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好用”
有望成为基础设施

A08 小天下 深度报道 ◎2024年12月23日 星期一
◎责编/崔倩 美编/郑唯唯 审读/刘贞

站在摄像头前，选择想“换脸”的模
版 ， 轻 点 鼠 标 ， 屏 幕 上 立 马 出 现 另 一 个
人，实时同步嘴型、表情和动作。

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记者体验
了 AI 人脸伪造与反伪造系统。科研人员介
绍，用AI“对抗”AI，这一系统也可以快速
识别伪造的图片、视频。

滥 用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 AI 换 脸 和 拟 声
是“重灾区”。一年多来，内蒙古、陕西等多
地曾发生此类电信网络诈骗案。犯罪分子通
过 AI 换脸和拟声技术，冒充受害者的亲
朋、同事，涉案金额高达上亿元。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战略研究中心
主任徐峰表示，除了恶意使用深度合成技术
生成文字、音频、视频等，滥用人工智能的
风 险 还 包 括 引 发 学 术 造 假 、 放 大 偏 见 歧
视、技术不可控等。

近年来，包括我国在内，世界多国持续
从政策法规、原则规范、技术标准、行业自
律等多个维度，加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治理。

我国2017年制订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规划明确提出，在发展技术的同时，也要建
立相应的风险防范机制。

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安全风险，黄铁军
认为，还需要加强对AI安全技术的研发与投
入，有效应用技术手段，对潜在风险进行监
测、识别、隔离、消除。

走好AI时代这三步
——更“好用”、防“滥用”、求“善用”

新华社记者

从自主学习“进化”到模拟真实世界，2024年人工智能（AI）正在开启“裂变式”发展之路。业内最新预测认为，人类数据的增加
速度开始跟不上AI的发展需要了。

是聊天搭子，也是工作帮手；能自动驾驶，还能分析病情——AI技术飞跃，始终伴随着千家万户的应用，也迅速为千行百业“赋能”。
专家提醒，AI“能用”更要“好用”，防“滥用”进而求“善用”，让更多人感受科技创新的速度和温度。

76秒，是一辆小米SU7汽车走下流水线
的平均时长。

从 1016 万 种 金 属 配 方 里 ， 快 速 筛 选
出合适的车身材料；381 个巨大机械臂灵
活 地 焊 接 、 装 配 ， 90 多 个 物 流 机 器 人 有
条不紊穿梭……在AI“指挥”下，智能工厂
正在成为现实。

0.235 秒，是赛诺威盛 CT 机扫描一次的
最快速度。

检查结果不仅能发现病灶，还能做肿
瘤、神经、消化等方面的预测分析……AI
可 以 化身医生助理，提供多方位、可视化
诊断。

从会看、会听、会说，到会学习、会行
动、会思考，随着ChatGPT、Sora以及国内
多个大模型相继问世，AI技术日益显现出颠
覆性创新的特征。

甚至从0到1的创新，也可以借力。人工
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正在成为一种新范
式，应用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
等多个领域。

在北京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北京智源
人工智能研究院理事长黄铁军看来，AI大模
型将处理更复杂、更精细的任务，并产生意
想不到的新能力，未来将像水网和电网一
样，成为社会的基础设施。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的重要驱动力。”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
究院院长潘教峰说，其重要性不亚于第一次
工业革命的蒸汽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
机以及信息社会中的计算机和互联网。

防“滥用”
安全技术加快研发

不久前，“萝卜快跑”在武汉的订单大幅
增长，“智能驾驶能否替代网约车司机”引发
讨论。

今年 7 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 19 个
新职业、28 个新工种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
典，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智能制造系统运
维员等“数字职业”亮相。

AI 技 术 迅 猛 发 展 ， 是 加 速 “ 机 器 换
人”，还是创造更多全新的就业岗位？如何既
推动建立“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生
态，也为新技术安装必要的“刹车”？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家新一代人
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薛澜表示，人工
智能治理有两个核心内容：一个是发展问
题，即如何构建良好的制度规则，推动人工
智能创新发展、科技向善；一个是安全问
题，包括保证安全底线和防范其他风险。

我国政府为此进行了大量工作，发布
了 《全 球 人 工 智 能 治 理 倡 议》 等 立 场 文
件 。 但 对 于 人 工 智 能 全 球 治 理 的 具 体 准
则，国际社会尚未达成共识。

“处于智能时代的十字路口，我们要积极
引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走向造福人类的正
道。”潘教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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