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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一
从AI大模型
迈向通用人工智能

2 0 2 3年，Cha tGPT开发者
OpenAI被置于前所未有的聚光灯
下，也使GPT-4后续版本的开发被推
向了风口浪尖。据消息人士称，
OpenAI正在训练下一代的人工智
能，暂名“Q*”（读作Q-star）。新的
一年，OpenAI下一代产品可能发布。

据媒体爆料，“Q*”可能是第一次
采用“从零开始”的方式训练的人工
智能。其特点是，智能不来自人类活
动的数据，且其有能力修改自身代码
以适应更复杂的学习任务。前者使
得人工智能能力的发展变得愈发不
透明，而后者向来被看作是诞生人工
智能“奇点”的必要条件。在人工智
能发展领域，“奇点”特指机器拥有了
自我迭代的能力，进而在短时间内迅
猛发展，导致超出人类控制。

虽然一些报道称，“Q*”目前还只
能解决小学难度的数学问题，距离

“奇点”还远。但鉴于虚拟环境中人
工智能迭代速度可能远超想象，其仍
然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自主发展出在
各个领域均可超过人类水平的AI。
2023年，OpenAI预言，各方面超越人
类水平的人工智能在十年内就会出
现；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表示，通用
人工智能可能在五年内超越人类。

一旦通用人工智能得以实现，就
可被用于解决各种复杂的科学难题，
譬如寻找外星人与地外宜居星系、人
工核聚变控制、纳米或超导材料筛
选、抗癌药研发等。这些问题通常需
要花费人类研究员数十年的时间来
寻找新的解决方案，部分前沿领域的
研究量已超出人力极限。而通用人
工智能在自己的虚拟世界中拥有几
乎无限的时间和精力，这使得其在部
分容易虚拟化的任务中，有可能成为
人类研究员的替代。但届时，人类如
何监督这些从智能水平上超过人类
的人工智能，确保其不会危害人类，
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趋势二
合成数据
打破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瓶颈

数据瓶颈指的是可用于训练AI
的高质量数据的有限性，合成数据有
望打破这一瓶颈。

合成数据是在模仿真实数据的
基础上，由机器学习模型利用数学和
统计科学原理合成的数据。关于什
么是合成数据，有一个较为浅显易懂
的比喻：这就像是在给AI编写专门的
教材。例如，尽管英文课本的对话中
出现的可能是“小明”“小红”这样的
虚构人名，但并不影响学生们由此掌
握英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对于学
生而言，教材就可以看作一种经过编
纂、筛选和处理的“合成数据”。

有论文表明，模型的规模至少要
达到620亿参数量后，才可能训练出

“思维链”能力，即进行分步骤的逻辑
推理。但现实的尴尬在于，迄今为止
人类产生的不重复的、可供训练的优
质 数 据 并 没 有 这 么 多 。使 用
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前所

未有的数量产生高质量合成数据，未
来的AI将由此获得更高的性能。

除了对大量高质量数据的需求
导致合成数据受到追捧以外，对数据
安全的考量也是重要原因。近年来，
各国纷纷出台更严格的数据安全保
护法律，使得客观上利用人类产生的
数据训练人工智能变得更为繁琐。
这些数据中不仅可能隐含个人信息，
其中的许多数据还受版权保护。在
互联网隐私与版权保护尚未形成统
一标准与完善架构的当下，使用互联
网数据进行训练，极易导致大量法律
纠纷。而若考虑对这些数据进行脱
敏，又面临筛查识别准确率方面的挑
战。两难之下，合成数据就成为最惠
而不费的一种选择。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合成数
据可以说是颇具开创性的，有望解决
此前发展人工智能与数据隐私保护
不可得兼的问题。但与此同时，如何
确保相关的公司和机构负责任地制
作合成数据，如何制作出既符合本国
文化与价值观，又在规模和技术水平
上足以媲美西方以英文网络资料为
中心的合成数据训练集，也将成为中
国面临的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课题。

趋势三
量子计算机可能
率先应用于人工智能

作为电子计算机发展到今天的
最前沿应用，人工智能始终存在算力
不足的隐忧。ChatGPT问世数月后，
OpenAI总裁奥尔特曼曾公开表示，
其并未鼓励更多用户注册OpenAI。
2023年11月，OpenAI甚至宣布暂停
ChatGPT Plus付费订阅新用户的注
册，以确保现有用户拥有高质量体
验。显然，作为全球性能最强的AI，
ChatGPT已遇到算力等方面的瓶颈。
在此背景下，讨论量子计算机在人工
智能领域的应用就成为一种颇具潜
力的未来解决方案。

首先，人工智能领域的算法，大
部分属于并行计算的范畴。

其次，运行ChatGPT所需的硬件
条件，同样也十分适合导入当前体积
庞大的量子计算机，二者都需要安装
在高度集成的计算中心里，由一支专
业化技术团队进行管理支撑。

