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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人工智能犹如历史上蒸汽机、电力、计算

机和互联网等通用技术一样，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深刻地

改变人类社会和促进经济发展。这场人工智能革命为释放

人类创造力和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使工人不

再从事最危险和最卑微的工作。此外，许多研究人员正在

寻求更通用的人工智能系统，这些系统在一些智力任务中

与人类智能相当——这种努力被称为通用人工智能

（AGI）。换句话说，更通用的人工智能系统可以与人类智

能相当的水平理解、学习和执行任务[1‒4]。

近年来，一些大型语言模型（如OpenAI的ChatGPT

和Google的PaLM）已被证明在各种领域和任务中比以前

的AI模型表现出更通用的智能。这些语言大模型可产生

新颖甚至是意料之外的结果——这与早期仅仅只会生硬产

生可预测结果的人工智能模型有很大不同。然而，语言大

模型严重依赖统计模式识别和机器学习算法，因此难以完

成需要深入理解上下文的任务。此外，语言大模型所合成

的内容有时包含非事实信息（这被称为人工智能幻觉）。

从真正的因果解释的角度来看，语言大模型是现象级人工

智能产品[5]。

随着人工智能产品不断与人类社会深度结合，有必要

考虑应用通用人工智能系统应该遵从的道德规范。因此，

开发和部署值得信赖、可靠和可解释的人工智能应放在优

先位置，以确保公平分享人工智能进步所带来的益处并减

轻潜在风险。我们认为，AGI的目标不仅是技术通用，更

是让智能技术更好地赋能社会、造福全人类[6]。追求更

通用的人工智能系统是一项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但

对人类的潜在益处可能是变革性的。例如，更通用的人工

智能系统可改变医疗保健、教育、交通和制造等领域服务

和生产模式，还可以带来更高效、更准确的疾病诊断和治

疗，并帮助发现新科学知识、助力个性化学习体验以及实

现能够适应动态变化需求的全自动工厂。

本期人工智能专题报道了最近对更通用人工智能思考

的研究，包括理论研究、算法模型和实用方法。潘云鹤在

题为《群体智能系统的结构分析》的文章中分析了不同类

别群体智能系统结构的一般特性，对三类重要群体智能系

统的结构、机制和实例进行了充分讨论。在《从计算机科

学理论审视意识和通用人工智能》一文中，Lenore Blum

和Manuel Blum讨论了意识图灵机（CTM），旨在研究理

论计算机科学（TCS）中有关意识的问题，CTM为AGI

的创建提供了深思熟虑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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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路遥和朱松纯的《通讯式学习——统一的机器学

习模式》一文提出了一种通讯学习（CL）的形式化方

法，它统一了现有的机器学习范式，如被动学习、主动

学习和算法学习等，并促进新机器学习的发展。这种形

式主义将学习视为一种交流过程，并将教育学与新兴的

机器学习领域相结合。王海峰等的《预训练语言模型及

其应用》一文指出预训练语言模型正在引领从监督学习

到“预训练+微调”的机器学习范式转变，该文全面回

顾了自然语言处理（NLP）领域的代表性工作、最新进

展和未来挑战。

方璐等的《记忆成像》一文提出了一种称为记忆驱动

摄像的双通道成像机制，成像过程在激发-抑制和关联状

态之间交替进行工作。在激发-抑制状态下，像素级细节

会动态巩固或受到抑制，以加强对物体实例的记忆。在关

联状态下，空间和时间一致的内容在其记忆驱动下被合

成。黄铁军等的《基于普通器件实现快 1000倍的相机与

机器视觉》一文提出了Vidar概念，以记录和重建任意特

定时刻的场景辐射亮度。

魏颖等的《人工智能在化学逆合成中的应用》一文综

述了人工智能技术的逆合成预测技术，可自动从现成的实

验数据集中学习化学知识，以预测化合物反应和逆合成

路线。

近年来，数据已成为数字经济最重要的资源之一，

《面向数据权利、数据定价和隐私计算的数据驱动学习》

一文回顾机器学习技术中的数据权利、数据定价和隐私计

算问题。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社会为长远目标，人工智能

算法将接受数据保护法规（即隐私保护法规）的评估，帮

助构建值得信赖的用于日常生活的人工智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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