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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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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讨论二”环节的发言嘉宾有5位，分别为清华大学苏世民书

院院长薛澜，福特斯克金属集团执行董事长安德鲁·福瑞斯特，清华

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亚勤，普华永道全球主

席罗浩智，香港大学教授、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李成，美国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中国商务经济项目主任甘思德。本场

会议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顺喜主持。

关于人工智能的风险防范和治理，薛澜提出五方面挑战。第一是

步调不一致问题。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非常快，但治理体系的变化相对

缓慢，因为每个法律法规的出台都要经过一系列论证、多方考虑。第

二是信息不对称问题。调研发现，政府作为治理主体，企业作为被规

制主体，双方都存在盲区。首先，企业不知道政府治理最关心的问题；

反过来，政府对于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也不清楚，双方信息不对称，

有时候存在“共同无知”情况。第三是风险规制过程中的成本不对称

问题。滥用或误用人工智能的技术成本相当低，但防范人工智能技术

风险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它有可能造成的危害，所以治理的成本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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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问题。全球治理往往与机制复合体相联系，任

何一个国家、国际组织或企业都无法独立解决这个问题，人工智能就

是典型例子。可能存在专业组织、国际组织、企业等多个组织都与某

一领域利益相关，且具备一定条件和能力，都希望参与治理。这些组

织之间可能没有从属关系，相互之间或有重叠，甚至是矛盾，这使得

全球治理体系的形成有很大困难。第五是地缘政治问题。目前，中美

在科技领域竞争激烈，存在技术打压问题，而这种地缘政治会带来相

应问题。因此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也一定要有中美合作。

对于如何解决，薛澜提到，一是加强安全领域的技术研发，尤其

要加强国际合作；二是倡导敏捷治理；三是鼓励企业内部自我规制；

四是加强全球治理；五是打破“小院高墙”，加强中美双方在人工智

能领域的合作。

安德鲁·福瑞斯特表示，人工智能问题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

可以说是人类的伟大发明之一，但也是具有危险性的创新。无论是从

中国、美国的角度，还是从世界的角度看，必须要对人工智能进行监

管，人类必须具备控制它的能力。人工智能本质上来源于所有人在网

络上分享的思想，它以极快的速度自我完善。如果不加监管，人类的

智力水平将会被快速改善迭代的超智慧物种超过，这是全世界共同面

临的巨大危险。如果在人工智能的应用中，一旦出现错误，我们需要

有方法能够达成共识，让人类来接管，避免产生毁灭性影响。

张亚勤简要总结了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发展趋势，一是多模态、多

尺度、跨模态的新智能；二是未来五年要在整个架构上有大的突破，

追随尺度定律（Scaling Law），但未必是transformer模型结构；三

是智能逐渐向“人工智能手机”“人工智能PC”边缘侧延伸；四是可

以实现定义任务、规划路径、自我升级、自我编码等的自主智能；五

是信息式智能逐渐走向物理世界；六是大模型与生物体连结的生物智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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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勤认为，未来五年随着各大领域大规模应用人工智能技术，

将带来三方面风险，包括：信息世界的风险，包含错误、虚假信息的

风险；已经出现的大模型幻觉问题，随着信息智能大规模应用延伸至

物理智能、生物智能时，风险也会规模化；大模型与经济体系、金融

体系、军事系统、电力网络相连接的风险。

如何防范这些风险问题，张亚勤提出五个长期建议。一是像标识

广告一样，对人工智能生产的数字人等智能体进行标识。二是设立映

射和注册机制。明确机器人作为从属体，必须映射到主体，这个主体

可以是人或公司等法定实体，如果机器人出现问题，就可以追溯主体

责任。三是建立分级监管体制机制。对应用在物理世界、生物系统等

不同领域的大模型，分级监管。四是加大对大模型风险研究的投入，

呼吁政府、科学家、技术从业者和企业家共同参与，一边发展，一边

治理。五是制定人工智能发展的红线。目前北京人工智能国际安全对

话已经达成了《北京AI安全国际共识》，提出人工智能发展的红线。

各国要在全球智能领域共同合作，将人工智能红线作为社会风险共同

应对。

罗浩智主要谈了人工智能治理方面的问题。首先是风险问题，有

宏观的，有微观的，也有生存的风险。我们应该实验、学习，保持与

时俱进，更大地利用人工智能带来的机会，扩大优势，规避风险，实

现转型发展。

罗浩智认为，除了政府层面和社会层面对人工智能的监管，公司

层面的管理方式也要变化，包括价值观的改变、激励体系的改变、行

为的改变和文化的改变，更加全面地考虑到人工智能的影响。因此，

要改变企业管理层的制度，加快决策速度，补足短板。为了使优势最

大化、劣势最小化，不能仅仅在单个组织的孤岛中进行变革，而要在

整个生态系统引导这样的变化，联合多家企业一起变革，使得规划能

够顺利实施。连接有多紧密，发展就多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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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成表示，人工智能深刻地改变了一切，除了人们的思考方式。

人工智能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规模、范围和强度影响到我们，但我们

其实还没有做好准备，包括治理和就业等方面。我们必须明确，人工

智能只是一种工具，它如何被使用？会有什么效果？现在还不确定。

但我们要在思维上及时跟上，努力思考，找到应对机制，避免它所产

生的负面影响。中美作为超级大国，应该立即行动，好好思考人工智

能未来应用的情境，包括可使用的数据、使用的范围等，携手前行。

甘思德分享了人工智能当前面临的三个挑战。第一是人工智能使

用安全问题，比如大家都在担心的自动驾驶、大语言模型等的风险。

第二是人工智能科技及其应用，国家之间依然存在流通限制，未来一

段时间，如何争取人工智能的三个核心元素——数据、算力和算法的

主动权，抢占发展先机。第三是人工智能治理，包括三个层面：多边、

双边和单边。多边层面，要增强多边治理，来实现安全可信任的人工

智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双边层面，需要达成共识并实现合作，形成

框架性协议，解决人工智能治理问题；单边层面，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以中美为例，美国应该制定全面的法律和框架，管理数据隐私和安全，

而且应该取消“防火墙”，加速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方便人们的生

活；中国应该更多地参与国际人工智能标准的制定，产生更大的影响、

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以更多更好的方式方法向世界展现自己，解决问

题，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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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联络—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郭丝露 18666028168/64255855-8014

史雅帆 13810361966/64255855-8223

夏 天 18801375838/64255855-8086

施婉菁 18801090391/64255855-8090

邱凯娴 18301078627/64255855-8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