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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对话

大模型走向更智能，尚在
集体摸索中

AI行业 Convertlab公司主管高
鹏：今年2月起，我们一直折腾于在大

模型上做自动化应用，发现它没有想象

中那么聪明。请问技术天花板在哪里？

林咏华：从从业者的角度来看，因
为国内大模型大多数情况都还是要依

赖人去调教。坦白来说，目前我们还没

能够摸到天花

板在哪里，还无法保证每一步都做对

了。因为模型太大试错成本过高，一些

激进想法或突破性设想在大模型上会

比小模型更为慎重。

众筹降低开发成本，需更
智慧的机制

商业协会平渊海：有没有想过发动
相同利益的企业众筹开发行业大模型？

林咏华：这个设想从今年上半年开
始就一直就有。每一个行业都可以至少

找到八到十家共同性质的企业一起众

筹、训练行业大模型，做出来后在企业内

部更精细地去锻造。这个想法很合理。

只不过需要有充满智慧的顶层设计，难

度不在技术层面，更多是在合作模式、商

业模式、未来利益共享的顶层设计上。

审美创造岗位前提：人不
依赖AI判断

华东师大哲学系丁洪然：审美是否
不可能被AI替代，由此创造出更多的

职业选择和生活方式？

贺樑：人类会被动或主动地想办法
设计出适合做的事，审美是其中一个可

能。它一是来自生物自然的感受；二是

来自人类后天的定义，主观性较强。只

要人还是世界主体，就有望创造出超越

机器能力的职业。但前提是，要规避美

的标准是由AI来确立和判断，那样会

沦为当下的下围棋一样。这些充满创

意的环节一旦都变成了机械的确定，就

容易索然无味。

为保护隐私，可部署到私
有化网络中

通信行业柴忠於：通过ChatGPT询
问公司业务，而公司又禁用ChatGPT，

具体落地时如何保护隐私？

林咏华：关于数据隐私，基于不同的
大模型部署方式，通常有两种考虑。一是

类似于ChatGPT的某些大模型，在云上回

答用户上传问题，理论上，运营商都需要

获得授权才能访问用户上传的数据。

二是对于要求信息保密的行业，包

括金融机构、医疗机构等，可支持大模

型的私有化部署，部署到企业的内部

网，以避免商业信息的泄露。

机器如替代人，符合“宇
宙的自然选择”

华理博士生胡杨：机器是不是必将

替代人类或者替代人类的创造力？

郦全民：技术发展了会出现超级智
能，我觉得这是好事。人类假如要离开

地球、离开这个生物系统，进入另外一个

状态，就需要新的智能物种超出生物的

生态系统，实现进化新的方式。目前，

科学界就有一个“宇宙的自然选择”学

说，主张普适达尔文主义。人工

智能体所处的电子生

态系统与人所处的生物

生态系统不同，有更广

阔的进化空间，所

以，我相信AI会

超越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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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者对话大模型设计、研究者：如果通用人工智能必然来临，那么——