什么是量子计算机？量子计算
机是一类遵循量子力学规律进行高
速数学和逻辑运算、存储及处理量子
信息的物理装置。其不仅体积庞大，
而且作为核心零部件的“量子芯片”，
通常需要被置于接近绝对零度（零下
273.15摄氏度）的极低温中，利用在这
种极低温下部分微观粒子表现出的
量子特性进行信息运算和处理，且运
行结果只能存在几毫秒的时间。

2022年，来自谷歌、微软、加州理
工学院等机构的研究者从原理上证
明了“量子优势”在预测可观测变量、
量子主成分分析以及量子机器学习
中确实存在。量子机器学习，实际上
就是量子计算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
用，也体现出未来量子计算与人工智
能两大前沿技术合流的趋势。

有关量子机器学习算法的研究，
已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不过，未来量
子计算机不会完全取代电子计算机，
更有可能出现的是量子计算机和电

子计算机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下发挥
各自所长，实现协同发展，既极大提
升算力，也兼顾成本和可行性。

趋势四
AI代理和无代码软件开发
带来“冲击波”

在AI应用方面，2024年值得关注
的是AI代理和无代码软件开发带来
的“冲击波”。

一是AI代理对劳动力结构的
冲击。

截至目前，全球至少已有近两亿
人使用人工智能大模型。但人们已
不再满足于坐在电脑前跟AI“聊天”，
而是开始开发能够自动根据任务需
要向人工智能发出提示的工具。当
自动提示工具与大模型两相结合，AI
代理便由此诞生。

2023年4月，OpenAI联合创始
人布罗克曼现场演示了GPT的“自动
模式”。在该演示中，AI代理几乎“包
办”了一场晚宴：不仅根据要求生成
了一份晚宴的推荐菜单、一份图文并
茂的邀请函，还自动将该菜单需要购
买的食材加入生鲜电商APP的购物
车，并自动发布了一条有关该晚宴的
社交网站帖子。

AI代理还能根据比较模糊的需
求提示自动制作网站，自动完成各种
需要使用Office软件完成的文字和表
格处理工作，甚至自动根据已有论文
数据进行归纳总结生成分析论文等。

比尔·盖茨近日发长文解读AI代
理未来，表示AI代理将彻底改变人们
使用计算机的方式，带来自键盘、屏
幕和鼠标发明以来人类与计算机互
动方式上最重大的革新。

AI被看作对人类的信息收集、分
析和处理进行增强的扩展性工具，使
得人的工作水平更上新台阶。但与
此同时，AI代理也给许多现有的工作
岗位带来冲击，因为企业可能尝试雇
用更少的人来完成相同的任务。

二是无代码软件开发给数字经
济创新带来的影响。

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淘汰
掉一批传统数字岗位，但在关上一扇
门的同时也打开了一扇窗，这就是

“无代码软件开发”。目前，以AI大模
型为基础的编程辅助工具已经发展
到一个新的阶段，能够根据用户十分
模糊的指令来生成软件或网页代码。

对此，政府需转变观念，兼顾市
场监管与促进创新，一方面降低数字
创新过程中的注册与融资门槛，打通
中小企业发展壮大过程中的痛点，让
就业与创新政策适应“人人皆可创
新”的新需求；另一方面需要探索更
有利于保护创新“点子”的版权与专
利保护新政策，从而激励那些能够不
断提出创新“点子”的人才。

综上所述，展望2024年，无论是
人工智能技术自身的迭代发展，还是
其对数据价值的重塑，抑或是向各行
业、各领域的应用渗透，人工智能的
影响可谓无处不在，既为科研、创新
和经济赋能，又带来新的挑战与风
险。我们应以开放的心态看待人工
智能带来的诸多改变，审慎研究和应
对其可能带来的新课题与新风险。

据《瞭望》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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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消息人士称，OpenAI正在训练下一代的人工智能，暂名“Q*”（读作Q-star）。新的一年，OpenAI下一
代产品可能发布
◆ 数据瓶颈指的是可用于训练AI的高质量数据的有限性，合成数据有望打破这一瓶颈。除了对大量高质
量数据的需求导致合成数据受到追捧以外，对数据安全的考量也是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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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领域的应用就成为一种颇具潜力的未来解决方案
◆ AI代理和无代码软件开发带来“冲击波”

2023年，世人见证了ChatGPT在全球范围的
大火。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
智能问世，改变了人工智能（AI）技术与应用的发
展轨迹，加速了人与AI的互动进程，是人工智能
发展史上的新里程碑。2024年，人工智能技术与
应用的发展又会呈现出哪些趋势？让我们一同
展望这些值得关注的重大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