为一家数据公司，人工智能将使标准普

尔能够更加专注于决策和分析的层面，关注问题的核心，做核心的决

策。二是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取决于数据，标准普尔清洁数据、组

织数据，从而可以让大模型去使用数据。三是人才。要保证我们的人

也去学习，有机会了解人工智能，保证人类发展的方式是一样的。四

是治理（组织结构）。标准普尔建立相应的AI架构，制定定期探讨制

度，围绕人工智能来发展。五是安全性和质量。必须把控人工智能生

产信息的质量，杜绝发布错误信息。

在此基础上，道格拉斯·彼得森还强调了人的重要性以及人工智

能的治理。以标准普尔为代表的国际公司，既要有人工智能的全球性

标准，还要通过合作，建立人工智能的治理架构，适应人工智能时代

提出的新要求。

（中国发展出版社 撰稿：刘长杰、雒仁生、徐静；审稿：杨良敏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审校：丁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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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

的国家级论坛。论坛秉承“与世界对话，谋共同发展”的宗旨，着眼于对外释放

我国对外开放信号，自 2000 年创办以来，已发展成为服务中央决策和国家对外

经济交往、促进中外企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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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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