作为工具或朋友的AI，如何长出善良
刘梁剑主持：感谢林咏华总工程

师极为专业而又前瞻的讲解。这几年

华东师大哲学系希望以对话方式推动

一些新的研究增长点。包括哲学内部

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外部与其他学

科如教育、艺术、科技的对话；还有跟

现实进行对话。最近在建设应用伦理

专业硕士点，让伦理与其他学科之间

的对话更有制度保障。今天与科技的

对话就是跨界对话的尝试。

刘梁剑：贺樑老师，您来自计算机学
院，可否先谈谈对林工主旨演讲的感想？

贺樑：两点印象尤其深刻。第一，
范式带来的变化。范式一词内涵丰

富，其中也涉及未来人工智能的研究

方法。从更通俗的“成本”角度来阐

述，ChatGPT等大模型出来后，使用计

算机和人工智能技术来赋能行业的成

本大幅降低，几乎被打到地板上去了，

这可能砸了一些计算机从业者的“饭

碗”。一旦某一个地方变成成本洼地，

很多事的运转逻辑就会很不一样。

第二，林工把我们这个行业内不

太被人理解但又关键的环节——基础

模型、专业基础模型和基础模型的微

调，用比喻方式说得很形象——通识

教育阶段到读研究生、博士生，最后是

上岗培训。最核心的是，服务成本大

幅降低，使人工智能的能力真的变得

让各行各业可用了，大众的生活由此

会产生大变化。

刘梁剑：使用成本降低，但是训练
基础模型的成本很高。就像国家的基

础设施一样，是不是应该由国家来做

这个投入？

林咏华：确实是高成本。一旦不

开源或者开源之后不能商用，势必导

致每一个公司都只能自己去做大模

型。除高成本外，背后的基础设施也

要靠能源推动。大模型训练需要巨大

的算力，同时也是巨大的电力消耗。

所以，第一，产业期待开源，以智

源为开始，希望看到有更多的研发团

队或公司可以加入开源队伍。

第二，如果要做出高质量的基础

大模型，除了前期投入，关键还在于未

来要有持续迭代。可持续的产业实践

是，基础大模型至少三个月或半年有

一个新的版本，才能满足更多新知识

融入、新技术融入。费用由谁出？在

科研界、产业界，现在还没有定论。

贺樑：我认为，大模型的投入应该
是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相结合。目前

整个大模型领域还是美国优于我国，这

也是中美在未来科技竞争中的制高点

之争。这一轮大模型的竞争是因为

OpenAl、GPT-3.5没有开源，导致大家

有一点恐慌。因为没有开源，未来市场

就会被OpenAI的生态全部抢占。因

此很多企业纷纷在商言商去参与研发。

我相信政府会做好引导，提供有

组织的科研、有组织的市场竞争。

刘梁剑：我想问一个“杞人忧天”
的问题，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不会取代

和消灭人类智能？

人类或许只是文化
进化链上的一个起点

郦全民：6月16日在巴黎举行的

科技创新展上，马斯克说，人工智能技

术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具颠覆性的技

术。我觉得从进化角度可去掉“可能”

