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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体进入批量化生产时代

智能体是人工智能（AI）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
念，是指能够自主感知环境、做出决策并执行行动
的智能实体，它可以是一个程序、一个系统或是一
个机器人。

智能体的核心是人工智能算法，包括机器学
习、深度学习、强化学习、神经网络等技术。通过
这些算法，智能体可以从大量数据中学习并改进
自身的性能，不断优化自己的决策和行为。智能
体还可根据环境变化做出灵活的调整，适应不同
的场景和任务。

学界认为，智能体一般具有以下三大特质：
第 一 ，可 根 据 目 标 独 立 采 取 行 动 ，即 自 主 决

策。智能体可以被赋予一个高级别甚至模糊的目
标，并独立采取行动实现该目标。

第二，可与外部世界互动，自如地使用不同的
软件工具。比如基于 GPT-4 的智能体 AutoGPT，
可以自主地在网络上搜索相关信息，并根据用户的
需求自动编写代码和管理业务。

第三，可无限期地运行。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
授乔纳森·齐特雷恩近期在美国《大西洋》杂志发表的
《是时候控制 AI智能体》一文指出，智能体允许人类
操作员“设置后便不再操心”。还有专家认为，智能体
具备可进化性，能够在工作进程中通过反馈逐步自我
优化，比如学习新技能和优化技能组合。

以 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LLM）的出现，标
志着智能体进入批量化生产时代。此前，智能体需
靠专业的计算机科学人员历经多轮研发测试，现在
依靠大语言模型就可迅速将特定目标转化为程序代
码，生成各式各样的智能体。而兼具文字、图片、视
频生成和理解能力的多模态大模型，也为智能体的
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它们可以利用计算机视觉

“看见”虚拟或现实的三维世界，这对于人工智能非
玩家角色和机器人研发都尤为重要。

风险值得警惕

智能体可以自主决策，又能通过与环境交互施
加对物理世界影响，一旦失控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极
大威胁。哈佛大学齐特雷恩认为，这种不仅能与人
交谈，还能在现实世界中行动的 AI 的常规化，是

“数字与模拟、比特与原子之间跨越血脑屏障的一
步”，应当引起警觉。

智能体的运行逻辑可能使其在实现特定目标
过程中出现有害偏差。齐特雷恩认为，在一些情况
下，智能体可能只捕捉到目标的字面意思，没有理
解目标的实质意思，从而在响应某些激励或优化某
些目标时出现异常行为。比如，一个让机器人“帮
助我应付无聊的课”的学生可能无意中生成了一个
炸弹威胁电话，因为 AI试图增添一些刺激。AI大
语言模型本身具备的“黑箱”和“幻觉”问题也会增
加出现异常的频率。

智能体还可指挥人在真实世界中的行动。美
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加拿大蒙特利尔大
学等机构专家近期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管理高
级人工智能体》一文称，限制强大智能体对其环境
施加的影响是极其困难的。例如，智能体可以说服
或付钱给不知情的人类参与者，让他们代表自己执
行重要行动。齐特雷恩也认为，一个智能体可能会

通过在社交网站上发布有偿招募令来引诱一个人
参与现实中的敲诈案，这种操作还可在数百或数千
个城镇中同时实施。

由于目前并无有效的智能体退出机制，一些智
能体被创造出后可能无法被关闭。这些无法被停
用的智能体，最终可能会在一个与最初启动它们时
完全不同的环境中运行，彻底背离其最初用途。智
能体也可能会以不可预见的方式相互作用，造成意
外事故。

已有“狡猾”的智能体成功规避了现有的安全
措施。相关专家指出，如果一个智能体足够先进，
它就能够识别出自己正在接受测试。目前已发现
一些智能体能够识别安全测试并暂停不当行为，这
将导致识别对人类危险算法的测试系统失效。

专家认为，人类目前需尽快从智能体开发生产
到应用部署后的持续监管等全链条着手，规范智能
体行为，并改进现有互联网标准，从而更好地预防
智能体失控。应根据智能体的功能用途、潜在风险
和使用时限进行分类管理。识别出高风险智能体，
对其进行更加严格和审慎的监管。还可参考核监
管，对生产具有危险能力的智能体所需的资源进行
控制，如超过一定计算阈值的 AI模型、芯片或数据
中心。此外，由于智能体的风险是全球性的，开展
相关监管国际合作也尤为重要。

新华社记者 彭 茜 （新华社北京 7月 16日电）

东京奥运会期间，中国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曾经在受到外
媒质疑时表示：“中国运动员接受兴奋剂检查的次数是全世界
最多的！”此言不假，仅从世界泳联公布的 2023 年兴奋剂检查
数据就能看到，“蛙王”覃海洋、张雨霏和李冰洁三位“泳士”接
受的兴奋剂检查最频繁，一人的检查次数相当于四到五位外国
奥运冠军的总和。

