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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对人的意识、思维过程进行模拟的一门新学科。似乎在一

夜之间，人工智能从虚无缥缈的幻想成为了现实。2016 年 3 月，AlphaGo 

计算机程序轻取围棋九段棋手李世石，这一里程碑事件向世界证明，机器

可以像人类一样思考，甚至比人类做得更好。 

在数据收集及整理、算法及计算能力飞速发展的带动下，人工智能领

域实现了诸多重大突破。过去，计算机系统需要手动编程来完成既定任务；

如今，系统具备了自主学习的能力，可以根据新的数据信息自动调整而无

须重新编程。目前许多机器学习系统已经成功实现商用，且应用领域十分

广泛，尤以金融、医疗及制造业领域的发展最快。 

鉴于人工智能可大幅提升生产力，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将有

可能受到巨大影响。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今年年初发布的一份报告预测中国

约一半的工作内容将有被自动化的可能，使中国将成为全世界自动化潜力

最大的国家。未来中国将会有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受到冲击，重复性工作内

容和可预测的程序性任务构成的职位尤其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整体来讲，

虽然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将是渐进式的，但具体到某项工作内容

上，它带来的冲击可以是极为剧烈的，短时间内就有可能让某些职业退出

历史舞台。简而言之，人工智能将推动形成所谓的“技能偏好型科技变

革”——即拥有数字技能的人才将特别受到重视，而对仅有中、低等技能

的劳动力的需求将进一步降低，最终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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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人工智能对推动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最早将在 2024 年达到峰值，并

在之后的 50 年中减少五分之一。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指出，根据应用

速度的不同，基于人工智能的自动化提升的生产力每年可为中国贡献 0.8

至 1.4 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 

在多家中国科技巨头的推动下，中国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中心

之一。众多的人口和完整的产业结构给中国提供了创造海量数据和广阔市

场的潜力。中国应注重培育创新能力，同时做好基础性工作，如建设开放

的数据环境，打造精英人才库等。 

研究发现，美国和英国的人工智能科研更具影响力。美国的人工智能

生态系统更为完备，孕育了更多更有竞争力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另外，

只有当人工智能技术充分应用于传统行业，而不仅仅属于科技巨头时，其

经济潜力才会充分彰显。这就要求克服重重障碍，包括商业领袖的战略意

识不足，专业技术知识的缺失和较高的实施成本。 

人工智能发展前景广阔，可用于改善医疗、环境、安全和教育，提升

民生福祉。与此同时，由于它模糊了物理现实、数字和个人的界限，衍生

出了复杂的伦理、法律及安全问题。随着人工智能的逐渐普及，需要审慎

管理来应对这一转变。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应由市场主导，但它的健康发展也离不开完备

的政策框架。我们建议，中国的人工智能战略应考虑五个重点：建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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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生态系统，拓宽人工智能在传统行业的应用，加强人工智能专业人

才储备，确保教育培训体系与时俱进，，以及在国内和国际上建立伦理和法

律共识。 

科技产业正在快速的全球化。中国有能力，也有机会领导人工智能在

全球范围的发展和治理，确保人工智能为全人类福祉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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