两字。

其实，人是两种进化的主体，首先

是生物进化。人在与环境作用的过程

中，将心智生成的知识或者经验外化，

通过口语，后来又发明文字实现外化，

使得人从动物界提升出来。这个飞跃

让人成为文化世界或者更广义地说信

息世界的主体，从发明文字算起已有

几千年了，因此，人也是文化进化的主

体。到了20世纪中叶，发生了最具颠

覆性的变化，标志是电子计算机的问

世，从此，人类开始把心智运作的能力

外化，而不仅仅是外化结果。近十几

年来，随着机器学习的发展，这种外化

能力突然提速了，以至有了AI科学

家、AI工程师。

原来，人类是文化世界的惟一主

体，现在出现了人工的智能体，也能生

成文化产品，比如文本、图画，为文化

进化作出贡献。如何为它们定位呢？

是看作新主体还是只看作工具？假如

这些AI科学家、AI作者越来越聪明，

甚至有自主的意识，又该怎么看？

人工智能的主要创始人明斯基有

一个观点：一旦出现这样的智能体，那

它就是人类新的后代，是“智能孩

子”。其实，如果承认进化论，承认人

是进化而来，很难说人类就是进化链

上的最后一环，很可能是智能进化或

者文化进化的起点。如有朝一日，“智

能孩子”会不会把人类像动物一样关

起来？我说，这种担忧是人类中心主

义的表现。

也请教后面两位同行。

不可控风险：碳基文
明被硅基文明所超越

潘斌：人类常常持一种极为理想
化的设想，即人工智能仅仅只是人类

智能的工具、延展、增强。随着技术迭

代的爆发式增长，这种想法可能只是

一厢情愿的天真。设想未来出现强

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

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平起平坐、各负其

责。也不排除出现超级人工智能，他

们无论在速度、数量或质量方面，都

具备对人类智能全方位降维打击的

能力。

未来学家尤瓦尔 ·赫拉利曾大胆

预言，未来世代可能将出现后人类或

新人类，传统意义上的人类作为一个

物种可能面临逐渐灭绝的境地，这也

是学界所忧虑的“碳基文明被硅基文

明所超越、取代甚至消灭”。

当代学界对人工智能的伦理风

险的审视与吁求，也正是基于对这类

极大不确定性、后果不可控性风险的

忧虑。

付长珍：在我看来，人工智能为人
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在塑造人类，应

该是一个双向赋智、共生共荣的关

系。但令我忧虑的是，人类对技术越

来越依赖，人类潜在的智慧不仅没有

更好地激发出来，反而会变得越来越

脆弱，对技术的过分依赖使我们的生

活越来越平面化，冗长又乏味。

训练时会设伦理框
架，但注入善良依然是
挑战

付长珍：从伦理学角度看，这些年
很多人都意识到——社会越发展，伦

理越重要；科技要发展，伦理需先行。

国家也多次出台相关文件，倡导科技

伦理要贯穿科技活动全过程，各个环

节都要有伦理在场。原有的伦理学是

一种近距离伦理，主要侧重后果评

估。人工智能时代的伦理学，应该阐

发一种面向人类未来的新型责任伦理

意识。伦理应该成为科技发展的方向

盘，需要前瞻性地预测可能存在的伦

理风险。伦理与技术同向而行，确保

科技向善。

特别想请教林工，大模型作为基

座进行研发和预训练时，对于价值观、

安全性、伦理风险等，是否也有一些具

体的考量和举措？

刘梁剑：我想这里有一种矛盾，一
方面用伦理规范技术，人是目的；另一

方面又认为人不可能永远是目的。

林咏华：从偏理工的脑袋来想，这
是必须要考虑的。我们至少在几个环

节去解决：第一，对大模型的预训练数

刘梁剑：即便不想有偏见，但怎么
能没有偏见呢？类似这样的难题就出

来了。这里也涉及到伦理风险。马克

思畅想的“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上午

打猎，下午捕鱼，傍晚开始畜牧，晚饭之

后从事哲学批判”，自由社会会因为

ChatGPT等大模型出世而提前到来吗？

依据惯性，人类未必
都会善用自由时间

潘斌：能出现这样自由状态有一个
根本性的前提，即物质产品的极大丰

富。通用人工智能的出现会使人类得

到更多的劳动解放，拥有更多的自由时

间。但依据个体惯性以及数字技术的

强大控制力，很多人可能还会沉溺于数

字世界的娱乐与游戏之中，在一定意义

上，技术的进步不一定必然带来自由人

状态。

相反，我们更需要去重视与思考的

问题是，它会不会导致很多人失业？技

术进步与就业机遇之间如何保持一种

适当而有机的协调？

进入老龄社会，人类
需要高效的机器人辅助

林咏华：短期可能会使现有职业岗
位的数量发生明显变化，但未来将促进

职业种类的变化变迁。人类社会有很

多文明的进步、技术的进步，带来工作

