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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金桥：从技术路线来讲，未
来，类 ChatGPT 应用可衍生成为
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操作系统，
搜索引擎、office 办公软件等都
可以是包含其中的应用，使之成
为人工智能界的新基建，亦是深
深嵌入人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
的有力工具。
  车万翔：现阶段，自然语言处
理技术逐步从语义层面向推理层
面迈进，推理层面解决好后，接下
来就要进入应用层面，也就是 AI
要能听懂语言的弦外之音，理解
同一句话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含
义，更好适应语言表达的个性化。
  要让 AI 拥有这些更高级的
能力，首先要构建足够大的模型，
但大模型只是解决了知识的存储
问题，怎样能更好地调用知识
呢？——— 强化学习，在代码上继续
训练，让 AI 生成的结果更符合人
类的预期，越来越有“人味”。
  何俊良：很多专家都很关注
ChatGPT 的可信性问题，在我看
来，搜索基本上是唯一的解决方
法，即 ChatGPT 能为自己的结论
提供来源，这样人们可以自行分
辨是对是错、可不可信。列出理由
的结论，总让人感觉更加可以信
赖，心里更踏实。
  很多用户使用搜索，用得并
不是很好，因为搜索引擎最重要
的是找到关键词，而很多时候这
并不容易。这时，ChatGPT 就可
以扮演解释的角色，将用户的自
然语言转化成关键词再搜索，然
后把结果给大模型，整合后再输
出给用户。我认为这就是一个理
想的结合场景，既能省去人脑总
结提炼的时间，搜索准确率也
更高。
  吴楠：我认为，搜索和大语言模型相结合存
在一个鸿沟。搜索引擎需要一定的稳定性，搜索
结果通常应该是客观而正确的。但 ChatGPT 这类
大语言模型，对问题的回答是不断迭代的，不像
搜索引擎那么稳定。大家会问 ChatGPT 很多有意
思的问题，但在搜索引擎上不会这么问。
  唐明：有一点需要注意，网络搜索出来的结
果就一定可信吗？不见得。一次搜索能有成千上
万条结果，ChatGPT 能总结、合成得完吗？如果不
能完全总结，那么 ChatGPT 会不会限制搜索者的
视野？ChatGPT 如何扩展自己的知识面呢？
  在人工智能三大领域算力、数据和算法中，
我国都有人在做，算法技术也都掌握。但我认为，
仅仅有这三点还不够，还需要的是保持耐心和专
注。耐心和专注不仅仅是对科研人员的要求，也
是对投资人的要求，持续深耕才能开花结果。不
过，无论如何，未来可期。
  陈雨强：数据更新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不可能每天或每个月更新一次，这样成本太高，
机器学习和推理训练的成本也很高。所以，如何
让“AI 脑”及时跟上步履不停的信息社会，让人们
能用搜索引擎把更多更新的数据调用出来，也是
需要突破的技术。
  还有数据源方面，今后可能会出现服务于不
同需求的、专业化版本的类 ChatGPT 应用，分别
对接不同的数据源。比如新闻版本的，数据源就
要更加严谨可靠。

　　（上接 1 版）河南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做好今年农民工跨省劳务输出，早在春
节前，随着农民工大量返乡，全省各地持续开
展“豫见·省外”活动，精准对接长三角、珠三角
等务工人员集中输入地，开展重点地区劳务协
作，以点带面引导务工人员有序外出务工。
　　“春节前，我们就在为农民工输出做准
备，组织全县 590 多名农村劳务经纪人和全
县 54 家劳务公司持续推送岗位信息。”开封
市杞县人社局副局长陈江说。
　　在杞县官庄乡一个占地数十亩的客运汽
车站，常年开通向江苏、广东的客运线。“春节
以来，这个客运站向江苏省沙溪镇已累计‘点
对点’输送 1 万多名农民工，其中，官庄乡籍
的就有 4000 人左右。”官庄乡乡长李俊
威说。
　　除了引导农民工有序输出，河南正推动

“豫字号”劳务品牌建设。河南省委省政府以

“强素质、提能力”为突破口，连续多年在外出
务工人员中开展“为当地作贡献、为河南添光
彩”活动。
　　“我们依托省部共建全民技能振兴工程，
设立劳务输出基地县，有重点地开展品牌技
能培训，提升从业群体的竞争能力，打造全国
知名的劳务品牌。”河南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
表示，2021 年，河南又实施了“人人持证、技
能河南”建设，进一步提升河南劳务品牌规模
效应和影响力。
　　河南金鹏管道有限公司尝到了工人技能
提升带来的甜头。
　　该公司副总经理叶卉说，经过工人技能
提升，公司有两个喜人变化：一是普工流失率
降至 6%，工人队伍稳定；二是通过去年年度
财务测算，企业 PVC 管材成品率较行业平
均水平，提高了 1.8% ，仅此一项，节省成本
172 万元。

