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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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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发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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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发言二”环节的发言嘉宾为北京智源研究院创始人、创始

理事长张宏江。本场会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顺喜主持。

今天大热的多模态大模型，未来发展会是什么样?张宏江认为，

其未来发展方向一定不光是做视频生成、视频剪辑、拍电影或是生成

电视剧。从技术角度观察，我们可以用它来做机器的大脑、识别外围

的世界、武装未来的自动驾驶，从而使我们今天的信息系统、模型系

统变成未来的行动系统。

在张宏江看来，行动系统，尤其是多模态大模型最让人振奋的是

它可以给机器人一个大脑。比如，给机器人指令从桌上的一堆玩具中

抓出一个已经灭绝的动物，它能够经过推理和识别过程，从所认识的

老虎、狮子、鸟等若干种动物中，成功地抓出已经灭绝的动物恐龙。

这是过去的机器人不能做到的。过去你告诉机器人抓什么东西它能抓

得到，但是给它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无法完成的。同样，告诉现在

的机器人说渴了，机器人就会从一堆物体中抓出一个有水的瓶子。这

两个演示都说明，机器人有了多模态大模型之后，它们不再是之前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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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地听你给它的指令，而是能够思考你指令中的含义，这是我们看到

未来自主机器人的雏形。多模态大模型今天已经能够让我们如此震撼。

这背后的一切，实际上是过去70年人工智能持续发展的结果。人

工智能经过了三次发展浪潮。在第三次浪潮里又经过过去10年深度学

习的浪潮。大模型的出现正好是2020年第三次浪潮处于低谷时，而

ChatGPT3.0的出现是一个转折点，它带来了Sora和一系列中国的大模

型。在过去十几个月内，我们看到从语言模型、多模态模型到视觉模

型，再到未来大模型的快速发展，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一个很重要

的因素就是我们今天做人工智能不再是把它当作一个算法，而是把它

当作一个系统来做。今天的模型不光是规模大，而且具备通用性。这

背后的驱动力是“规模增长定律”。正是这种规模效应，使它能够解

决一个又一个过去我们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语言模型，当它只有几

十亿数据时，只能解决原来自然语言处理中的一些问题，但当它超过

5千亿数据时，基本上自然语言中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这就是规

模的能力。

大模型背后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张宏江认为是一个新的操作系

统。传统的PC时代，是经过CPU的计算产生输出；今天大模型计算的

核心已经不再是CPU，而是GPU，因此说它是一个新的操作系统。今天

所有互联网平台公司都在努力地做大模型，其根本的一点是，如果没

有大模型，未来他们就不再是一家平台公司。观察过去几年的发展过

程，尤其是过去18个月的发展，我们可以总结出新的摩尔定律，即模

型的能力每一到两年提升一代，训练的成本每18个月变成之前的1/4，

模型的推理成本每4个月会变成前面的1/10。这个新摩尔定律将带来

大模型的快速普及、快速发展和快速应用。另一个推动力，就是英伟

达的股票在过去12个月的突飞猛涨，该公司已经成为世界前三名最有

价值的公司。整个大模型产业链现在都在快速地发展、快速地成长起

来。大模型会赋能我们的软件工具，赋能我们的生活，赋能我们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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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当然，未来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产生一些风险，这个风险甚至

可能导致人类灭绝。杰弗里•辛顿从去年3月份开始，非常深刻地回顾

了过去人工智能和神经网络的发展，其结论是，数字计算本身的效率

事实上已经超过了生物计算的效率，因为数字系统可以彼此互相学习，

可以把之前积累的东西传到下一个系统里去。这意味着，通用人工智

能很快就会在各个方面超越人类智能。

以前人类的学习能力基本上是一条平缓的直线，但是机器的学习

能力却是一条指数曲线。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两条线相交之后，人

类的学习能力已经赶不上机器的学习能力了。也就是说，机器消灭的

工作，依然由新的机器所替代，而不是由人替代。那么，人的工作是

不是会彻底消失？大部分的人会不会彻底失业？事实上，失业还不是

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当系统本身如果能够有能力重新自我改善，

那它所带来的问题，对人类来说就是会产生一些深层次风险。如果想

避免人工智能或将导致全球性的灾难后果，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必

须采取果断行动，而且必须加强国际合作，无论是技术上、立法上，

还是治理方面。

张宏江说，今天我们看到人工智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

大模型为代表的阶段，代表了第四次技术革命（前面的三次是农业革

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将带来大量的效率提高，为我们的生活

提供非常多的方便，会创造巨大的价值和一个又一个新的产业。但与

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人工智能可能导致的全球性的灾难性后果，这

种后果可能是人类灭绝性的危险。为了避免这样的危险发生，我们需

要划出一些红线，改进治理机制；同时还要研发更多的安全性技术，

控制人工智能不去跨越这些红线。要想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一条就

是我们要坚持和加强国际科学界和政策界在安全方面的合作，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避免这场灾难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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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出版社 撰稿：刘长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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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