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现状的分析和建议 

 

 

OpenAI 开发的 ChatGPT 产品一经发布便震动了整个人工智能界，同时由于

其将可能给普通大众的生活带来深刻的影响，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

论。以大语言模型为基座的通用人工智能技术成为现实的趋势越来越大。我们对

现状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寻找差距和问题，积极应对这种趋势带来的挑战。我们

同时需要对大语言模型之后人工智能的下一轮潜在技术突破口做预判和探索，早

做人力资源和技术储备。  

 

人工智能发展有五个主要要素：算法、算力、工程、数据、市场。我国人工

智能具有巨大的市场优势。算力由于芯片所限则是短期难以弥补的短板，这个问

题的教训已经非常惨重不在这里赘述。我们具有丰富的数据资源，而且我们也有

丰富的人力资源来从事数据清洗、标注工作，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是可以解决的。

我国发展通用人工智能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同时精通算法和工程实现的顶级

人才稀缺。 

简单地说，现代人工智能技术是通过机器学习及由其驱动而发展起来的计算

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和语音识别技术来实现多模态数据融合的现实交互。因此，

算法层面目前主要牵涉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语音识别等。机

器学习是核心，后三者则是应用场景驱动。机器学习对人工智能起关键作用的领

域目前主要包括深度学习、强化学习、因果学习。下面仅就这些领域根据自己个

人的体会进行讨论。当然肯定还存在或将涌现其他潜在应用场景和方法领域。  

我国人工智能力量主要集中于计算机视觉和深度学习，而在自然语言处理和

强化学习领域相对薄弱些。这主要是因为计算机视觉研究的对象没有地域问题，

发展水平一直紧跟在国际前列。而深度学习的突破源于计算机视觉，这也使得深

度学习在我国的发展和国际水平相差不大。相应的视觉产业市场明晰，所以数据

标注布局也比较充足。 

自然语言处理的任务原要比计算机视觉丰富和复杂，其发展一直要落后于计

算机视觉。而且，语言具有特异性，即中文与英文存在不同，所以直接借用基于

英文开发的语言模型到中文处理任务中不一定非常适宜。此外，由于自然语言处

理难度问题使得市场潜力没被充分重视，而且中文互联网各自为政，中文互联网

数据质量也较差，现在中文数据反而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我国在

机器翻译和信息检索等应用发展还是不错的，但总体来说和计算机视觉的国际影



响力不能比。   

强化学习的成功主要体现在棋类游戏这类具有明确规则的应用场景，在其他

领域应用落地一直不那么成功。强化学习对概率统计背景知识要求相对比较高，

我国大学基本上开不出高水平的强化学习课程，所以该领域人才储备无论数量还

是质量都不够。ChatGPT 可以视为深度强化学习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落地取得

巨大成功。  

因果学习和概率图模型一直是人工智能的重要方向，经济学诺贝尔奖和图灵

奖都曾颁授给该领域，但是目前它面临着大规模数据的可扩展性问题，所以还没

有像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一样在实际场景问题取得成功，但前景仍赋遐想。可能

将引领大语言模型之后的下一代人工智能技术。我国因果学习以北大统计学科为

代表积累了较强的学术实力，主要问题是和计算机科学的结合相对要滞后些。  

好的算法需要好的工程实现才能发挥其最大的效果。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基

于深度学习和强化学习，且依赖于大规模数据，所以工程实现变得尤为关键。深

度学习在计算机视觉中以及强化学习在大语言模型中取得的成功都是算法和工

程完美结合之作。机器学习系统已成为了一门重要的领域。虽然大学培养了大量

计算机人才，但他们的工程能力提升极大得益于开源社区。“高手在民间”，民间

力量一直是一股不可忽视创新的力量。然而通用人工智能对算力和数据要求高，

这会堵塞民间发展，因为他们会觉得有心无力，难以有机会积累实战工程经验。

算法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自我学习，但工程经验一定得需要借助社会平台，个人力

量无法企及。  

人工智能的主要支柱学科是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比如，机器学习和统计学

密不可分，而统计方法是研究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和语音识别的主流方向。

由于我国学科发展是由资源分配所驱动，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存在严重的学科壁

垒，制约了两个学科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此外，我国统计学的发展也极其不平衡，

统计学科主要建在一些财经和师范类大学，综合性和理工类大学则对统计学科发

展重视不够。这种不平衡导致了统计学不能很好地支撑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在

计算机科学，由于理论和系统领域难度大、产出周期长，对这些领域的投入热情

不高，更热衷于从事出成果快的领域。这些因素致使我国在算法和工程领域顶级

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不够。但重大创新性成果往往取决于最优秀的人才。 

 

发展人工智能技术需要高度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执行力，需要务实、理

性、严谨的求是态度。人工智能是一门年轻人的学科。我们需要创造一个良好

的环境和机制，让有才华的年轻人有机会脱颖而出。因此，1）加强和升华计算



机科学和统计学的本科生培养，并深度融合两个学科的培养体系以适应现代发

展需求；2）博士生培养以做项目完成指标为导向和以做论文为研究驱动的模式

已经不能很好地服务科技的创新，我们需要以解决重要问题为激励的培养模

式；3）国家层面构建一个公用的大型算力和数据平台，使得民间力量有施展的

机会，从而让民间创新的活力保持健康发展，国家也得以积蓄人力资源。无论

如何，我们这样的大国总要有实实在在做通用人工智能模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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