　　今年 1 月，公司出台了节约奖政策，把
生产车间划为利润增长中心，当月节约的成
本，作为奖金按比例奖励给员工，有效激发工
人积极性。
　　据河南省人社厅统计，2022 年，全省开
展职业技能培训 432.3 万人次，新增技能持
证人才 403.2 万人、高技能持证人才 140.8
万人，实现劳动力资源从数量向质量转变，从
分享“人口红利”向释放“人才红利”转变。

  “春暖雁归来”：以百万人返乡带千

万人就业

　　“疫情对农民工的务工心态和就业观念
产生了明显影响，越来越多农民工倾向就地
就近就业。”河南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刘刚说，
返乡创业已经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支
撑，带动农村劳动力家门口就业增收。

　　河南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
2022 年，河南省新增返乡创业 137 万人、带
动就业 900 多万人。从“进城走他乡”到“创业
回家乡”，河南返乡创业成效喜人，由早期的
零星分布、较小规模发展为产业集聚、量质齐
升，呈现出主体多元、业态多样的良好态势。
　　 1993 年，17 岁的农村青年唐书景离开
周口，带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远赴广东东莞
一家鞋厂打工。2010 年，唐书景看中家乡劳
动力资源充沛、人力和土地成本低的优势，在
周口淮阳区租厂房，建设帽子生产线。
　　历经 10 多年创业发展，唐书景在淮阳
的工厂规模不断扩大，占地面积从 4 亩扩至
107 亩，建起一栋栋标准化厂房，各类帽子年
产能达 3000 万顶。他们还在淮阳及其周边
县区、安徽、湖北等地建起“卫星工厂”，让留
守妇女和老人在家门口就业。
　　在汝南县，当地累计返乡创业人数达 5

万人，带动 10 万多人就业。为利用好农民工返乡
创业这股力量，汝南县政府搭建平台，整合农村闲
散建设用地指标，建设小型乡镇产业园，配套厂
房，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形成了一条长 150 公
里、覆盖 13 个乡镇的乡村振兴示范带。
　　在汝南县三门闸街道东城社区，一栋将近 8
千平方米的乡村车间建在村边地头，厂房内 300
多台针织电脑横机正在调试。“现在手头订单充
足，来自欧美的针织衫外贸订单有 16 万件，关键
是招工。”该车间的返乡创业人士牛德草说，从正
月初九开始招工，预计招工 260 多人。
　　目前，河南已构建起创业培训、创业担保贷
款、创业孵化、创业服务“四位一体”创业扶持体
系。2012 年至 2022 年，河南累计发放创业担保
贷款 1206 亿元，连续多年居全国之首，创业成为
乡村产业振兴的新引擎，扩大就业的新动能。
  据河南省人社厅统计，目前，全省农民工返岗
率达 93% 以上。

透视“风口”，把脉 Ch a t G P T

漫画 曹一

　　最近，许多人都多了一位“网

友”——— ChatGPT。

  它是一个聊天机器人，由美国

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从

2022 年 12 月 1 日正式发布至今，

月活跃用户已达 1 亿，成为历史上

增长最快的消费者应用程序。

  说是聊天机器人，它可不只能

“唠嗑”。大数据、大算力、强算法赋

予了它“超级大脑”。它能写作业、写

论文、当助教，写代码更是“老本

行”，能通过工程师测试、硕士期末

考试，俨然一个“全能学霸”。

  强化学习、交互训练又让它学

会“说人话”。它也能创作文案、小

说、剧本，比起它的 AI 前辈们，改掉

了很多“机器腔”。

  但毫不例外，ChatGPT 也有

站在阴影里的另一面。偏见无法避

免，成本依旧高昂，推理能力不足，

甚至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还

有不少用户吐槽，ChatGPT 给出

的参考建议笼统模糊、过于四平八

稳，缺乏信息密度，常有“正确的废

话”。

  ChatGPT 究竟是不是钻进人

类社会的一条鲶鱼？

  ChatGPT 是否宣告“强人工

智能”时代的到来？

  ChatGPT 如何影响人类的未

来，它自身的未来又会迈向何方？

  当 AI 越来越强大甚至无限趋

近于人，甚至超越于人，那么属于人

的，还有哪些抢不走的领地和独特

的价值？

  近日，新华社中国搜索团队召

集业界权威专家，剖析前沿，华山论

剑，透视“风口”，把脉 AI 的发展。

  王金桥：ChatGPT 基本上把 2021 年及
以前互联网上所有的数据都学习了一遍，相
当于一个世界知识的统一建模。在如此规模
的参数量下，更好的关联推理就能够实现了，
也能够通过算法更好地模拟人的意图。所以
业内很多人认为 ChatGPT 是人工智能的再
一次革命性突破。
  但也有人不认可，认为 ChatGPT 还只是
世界知识的一个组合，基于组合产生了一些
观点和判断。
  我认为 ChatGPT 现在的问题，一是对常
识的建模弱了点，很多网友晒出了 ChatGPT

