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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公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作为我国在
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最新规则，《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旨在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和
规范应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2022年年底ChatGPT（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横空出世，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作为引领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生产、生活、学习的方式，有力推动着
社会向前发展。
智能时代呼啸而来，正在与文明缔结一段新的传奇。天津卫视《智者见智》栏目集结业内“大咖”，“论道”

算力发展，前瞻智能未来——我们，准备好了吗？ ■ 本报记者 马晓冬 胡萌伟

智能时代呼啸而来
我们准备好了吗
智者金句

龚克

人们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时候，有可能产生依赖，什么事

都要问问它，盲目地去相信它。

至少在今天，我们看到人工智

能的回答是基于概率的，哪怕正确

的概率再高，也一定不是100%。

如果在特别关键的地方出错，不加

以规制，它会是灾难性的，所以最

终决定权一定要握在人的手里。

刘庆峰
到今年全球‘1024’开发者节

时，我们的中文底层能力7个维度

要比ChatGPT做得好，英文要跟它

相当。

我们在追赶和超越的时候要有

自己算法上的创新，这样才能赶上。

我不认为人工智能只能有一家

公司，这个产业的规模比互联网还

要大很多倍，所以足够让很多龙头

公司和生态公司在里面很好地创造

未来。

周鸿祎
无论你是老板还是员工，是

学生还是老师，你都能发现，汇集

了人类最多知识的GPT‘最强大

脑’能够帮你解决很多问题，而且

是通用性的问题。这就给了我们

一种巨大的冲击力，觉得这个时代

变了。

我一直认为不发展是最大的

不安全。在发展过程中，要引导它

往提高生产力的方向去使用。

这场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

中国的场景非常多，大家要意识到

它不是一个聊天工具、不是一个消

磨时间的玩具，而是各行各业都能

够用它。

王坚
有的人也有很长时间的思考

和积累，却没有建立起‘手感’——

这和踢足球一样，不是练了20年，

就一定会成为梅西。

我们有的时候太不相信技术，

以为靠灵感就可以办成事情；但有

的时候又太相信技术，以为没有灵

感也可以办成事情。事实上这两

个东西缺一不可。

施雪松
过去我们是车看灯行驶，红灯

时要停车、绿灯时可以通行，但眼下

有的地方在做智慧化改造或智慧化

试验的时候，已经在开展‘灯看车放

行’研究。

如果我的车已经开到了十字路

口，而此时另外一个方向没有车在

走，那么绿灯能不能为我这个方向

的车适当延长一点，或者在红灯的

状态下为我开绿灯，为我放行？这

就叫‘灯看车放行’。

今年以来，OpenAI推出的ChatGPT让生成式人工智能
“火出圈”，对此，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前任主席、中国新一代
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认为，人工智能经过
多年的发展，已经达到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从单媒
体到多媒体、从判别式到生成式、从单任务到多任务，出现了
爆发性的增长。

尽管人工智能的“智慧”令不少人赞叹不已，但龚克强
调，人工智能仍然是一种工具，最终生成的结果必须由人来
负责。“至少在今天，我们看到人工智能的回答是基于概率
的，哪怕正确的概率再高，也一定不是100%。如果在特别关
键的地方出错，不加以规制，它会是灾难性的，所以最终决定
权一定要握在人的手里。”他说。
随着人工智能准确率不断提升，人的“主权”会不会被逐渐

让渡出去？龚克认为这也是值得担心的情况。“人们在使用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时候，有可能产生依赖，什么事都要问问它，盲
目地去相信它。”他表示，这时候的治理就要关注使用侧，而不
仅是供给侧，需要一种“导则”来指导正确使用的方法。

龚克为人工智能的成长找到了一个类比事物——汽
车。他说，汽车在开始应用的时候也有很多问题，经过多年
的发展，其安全性、能效等方面都有很大改善，但尽管如此，
汽车仍然可能出事故，所以不仅要出台管车的规则，还要出
台管理驾驶员的交通规则。

前不久正式施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中提出，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生成式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对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和分类分级监管。

龚克认为，规制和发展之间要取得平衡，在一个技术生
产力发展初期，对其要有一定的包容性。“发现问题后，驱动
技术专家按照人类的伦理和人类的需要进一步发展，将不同
技术结合在一起，使它更安全，让它的发展在有利于人类和
地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这是规制的目的。”他表示，此外
还要注意对供给端和对需求端双边的规制。

涉及信息安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等多个领域，信创是天津近年来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这也
是龚克关注的方向。

龚克表示，信息技术应用创新是为了安全可控，同时也
要对国际开放。“我们的机遇是什么？智能化转型升级来了，
这时候如果我们中国的产品能上得去，那么就适应了一个换
代的要求。”他表示，中国可以在现有基础上，推出自己的体
系结构、操作系统参与市场竞争，“中国是开放的，不是希望
跟世界脱离，而是给世界增加一个选项。”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前任主席、

