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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人工智能技术在机器人、 语言翻译、 图像识别等领域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应 用 ，
正不断融入现

代生活， 并将逐步改变社会形态及产业发展模式 。 综观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 实践 ， 其均在积极应对以

迎接智能时代的到来 ， 竞相将人工智能推向 国家战略层面。 本文分析了当前美国 、 日本和欧洲国家近期

的新举措， 并讨论了我国的应对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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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 ＡＩ ） 是信息领域的尖端技术 ， 最（ １ ） 成立机器学习与 ＡＩ 专门委员会

近的一系列技术突破使得这一领域获得了强劲的美国 白宫于 ２０ １６ 年 ５ 月宣布在 ＮＳＴＣ下成立

动力 ，
正在 向新的发展阶段快速迈进 。 机器人 、机器学习 与 ＡＩ 专门委员会 。 委员会协调美国各部

语言识别 、 图象识别 、 知识问答系统等 ＡＩ 技术应门 、 企业 、 大学研究机构在 ＡＩ 发展方面的行动 ，

用 已经开始融人现代生活 ，
并将逐步改变社会形跟踪 ＡＩ 和机器学习领域的最新进展 。 该委员会还

态和产业发展模式 。 在接下来的 １０ 年中 ， 金融 、将努力提高政府对 ＡＩ 和机器学习技术的使用 以提

交通 、 制造 、 医疗 、 商业等 国 民经济重要行业都升办公效率
［
１

］

。

将受到 ＡＩ 的重大影响 。 美 、 日 、 欧等发达国家和（ ２ ） 发布 《 国家 ＡＩ研究与发展战略规划 》

地区已经对此达成高度共识 ， 并于近期连续推出２０ １ ６ 年 １０ 月 ， 美国 白宫发布 《 国家 Ａ Ｉ 研究

了
一

系列新举措 ， 以期在即将到来的新
一

轮科技与发展战略规划 》 ， 该规划由 ＮＳＴＣ 的机器学习与

革命中争夺先机 。ＡＩ 专 门委员会制定 ， 是一项关于美国 ＡＩ 研发战略

的髙层框架 ， 用于确定发展 ＡＩ 所需要的科学和技
１ｍｍｍｍｍｍｍ术 ，

并确定了联邦资金资助的 ａｉ 研发的优先顺序 ，

作为信息技术革命的发源地和领跑者 ，
美国为国家资助的 ＡＩ 研究和发展制定总体蓝图

［
２

］

。

在迎接 ＡＩ 新未来的过程中再次一马当先 。 美 国（ ３ ） 实施
“

ＡＩ 百年研究
”

长期跟踪评估项 目

政府近期连续推出 了
一

系列新举措 ， 包括在美国２０ １４年秋 ，
美国启动了

“

ＡＩ 百年研究
”

项 目 ，

国 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 （ ＮＳＴＣ ） 下成立机器学对 ＡＩ 领域及其对人类 、 社会的影响进行长期研究 ，

习与 ＡＩ 专门委员会 、 发布美国 《 国家 ＡＩ 研究与并每五年评估
一次 ＡＩ技术发展状态 。 ２０ １６ 年 ９月 ，

发展战略规划 》 、 推进
“

ＡＩ 百年研究
”

项 目 、该项 目发布了其百年研究计划中的第一篇报告 ，
名

在全美举办四场 ＡＩ 大讨论 、 大力推进脑科学研为 《
２０３０年的 ＡＩ 与人类生活 》 。 该报告重点关注

究等 。ＡＩ与城市生活 ， 研究了ＡＩ可能在交通、 医疗 、 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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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资源社区 、 公共安全 、 就业和工作场所 、 家庭安全综合项 目
”

（ ＡＩＰ项 目 ） 是 日 本新出台的重要

／ 服务机器人和娱乐 Ｓ个领域带来的重大影响
［
３

］

。专项 ， 自 ２０ １６ 年起由文部科学省负责推进 ，
以 ＡＩ

（ ４ ） 在全美举办四场 ＡＩ 大讨论技术为核心 ， 融合大数据 、 物联网和网络安全领域

２０ １６ 年上半年 ， 美国 白宫总统办公室 围绕与开展创新性研究
［
６

］

。

ＡＩ 相关的问题在全美组织了 四场大讨论 。 美国 白（ ３ ） 推 出机器人新战略

宫认为 ，
ＡＩ 系统的复杂性以及 ＡＩ 与人类用户交互机器人

一直是 日本优先发展的战略性技术 ，

的丰富性
， 都使得安全性问题变得颇具挑战 。 在２０ １５ 年 １ 月 ， 日 本政府再次公布了 《机器人新战

ＡＩ 系统通过机器学习学会 自适应以及改变 自我行略 》 。 这
一

战略提出三大核心 目标 ， 即
“

世界机

为后 ， 安全性上的挑战就更大了 。 美国政府希望借器人创新基地
” “

世界第
一

的机器人应用 国家
”