“翻车”、令人啼笑皆非的回答；二是缺乏多模
态的信息，目前它的推理较弱，理解不了诸如

“说曹操曹操到，到底是小明到了还是曹操到
了”这样的信息。
  车万翔：回顾自然语言处理发展史，可以
发现一个有趣现象：20 世纪 50 年代，自然语
言处理初代范式诞生，主要是做专家知识系
统，或用小规模的规则系统实现机器自处理，
这一阶段持续了约 40 年；之后进入浅层机器
学习算法阶段，持续了约 20 年；2010 年后开
启了深度学习算法时代，直到 2018 年第一代
GPT 等的面世，又带我们走进大规模预训练
模 型 的 时 代 ；4 年 后 ，正 是 2 0 2 2 年 末 ，
ChatGPT 引爆全球关注——— 每一代突破性

技术诞生的间隔，都差不多是上一代的一半。
按“摩尔定律”继续推演，我们可以憧憬，到
2025 年可能会有新的、更强大的 AI 诞生。
  凌强：ChatGPT 比我想象得要好。在我
的想象中，ChatGPT 可能会给我“和稀泥”的
回答，相当于没有对也没有错，但实际上它给
我的答案还是有针对性的，从 AI 技术的角度
讲，ChatGPT 在特征工程上应该有非常强大
的方案。
  另外，当我用同一问题反复问它，它的回
答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
也让它更像“人”，毕竟问一个人想吃什么，他
每次会有不同的回答，这说明 ChatGPT 的随
机决策模型也做得不错。
  沈阳：我认为，ChatGPT 在技术上是弱
人工智能走向强人工智能的重要节点。从商
业上来说，应该会引发一场大洗牌。对善于使
用网络的人来说，ChatGPT 可以成为非常好
的助手，在文案写作、检索等领域，能简化三
四成的工作量。
  杨君：ChatGPT 最具突破性的方面在于
逻辑衔接能力，但我认为它还不具备独立推
理能力。有用户用三段论跟它对话，它得出了
不太符合常识的推论，这是 AI 还赶不上人脑
的一大方面。人脑的强大，就在于归纳和推理
能力。有人拿阿尔法狗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来

证明人脑比不过“AI 脑”，然而，目前的智能
决策都还仅限于特定场景，算法在特定规则
下才能表现出非常强的能力。我认为，能适应
和突破变化的规则，是强人工智能的重要发
展方向。
  吴楠：不少用户发现，ChatGPT 在一些常
识性的、正常人绝对不会犯错的问题上经常犯
错，需要人工干预和修正。而到底什么是常识性
问题呢？这个界定其实是很困难的，触碰到了比
模型本身更高一层、更加原始的“源问题”。对此
的研究和探讨，有助于厘清 AI 在哪些地方需要
人的修正和帮助，划分出人机边界。
  季逸超：在搜索场景下，ChatGPT 还面
临一些挑战。对于事实性的问题，机器通过学
习能得出一致的答案，比如“中国的首都在哪
里？北京”。但对于观点性的、百家争鸣的问
题，如何保证机器学习后，能给我们一个全面
公正、没有偏见的结果？
  陈雨强：我问了 ChatGPT 一个问题：如
果要做生意，是卖咖啡好还是卖椰子水好？
这个问题背后，其实是对商业模式的判断。
对 ChatGPT 而言，如果曾有人在互联网上
对比过卖咖啡和卖椰子水，而且分析得有见
地，那么 ChatGPT 就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回
答；但如果先前从未有人写过这类文章，
ChatGPT 是不能产生相关见解的。

“ 强 人 工 智 能 ”时 代 就 此 到 来 ？

  高跃：ChatGPT 生成的内容，面临真实性、
准确性以及版权方面的问题。这也给我们带来
很多挑战——— 除了辨别真伪、保护版权，还要
能够识别这到底是不是个人的创作，或者能区
分出哪部分是 AI 生成，哪部分是人的创作。
  陈雨强：对于一篇专业性或学术性的文
章 ，署 名 作 者 是 一 定 要 负 责 的 ，而 恰 恰
ChatGPT 是不能负责的。学术论文的署名作
者，既要对论文做出了“实质性贡献”，又要能
承担相关的责任，而这两条 ChatGPT 都不满
足，并且现阶段 ChatGPT 生成的内容完全达
不到“文不加点”、无需加工的程度，而是需要
人的修改、润色、校对，最终得由人来署名。那

