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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缩写为AI。它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

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它企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人类智能相

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该领域的研究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和专家

系统等。人工智能从诞生以来，理论和技术日益成熟，应用领域也不断扩大，可以设想，未来人工智能

带来的科技产品，将会是人类智慧的“容器”。人工智能可以对人的意识、思维的信息过程的模拟。人

工智能不是人的智能，但能像人那样思考、也可能超过人的智能。

马斯克等全球千名科技人士联名呼吁

暂停更强大的AI开发

最近，有关ChatGPT和人工智能，几乎每天都

有新闻。随着更“聪明”的GPT-4发布，人们对技

术的恐慌和对科技伦理的担忧，得到了更多关注。

最新的消息是，当地时间3月29日，美国非营

利组织未来生命研究所发布了一封名为“暂停巨

型AI实验”的公开信。上千名人工智能专家和行

业高管在信中呼吁，所有人工智能实验室应当暂

停对更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和训练。至

少，暂停半年。他们建议，如果不能迅速实

施这种暂停，“政府应介入并实行暂停”。

人工智能对社会和人类的潜在风险，

已经成为不少科技人士的共识，其中包括“人工智

能教父”杰弗里·辛顿、特斯拉和推特CEO埃隆·
马斯克、图灵奖得主约书亚·本希奥。为此，他们

在这封公开信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只有当我们能够确信，AI体系的有利因素

都是积极的，且风险都可控，一个强大的AI体系

才能成熟。”公开信中这样写道。

实际上，这不是未来生命研究所第一次公开

呼吁对人工智能发展的警惕。2014年，这个组织

在美国成立，成立的初衷一方面是促进对“未来乐

观图景”的研究，一方面则是“降低人类面临的现

存风险”。而后者一直是其关注的重点。

2015年，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和埃隆·马斯

克等数位科学家、企业家，与人工智能领域有关的

投资者，联名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警告人们必须更

多地注意人工智能的安全性及其社会效益。

那时，AI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呈现出令人不

安的“智能”。但从那时候开始，马斯克就已经

表示，他坚信不受控制的人工智能“可能比核武

器更危险”。

8年后，在愈来愈动荡的经济形势中，新一封

公开信的签署者们提出疑问：“我们是否应该让机

器用宣传和谎言充斥我们的信息渠道？我们是否

应该自动化所有工作，包括令人满意的工作？我

们是否应该发展最终可能比我们更多、更聪明，淘

汰并取代我们的非人类思维？我们应该冒险失去

对我们文明的控制吗？”

欧洲刑警组织3月27日也发出警告，ChatGPT

等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很可能被犯罪分子滥用：

“大型语言模型检测和重现语言模式的能力，不仅

有助于网络钓鱼和在线欺诈，还可以用来冒充特

定个人或群体的讲话风格。”他们的创新实验室已

经组织了多次研讨会，探讨犯罪分子可能会怎么

做，列出了潜在的有害使用方式。

这些签署者希望，奔向危险的脚步能够“暂

停”，先共同开发出一套用于高级人工智能设计和

开发的共享安全协议，并由独立的外部专家进行

严格审计和监督。AI开发人员也需要与政策制

定者合作，开发强大的AI治理系统。

据《中国青年报》

人工智能（AI）

合成图像真假难辨

据美国《财富》杂志网站报道，这些“特朗普被

捕”的图片由总部位于荷兰的开源调查媒体“响铃

猫”网站的创办人艾略特·希金斯生成。

当希金斯看到有关特朗普可能被捕的消息时，

决定将其可视化。为此，他使用最新AI绘画工具

Midjourney 制作了关于特朗普被捕的图片。他表

示，最新工具比之前的版本复杂得多，极大地改进

了图像的视觉效果。随后他在推特上分享了合成

结果：前总统被警察包围的图片，其中徽章做了模

糊处理。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报道，仅两天，

希金斯发布的这条帖子被浏览了近500万次。

人工智能专家表示，虽然处理并生成虚假图片的

技术并不新鲜，但该领域技术的进展速度以及人们对

技术的滥用值得关注。数字内容分析公司Truepic的

穆尼尔·易卜拉欣指出，“合成内容正在快速发展，真

实和虚假内容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难分辨”。

《财富》杂志指出，如今各种AI图像生成工具变

得触手可及，它们可在用户发出简单指令后，迅速

生成海量栩栩如生的图片。例如，Midjourney这款

文本到图像模型现在可生成模仿新闻机构照片风

格的图像，如此一来，这些AI生成的图片有望在混

乱的新闻环境中“浑水摸鱼”，混淆视听。

专业人士强调称，大量制作虚假但看似可信

的图像的能力已有了巨大进步，而且很容易用于

欺骗目的。

技术打击“深度伪造”

希金斯认为，随着合成图像越来越难辨真假，

对抗错误视觉信息的最佳方式是提高公众的意识

并加强这方面的教育，社交媒体公司可把重点放在

开发能够辨别AI生成图像的新技术上，并将这种技

术融入自己的平台。

比如，推特出台了相关政策，禁止用户分享可

能造成伤害的欺骗性和操纵性媒体内容，例如可能

导致暴力、广泛内乱或威胁个人隐私的推文。今年

2月，推特推出了“社区笔记”功能，允许用户在推文

下方添加注释，并且以长内容的形式进行解释。有

观点认为，“社区笔记”或将能够帮助推特成为更可

信、让更多人积极发言的平台，并帮助减少假消息、

误导性内容的比例，以此吸引更多广告投放。

政策监管势在必行

“特朗普被捕”虚假图片在互联网泛滥还提供

了一个案例研究，表明目前缺乏企业标准或政府法

规来解决使用AI制造和传播谎言的问题。

纽约研究人员米歇尔说，他担心这个世界还没

有准备好迎接即将到来的铺天盖地的虚假信息。

专家们一致认为，特朗普的名气使虚假图片很

容易被发现，但识别出普通人相关的虚假图片可能

困难重重，而且生成虚假图片的技术一直在进步。

从政策角度来看，亟待以立法形式对深度合成技术

的应用进行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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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生成的合成图像泛滥且真假难辨
政策监管势在必行

近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被全副武装的纽约防暴警察按倒在地的图片在推特等社

交媒体平台泛滥，但这些看似细节丰富的图片却与事实毫不相干，这些图片出自人工智

能(AI)驱动的图像生成技术。

专家们警告说，这些图片昭示出一个新现实：在重大新闻事件发生后，虚假图片和

视频有可能充斥社交媒体，进一步混淆事实，因此亟须部署相关技术并制订相关政策，

对类似技术进行监管。 据《科技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