岗位性质的改变，这是正常现象。人类

总是很聪明地找到更多其他需要人类

去做但未做的更美好事物。我们相信

职业社会有很强的自适应调整能力。

另外从人口结构的变化来看，目前

100个人需要奉养30位老年人，到了

2045至2050年，100个人甚至要奉养

50—60位老年人，此时我们需要有更

高效率的工具包括智能机器人，来辅助

我们更少的人完成更多的事情。

郦全民：今天讨论的是生产力的跃
升。生产力有三个要素：劳动者、生产

资料和生产对象，其中工具属于生产资

料。以往的技术基本上是生产工具，人

是惟一的劳动者，但AI不一样，它可以

充当劳动者，所以，对生产力的跃升必

将是革命性的。

劳动是阶段性需求，
激发人的潜能是目标

刘梁剑：请教付老师，为什么失业
是人类进化的一个标志？

付长珍：当我们被解放出来获得更
多自由时间的时候，我觉得问题不是担

心我们失业了，而是该思考如何来安排

我们的闲暇并使之不无聊。

人工智能技术的涌现正是出于人

的需要，促进人更好的存在。劳动只是

生产力不够发达时的需要，因此应该扩

展劳动的定义。更有价值的劳动，在于

激发出人的更大潜能，提升人的内在本

质，塑造高尚人格和美好生活，使人更

好地成为人。

据做安全过滤，包括去除伦理偏见等。

目前未必所有的企业都这么做，但是智

源作为开源基础大模型的提供者，为了

减少后续使用者的顾虑，我们从源头开

始规范；第二，微调训练的数据也要做

这样的处理；第三，今天没展开讲的强

化学习，它速成跟人类的价值观对齐。

技术上至少是三个环节的流程化处理。

用偏人文的脑袋，我也经常在思

考，怎么把人类的真善美、人类的榜样

注入到大模型？俗语“三岁见老”，当一

个人是善良、有爱心的，没有必要告诉

他很多的条条框框，实际上哪怕会犯

错，也不会犯大错。但是今天做大模型

机器学习时，不得不给出很多的条条框

框。坦白说，做安全对齐、伦理对齐时，

维度也很多。所以这是一个开放的问

题。是否有机会把善良与爱注入到机

器呢？如果不能，或许这就是机器和人

很重要的区别。
刘梁剑：形而上的讨论总能脑洞大

开，走得较远，这是哲学的特性。那么从

技术的角度看，通用人工智能是否有可能

出现？更进一步，超强人工智能是否有可

能出现？这里的关键是出现自主意识。

贺樑：虽然大模型当下依然处在初
级阶段，大部分能力还是由数据喂出来

的，但“涌现”能力让人吃惊。这种“涌

现”能力是一个复杂系统从量变到质变

的过程。原先我认为，量变到质变只是

在物理世界里存在，在数字世界凡事都

可掌控。但这次“涌现”指出了一条人工

智能进阶的新途径——复杂到一定程

度，它会自然产生质变。

林咏华：现在ChatGPT还是一个困

在数字域的囚徒。本来以为这一轮最早

被替代的是蓝领，实际最早被替代的是

白领。AI+X，X的那些学科的发展并没

有像人工智能那么快，这也导致机器人

有一个很聪明敏捷的脑袋，但是四肢的

准确性、灵活性还没有匹配上。比如，在

分拣上的速度，机械臂满足不了10毫秒

以内的灵活柔性抓取。所以离大家期望

的老有所依、为我们做风吹日晒下的事

情等设想还比较远。

是否会有自主意识？这次大模型引

领的AI是否到了一个“奇点”？我个人

分成三层来看：第一也是最低的，AI可

以自主去应对人类的需求，调用有限掌

握的几个工具完成人类的任务；第二它

是否有能力自主地去学习还没有学过的

东西；第三它是否能够自主地去创新，去

突破一些我们没有让它突破的难题。比

如说怎么让飞机净重减少一半，或者会

自主地去看到海洋里因为污染而濒临灭

绝的生物，并去设想拯救方案。

现在看到，目前可以初步达到第

一个层次，未来10年可以达到第二个

层次，而第三个层次将会是很难达到

的目标。

范式改变：
成本升降带来  应用的巨变

工具或朋友：
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关系？

解放或焦虑：
大模型带来自由还是失业？

郦全民：最近，在英国一些地方正在
进行UBI（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ba 

sicincome）实验：从社区里随机抽取实

验者，每月可获1600英镑，随你上班或

不上班，不需要承担任何义务，以此来观

察这些人会有怎样的变化。我个人觉得

这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会进入

一个体验的时代。

通用人工智能：
何时出现，拥有自主意识？

13位听友现场互动，其中优秀提问奖获得者与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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