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

最终决定权

一定要握在人的手里

科大讯飞在人工智能领域长期深耕，今年也动作频频：5月
召开的第七届世界智能大会上，科大讯飞携星火认知大模型及
相关应用成果亮相。此后，星火1.5版本、星火2.0版本陆续升
级发布，9月初又宣布讯飞星火认知大模型面向全民开放。
“科大讯飞在去年12月15日正式启动认知大模型计划的

时候就叫‘1+N’。我认为首先必须在‘1’——通用人工智能
上对标ChatGPT；对标以后，在各个行业赛道中有专门的应
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表示。
承建认知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和语音及语言信息处理国

家工程研究中心，科大讯飞多年来在深度学习算法、大模型技
术、行业大数据、知识图谱、多模态感知、系统工程技术、算力
支撑等方面积累了大量成果。此外，其在天津打造的智汇谷
人工智能产业基地已累计实现产值超171亿元。

刘庆峰定下了“超越ChatGPT”的发展目标：“到今年全
球‘1024’开发者节时，我们的中文底层能力7个维度要比
ChatGPT做得好，英文要跟它相当。对标GPT-4，明年我们
也排了明确计划。”

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刘庆峰认为首先要有科学体系的测
评方法，要同时做中文和英文，代码等“硬碰硬”的指标要能对
标，此外还要发展底层的算力。
“我们在追赶和超越的时候要有自己算法上的创新，这样

才能赶上。”在他看来，目前，中国在基础研究的整体氛围是一
项短板，不能仅仅跟随或仅在现有体系上超越，源头上的技术
创新也要抓紧赶上。
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刘庆峰比较乐观，但他也提到这是

一把“双刃剑”。“人工智能大幅提升各领域生产效率，把市场
和人力的商业模式彻底颠覆，会有很多岗位被替代。那么这
些岗位的分流和培训计划、对应的社会保障机制要赶快上
来。”他说，“人工智能在哪些领域能用、达到什么程度能用，要
有标准和法律。”
“比如我们的变声技术就没有对社会放开，因为可能带来

诈骗等很多问题。我们的判断标准是，它一定要建设美好世
界，一定是在基本的逻辑中，以解决社会刚需为主要出发点。”
刘庆峰说。
刘庆峰也谈到了当下兴起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热潮。“发展

通用人工智能或认知大模型要有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让我
们看到自己的技术发展到了什么阶段，指导下一步的方向，也
让公众、投资人、用户更清楚应该从哪些维度来看。”刘庆峰还
表示，“我不认为人工智能只能有一家公司，这个产业的规模
比互联网还要大很多倍，所以足够让很多龙头公司和生态公
司在里面很好地创造未来。”

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

算法创新才能赶超世界一流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汽车产业首屈一指的产
销大国，汽车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城市道路交通的发
展。但城市道路交通牵扯城市的发展、布局、土地、
建筑等一系列与汽车运行相关的社会系统。
“相对于我们汽车保有量的增长，和我们可以

驾驶汽车的人数增长，今天道路的供给一定是不平
衡的，未来道路不够用将成为一个常态。我们就要
去思考：怎样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提高效率。”腾讯
智慧交通副总裁施雪松表示。

智能网联汽车也就是车联网，是把汽车、电子、
信息通讯、道路运输等行业深度融合的新型产业形
态。说起智能网联汽车产生的背景，施雪松说，从
全世界来看，汽车的发明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根据统计数据，高达90%以上的交通事故是由于驾
驶员操作不当而引发的。
“我们就想，如果人的操作这部分能实现自动

化，那么发生事故的概率是不是就能够降低？所以
最早我们是从改善汽车安全性的角度，去发展汽车
自动驾驶技术。”施雪松进一步分析，停车、拥堵、高
速公路巡航这三方面占据了人操控汽车80%左右的
时间，这些部分一旦实现自动化，人操控车的时间
就大大减少，安全性就能得到提升。

梦想渐渐照进现实。“在自动驾驶的前期，也就
是辅助驾驶中，就有高速公路巡航保持、拥堵辅助
和自动停车三大功能。而无人驾驶是自动驾驶的
最高级阶段，可能最终会实现的场景就是——这辆
车没有人也能开。”

在施雪松看来，当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今天的车、驾驶人和道路都在不断
数字化过程当中，人、车、路之间已经出现了一些
“看不见的交流”，从而使人和车之间、车和车之间、
车和路之间产生更好的协同。“举个例子，过去我们
是‘车看灯行驶’，红灯时要停车、绿灯时可以通行，
但眼下有的地方在做智慧化改造或智慧化试验的
时候，已经在开展‘灯看车放行’研究。”
“也就是说，如果我的车已经开到了十字路口，而

此时另外一个方向没有车在走，那么绿灯能不能为我
这个方向的车适当延长一点，或者在红灯的状态下为
我开绿灯，为我放行？这就叫‘灯看车放行’。”

“ 工 业 革 命 级 的 生 产 力 工
具。”——对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作
用，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给予了相
当高的评价。他表示，这是未来产业
革命的基础之一，哪个国家应用得好，
就能整体提高国家的劳动生产率。