么，人的智力参与达到什么标准才能署名？这
就牵涉到识别内容究竟是由人还是机器生成
的问题。
  何俊良：如果问 ChatGPT 我们自己不熟
悉的专业领域的问题，它的回答会看起来非
常专业，但实际上可能包含很多错误的知识
和误导性观点，而我们难以分辨。
  真实性问题会带来信赖危机，而一旦公
众不敢信赖一款应用，它也便难于发展。比如
自动驾驶技术，就算准确性达到 99% ，但由
于 AI 的决策不可解释、不可完全控制，很多
人就不信赖它，不愿意去使用，这也导致自动
驾驶技术一直未能普及。

  大语言模型目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之
一，就是怎么去判断 AI 的输出到底是对是
错，学界也特别关心。
  陈雨强：可信性问题确实很重要。目前
ChatGPT 热度正劲，但除了日活数据，还有
一个关键指标是用户留存数，也就是有多少
人在一周、一个月、半年之后还在持续使用这
款产品。
  信息或知识来源是否可靠，每条引用甚
至每句话是否都有出处，推理是否经过验证，
生成的文章是否可溯源，都会影响用户留存。
新鲜劲过去后，可信性问题直接影响用户还
愿不愿意使用这款产品。

无 所 不 能 ，但 对 真 实 性 概 不 负 责 ？

技术厮杀激烈，蓝海很快会“染红”？
  沈阳：ChatGPT 的横空出世，激发了多
家 AI 领域巨头的反应。北京时间 2 月 7 日，
谷歌发布了基于谷歌 LaMDA 大模型的对话
AI 系统 Bard ；同天，百度宣布大模型类项目

“文心一言”计划在 3 月份完成内测并对公众
开放；此后第二天，微软推出由 ChatGPT 支
持的最新版本必应搜索引擎和 Edge 浏览器。
  从技术竞争的角度，我认为第一波竞争大
概一年时间就会基本结束，战局就明确了，因
为 ChatGPT 的增长速度太快了。大家都在关
注它积累到 3 亿用户是什么时候，再就是 4 亿
用户、5 亿用户……我认为 30 亿是个节点。脸

书经过这么多年扩张，也就 30 亿左右用户。
  AI 领域，时间窗口非常短。ChatGPT 用
户数已经超过 1 亿了，它可以充分调动全球
用户来进行社会训练，自我完善会非常快。
  国内也是这个逻辑，谁率先推出，谁就率
先获得更有优势的社会训练。
  陈雨强：我认为，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由于智能客服的普遍应用，中国的技术已达
到了一定的成熟度。下一步，自然语言处理技
术应更加注重面向企业端，为企业的经营决
策、生产管理、降本提效、开拓市场、资产管理
等提供服务，以更好地商业变现。

  季逸超：ChatGPT 问世后，国内很多人
在讨论，为什么率先做出这种产品的不是我
们，或者说我们需要多久才能做出类似的产
品。作为技术人员，我认为中国企业在 AI 多
个技术领域发展得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在应
用端做出了很多成功模型。
  我们要达到类似 ChatGPT 的水平，往往
要选择一个参数规模极大的语言模型去训
练，目前成本还非常高。这也许正是机会所
在——— 切中搜索引擎的其中一个切面，做一
个表现更好、规模更小的模型，做垂直功能，
同时把成本打下来。

  沈阳：有人做试验，让 ChatGPT 参加考
试，其能达到硕士的入学水平，这预示着一般
性脑力劳动在未来的价值会大幅降低。如果
ChatGPT 发育得比较充分的话，我们未来的
整个教育体系是要改变的。我们要培养下一
代增加创造性知识的能力，提供 AI 所不能提
供的价值。
  如果不解决好教育和人才培养问题，在

AI 时代就很可能产生严峻的就业问题，进而
影响产业升级，带来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我们大学老师也焦虑，自己还剩下什么
能“教”的呢？我认为，一方面是教学生不断
提出好问题，另一个方面是提炼升华 AI 生
产内容的能力。挡住学生用 ChatGPT 写论
文是不可能的，那就教会学生用它学习、优
化思考。

  唐明：我认为，ChatGPT 能极大提高人
类的工作效率，但所谓取代人类，则远远谈不
上。AI 再怎么发展，最终还是需要人做出判
断，不可能完全信赖机器。
  而人要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就对教育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培养出有知识储备、能
看懂 AI 逻辑过程、能驾驭 AI 而不被它牵着
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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