助这些研讨 ，
在伦理 、 法律和技术方面对 ＡＩ 技术和

“

迈向世界领先的机器人新时代
”

，
并制定了

进行全面论证＇五年计划 ， 旨在确保 日 本机器人领域的世界领先

（
５

） 大力推进脑科学研究地位 。 从 ２０ １６ 年到 ２０２０ 年的五年间 ， 要最大限

ＡＩ 是
一

门脑神 经科学与信息科学高度融合的度地应用包括政府制度改革在内 的多种政策 ，
扩

新兴学科 ， 脑科学的新发现将成为 ＡＩ 发展的新的大机器人开发投资
， 推进 １０００ 亿 日元规模的机器

“

助推器
”

， 为研发下一代 ＡＩ 技术提供理论基础 。人扶持项 目
ｍ

〇

２０ １ ３ 年 ４ 月
， 美国率先启动脑科学计划 （ ＢＲＡＩＮ（ ４ ） 发布 ＡＩ研究伦理指标草案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 ，
２０ １５财年 ，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 ＮＩＨ ） 、２０ １６年 ６ 月

，
日本 ＡＩ学会的伦理委员会发布人

美国 国家科学基金会 （ ＮＳＦ ） 和美 国国防部高级研工智能 （ ＡＩ ） 研究人员应该遵守的伦理指标草案 ，

究计划局 （
ＤＡＲＰＡ） 在脑研究项 目 上共投人 ２ 亿以引导和规范研究人员正确处理人工智能进一步发

美元 。展导致的伦理道德 、 安全问题 。 该草案指出 ，
ＡＩ技

Ｈ术对于政治 、 经济等各领域作用巨大 ， 但研究中应

遵守必要的伦麵则 ， 确保 ＡＩ不损害人类幸福 、 并

日本是较早将 ＡＩ 技术作为发展重点的 国家之有助于人类和平与安全 ， 草案要求研究人员促进人
一

， 最近 ， 日本政府进一步加大对 ＡＩ 的支持力度 ，类平等使用 ＡＩ
，
并在发现恶意使用 ＡＩＢ寸采取措施＇

如
，
成＾国家 研究与协调机构 、 增加专项扶

，

持 ＡＩ 研究 、 推出机器人新战略以及发布 ＡＩ 研究伦
Ｊ

理指标草案等 。以德国和英国为代表 ， 欧洲也是全球 ＡＩ 技术

（ １ ） 成立国家级 ＡＩ研究与协调机构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 ， 并于近期进一步提速 ＡＩ 发

２０ １５ 年 ５ 月 ，
日本政府投人 １０ 亿 日元资金成展 ， 包括成立 ＡＩ 研究中心 、 开展人脑计划 （ ＨＢＰ） 、

立国家级 ＡＩ 研究中心 ， 集中开发研究 ＡＩ相关技术 。 加速研发服务机器人和颁布机器人道德标准等 。

该中心与 日 本工业界 、科研机构乃至全球密切合作 ，（ １） 德国成立 ＡＩ 研究中心

共同推进 ＡＩ技术研究及其应用
［
５

］

。 ２０ １６ 年 ４ 月
，早在 １ ９８ ８ 年 ， 德国就已 经成立 了ＡＩ 研究 中

日本成立
“

ＡＩ 技术战略会议
”

， 并建立由总务省 、心
， 这是德 国政府的

一

个智库机构 ， 主要研究基

文部科学省 、 经济产业省共同参加的下
一代人工智于 ＡＩ 技术的科技研发和创新成果转化

［

９
１

。 该 中

能技术研究开发三省联动机制 。心参与了 多项 国际项 目及国家级重大科研项 目 ，

（ ２ ） 投人百亿 日元扶持 ＡＩ 技术研究２０ １４ 年 ， 全球首个
“

工业 ４ ．０
”

演示系统诞生于

日本 ２０ １４ 年就已正式发起由理化学研究所主该中心 ；

２０ １ ５ 年 ， 该 中心制逭了世界上首台登月

导 的
“

大脑研究计划
”