周鸿祎认为，通用人工智能让
人们看到了未来无限的可能性，可
以带来工业革命。“无论你是老板还
是员工，是学生还是老师，你都能发
现，汇集了人类最多知识的GPT‘最
强大脑’能够帮你解决很多问题，而
且是通用性的问题。这就给了我们
一种巨大的冲击力，觉得这个时代
变了。”

和许多企业一样，360也在积极
布局人工智能大模型。在第七届世界
智能大会上，360首次公布了聊天机
器人模型应用360智慧大脑以及AI绘
图应用360鸿图。6月13日，又正式

对外发布360智脑4.0。9月，360智脑大
模型面向公众开放。

在周鸿祎看来，360的人工智能大
模型的优势在于数据、安全以及面向政
府、企业、行业的场景应用。“我认为中国
不会只有一个GPT，也不会只有巨头拥
有GPT。未来每个行业可能都会有行
业的大模型，每个大企业甚至政府部门，
都会有自己专属的大语言模型，来解决
特殊领域的问题。”他说。
不过，周鸿祎也坦言，目前国内正在

做的大模型还处在跟随模仿阶段，大家
都在“补课”：“让我打分的话，如果
GPT-4 是 100 分，GPT-3.5 应该是 80
分，国内目前的水平在65到70分。所以
我觉得先不要妄言我能做得好在哪里，
先把差距补上。”
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平衡度该如何拿

捏？“我一直认为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
全。在发展过程中，要引导它往提高生

产力的方向去使用。”周鸿祎表示，“不要
走两个极端，一个是过度地强调安全，阻
碍发展；一个是只谈发展，根本不考虑安
全，最后‘裸奔’。所以我的观点是一方面
参与到浪潮中，推动它的发展，一方面在
这个过程中逐渐寻找安全的答案。”
“这场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中国的

场景非常多，大家要意识到它不是一个聊
天工具、不是一个消磨时间的玩具，而是
各行各业都能够用它。”周鸿祎说，“我对
中国发展自己的GPT产业、大模型产业
很有信心。”

今年5月公布的《中国人工智能大模
型地图研究报告》显示，全国参数在10亿
规模以上的大模型已发布79个。面对可
能出现的“百模大战”“千模大战”的情形，
周鸿祎表示并不会过于担心：“这种良性、
合理的竞争，能产生各种各样聪明的想
法、聪明的场景、聪明的应用，我觉得这对
中国产业数字化的推动力是非常大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阿里云创始人王坚认为，
ChatGPT掀起了新一轮人工智能革命，同时它实现
了比尔·盖茨的一个想象——一台机器能像人一样
听和说。

今年2月，OpenAI宣布推出ChatGPT Plus订阅
服务，用户在数天内超过100万人。ChatGPT不但能
天马行空地进行长对话、回答问题，还能根据人们的
要求撰写各种书面材料，例如商业计划书、计算机代
码和诗歌、剧本等等。ChatGPT的推出吸引了超百
亿美元投资，登上主流媒体封面，刷爆社交媒体，在全
世界范围内推高了业界布局人工智能应用的热度。

王坚认为，对人工智能的思考和探索不是今时
今日才出现的，此前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下棋就是该
领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而且是以当时大家认
知范围内最容易接受的形式表现的。

那么，如今推出ChatGPT的为何是OpenAI，而
不是其他人或者其他公司？

在王坚看来，做任何一个事情，科研也好，甚至
小说创作也好，“手感”都是很重要的。
“其他人没有做出来的原因，我觉得不是他们积

累不够，也不是条件不够，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
OpenAI做成这个事情也有运气成分在里面。但这
个运气是来自对这件事情长期思考和积累以后产生
的‘手感’。可能有的人也有很长时间的思考和积
累，却没有建立起‘手感’——这和踢足球一样，不是
练了20年，就一定会成为梅西。”

王坚说，科学研究过程中，“手感”和直觉都是很
重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有灵感这一说法。“我
们有的时候太不相信技术，以为靠灵感就可以办成
事情；但有的时候又太相信技术，以为没有灵感也可
以办成事情。事实上这两个东西缺一不可。”

王坚还认为像AlphaGo（人工智能围棋机器人）
一样，热潮过后大家很快就会看到ChatGPT的边
界。“一个再了不起的技术，从历史角度来看都是有
边界的。正是因为技术有边界，慢慢地把技术讲清
楚了，法规、应用场景等就可以随之配置。所谓没有
边界的技术，我觉得都是不可行的，那其实是阻碍了
技术发展。技术能发展，就是因为每一代的技术都
有边界。”

既然如此，这个边界会很快到来吗？“从人工智
能的角度，往往越是技术加快发展的时候，这个边界
也会越快到来。”王坚说。

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

通用人工智能驱动新工业革命

中国工程院院士、阿里云创始人王坚：

科学研究中“手感”

和直觉缺一不可

腾讯智慧交通副总裁施雪松：

从“车看灯”到“灯看车”

龚克 刘庆峰 周鸿祎 王坚 施雪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