有“蝶后”之称的东京奥运会两金得主张雨霏去年总共接
受了 43次国内国际兴奋剂检查，包括 27次赛外和 16次赛内检
查。与她同项目的加拿大女子 100 米蝶泳奥运冠军麦克尼尔
的检查总数则是 11次，包括 7次赛外和 4次赛内检查。瑞典奥
运冠军舍斯特伦的数字是 10次，含 7次赛外加 3次赛内。另一
位美国奥运奖牌获得者胡斯克的检查次数为 10 次，含 6 次赛
外加 4 次赛内。21 岁的沃尔什在 6 月举行的美国奥运选拔赛
中爆冷打破女子 100米蝶泳世界纪录，还是福冈游泳世锦赛女
子 4×100 米混合泳接力冠军成员，而她去年竟然没有接受过
一次兴奋剂检查！

覃海洋在福冈世锦赛上将男子蛙泳三个项目的世界冠军
收入囊中，刷新 200 米蛙泳世界纪录，并荣膺世界泳联年度最
佳男子游泳运动员，2023 年他的兴奋剂检查数字达到 46 次，
包括 24 次赛外和 22 次赛内。而英国“蛙王”皮蒂的全年检查
数字为 9次，全部来自赛外飞行检查。

擅长女子中长距离自由泳的“棒棒冰”李冰洁则接受了 42

次兴奋剂检查，含 24 次赛外和 18 次赛内。同项目的美国“多
金王”莱德茨基的检查数字为 11次，包括 6次赛外和 5次赛内。

女子 100 米和 200 米自由泳高手杨浚瑄去年接受了 27 次
兴奋剂检查，女子 200 米和 400 米自由泳世界纪录保持者、澳
大利亚名将蒂特姆斯只有 7次。

在今年 2 月多哈游泳世锦赛上改写男子 100 米自由泳世
界纪录的潘展乐去年共有 29 次兴奋剂检查，包括 17 次赛外、
12次赛内。美国奥运冠军德雷塞尔去年只接受了 7次检查，全
部是赛外；前世界纪录保持者、罗马尼亚的波波维奇去年共接
受了 10次检查；澳大利亚“飞鱼”麦克沃伊的次数为 7次。

此外，2023 年男子 200 米个人混合泳奥运冠军汪顺总共
接受了 22 次检查，400 米混合泳世界纪录保持者、法国人马尔
尚是 12 次；男子 100 米仰泳世锦赛冠军徐嘉余“领走”26 次检
查，美国奥运冠军墨菲为 12 次；新科女子 100 米蛙泳世界冠军
唐钱婷进行了 21次检查，美国名将莉莉·金的数字为 10次。

很多其他外国名将们的兴奋剂检查数字也“平淡无奇”：创
造今年女子 200 米蝶泳最好成绩并改写 400 米混合泳世界纪
录的加拿大 17 岁新星麦金托什去年进行了 16 次检查。今年
打破女子 100米仰泳世界纪录的美国选手里根·史密斯去年接
受了 10 次检查，她的 200 米蝶泳目前世界排名第二。原 100

米仰泳世界纪录保持者、澳大利亚的麦基翁则有 11次。
据了解，这份来自世界泳联的兴奋剂检查“成绩单”是各国

（地区）运动员接受国内国际赛内和赛外检查的数据汇总，巴黎
奥运会前夕更是加大了对中国运动员的检查力度。面对频繁
的交叉式兴奋剂检查，中国游泳运动员高度配合，而且团结一
心、斗志昂扬。正如覃海洋所言：“让实力打破一切质疑！”

巴黎奥运会游泳比赛将于 7 月 27 日开赛，共进行 35 个泳
池项目的比拼。中国游泳队派出 31 人的阵容，目前在法国多
维尔进行赛前适应训练。

此前，就 23 名中国游泳运动员 2021 年食品污染致阳性事
件，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进行了调查，瑞士独立检察官埃里克·科
迪尔在提交的报告中表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对此事的处理

“无偏颇”，当时没有对中国反兴奋剂机构的决定提起上诉“毫
无疑问是合理的”。世界泳联 15日表示，其特别设立的反兴奋
剂审查委员会也做出结论性报告，表明世界泳联在此事的审查
中“没有违规、处置不当或隐瞒”。

新华社记者 周 欣 马向菲 李 嘉
（新华社北京 7月 16日电）

警惕人工智能时代的“智能体风险”

2023 年 11 月 2 日，在英国布莱奇利园，一名参会者经过首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的宣传展板。新华社 发

一群证券交易机器人通过高频买卖合

约在纳斯达克等证券交易所短暂地抹去了

1 万亿美元价值，世界卫生组织使用的聊

天机器人提供了过时的药品审核信息，美

国一位资深律师没能判断出自己向法庭提

供的历史案例文书竟然均由 ChatGPT 凭空

捏造……这些真实发生的案例表明，智能

体带来的安全隐患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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