。 ２０ １６ 年文部科学省将投行走机器人 ； 此外 ， 该中心还主持研究 了德语 、

人 １００ 亿 日元 （ 约合人民币 ５ ．
４亿元 ） ， 以支持研日 语及英语之间 的 口译项 目 。

究机构和大学的 ＡＩ 研究 ，

２０１ ７ 年有望将预算加大 （ ２） 欧盟开展 ＨＢＰ

到 １ ５０ 亿 日 元以上 。

“

ＡＩ ／ 大数据 ／ 物联网 ／ 网络ＨＢＰ 是 由欧盟资助的全球另
一

最重要的人类

—

７４
—





？ 前沿动态与发展综述 ？

大脑研究项 目 ，
于 ２０ １ ３ 年上半年启动 ， 投人 １ ０ 亿我 国 Ａ Ｉ关键技术路线选择提供科学支撑 ； 对 ＡＩ 的

欧元 ， 力图集成神经认知学 、 医学和计算科学的多大范围普遍应用将给社会 、 经济及公共政策带来的

方专家力量 ， 为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新型脑研究模影响进行系统性分析 ， 为可能带来的失业 、 贫富分

式奠定技术基础 ，
并加速脑科学研究成果转化 。 欧化等问题制定应对方案 。

盟 ＨＢＰ 人脑项 目组提出建设 ６ 个平台 ， 分别支持（ ２） 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 提升核心技术竞争

神经信息学 、 脑模拟 、 医学信息学 、 髙性能计算 、力

神经形态计算和神经机器人技术的发展 ＡＩ 是一 门髙度交叉的前沿学科 ， 脑科学与认

（ ３） 欧盟加速服务机器人的研发知科学是 ＡＩ 的重要理论基础 。 而 目前除视觉认知

２０ １４年 ６ 月 ， 欧盟启动 ＳＰＡＲＣ机器人研发计之外
， 人们对关于语言认知 、

记忆 、 推理等的脑机

划
，
以加速家庭辅助机器人技术的研究开发及商业理还知之甚少 ， 大量技术问题的解决期待着基础理

化部署 。 ＳＰＡＲＣ是全球最大的民用机器人创新计划 ， 论科学的突破 。 建议加大对 ＡＩ 和
“

中国脑计划
”

欧盟机器人研发创新公私伙伴关系 （ ＥｕＲｏｂｏｔＡｉｓｂｌ等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 ， 建立 ＡＩ 国家实验室 ，
力

ＰＰＰ ） 是 ＳＰＡＲＣ 计划的主要协调协同执行机构 。争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突破 ， 使我 国在 ＡＩ 技术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２ 月 ，
ＳＰＡＲＣ 发布了欧盟机器人技术 ， 特竞争中 占据主动 。

别是家庭服务机器人技术的研发路线图
胃

。（ ３ ） 组织实施重大工程 ，
带动技术集成与创

（
４

） 颁布机器人道德标准新

２０ １ ６年 ９ 月 ， 英国标准协会发布 《机器人和机在系统科学评估 ＡＩ 技术路线的基础上 ， 优先

器系统的伦理设计和应用指南 》 ， 主要针对的人群选择
一

批关系到国计民生 、 国防安全 、 产业升级的

是机器人设计研究者和制造商 ， 指导他们如何对一 关键问题 ， 组织实施重大工程。 建设 ＡＩ 科学基础

个机器人做出道德风险评估
［ １
２

］

， 最终 目的是保证人设施和国家公共开源平台 ， 推动我国一批 ＡＩ 原始

类生产出来的智能机器人能够融人人类社会现有的创新成果落地 ， 解决智能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和

道德规范 。 这是业界第一个关于机器人伦理设计的共性技术 ， 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快速提升技术创

公开标准 。 该指南将机器人欺骗 、 令人成瘾 、 具有新能力和产品供应能力 。

超越现有能力范围的 自学能力等都列为危害因素 。 （ ４） 开展伦理研究 ， 制定法律和道德规范

ＳＪ＋典■白
一Ａｍ

－

本及舰動麵難财 ’ 祕雜
４会 、 道德 、 法律带来

一

系列的冲击和深远影响 ，
如

各发达 国家和地区均在积极应对挑战 ， 以迎无人驾驶车辆的事故责任认定 、 空中无人机对个人

接 ＡＩ 的新未来 ， 包括建立 国家级 ＡＩ 研究中心 、隐私的侵犯等 ， 美 、 日 、 欧政府均对此十分关注 。

实施科学研究重大项 目 、 加速技术产业应用 、 加我 国在 ＡＩ研究伦理立法研究方面整体处于起步阶

强 … 与人类伦理研究等 ， 目 的是确保在新
一轮全段 ， 相关法规制度薄弱 。 建议着手开展立法与政策

球技术竞争中获得优势 。 相 比而言 ， 我国在 ＡＩ这研究 ， 明确 ＡＩ 在具体领域内存在 的潜在威胁 ， 建

一颠覆性技术上还缺乏 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 ， 整立规范 ＡＩ研究及其行业应用行为的法律框架 ， 在

体战略相对滞后 。 应尽快启动国家层面战略布局 ，
促进 ＡＩ发展的同时保障人类安全和信息安全 。 ■

以应对新一轮 国际新技术新产业变革 。 建议从以

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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