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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安全治理刻不容缓
文/ 曲忠芳

5月中旬，OpenAI联合创始人、

首席科学家伊利亚·苏茨克弗（Ilya

Sutskever）离职。这并不令业界感到

意外，早在2023年11月OpenAI短

暂罢免CEO山姆·奥特曼的“宫斗”

风波中，外界已预料到可能会有这

一天。在社交媒体上，苏茨克弗的

离职维持了成年人的体面，他发布

一张与OpenAI高管团队的亲密合

影，而CEO奥特曼则对他表示了感

谢与赞扬。

与苏茨克弗前后脚离开的还有

OpenAI的多名高管，其中“超级对

齐”（Superalignment）团队的主管Jan

Leike在离职的同时还发出了“小作

文”，指责OpenAI领导层已高度忽

视了大模型的安全准则，高速推出

“吸引眼球”的产品，将核心放在了盈

利与获取计算资源上。对此，Ope-

nAI方面回应，已提高了对AI风险的

认知，未来将不断提升安全工作以应

对每款新模型的利害关系。

超级对齐团队是 OpenAI 于

2023年7月在内部设立的，任务在于

确保那些具备“超级智能”“比人类还

聪明”的AI系统能够遵循人类的意

图。这里需要交代下超级对齐团队

设立的背景：2023年3月，OpenAI推

出了多模态预训练大模型GPT-4，

之后不久，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

联合知名企业家、学者联合签署《暂

停巨型AI实验》公开信，“呼吁所有

AI实验室立即暂停对比GPT-4更

强大的AI系统的训练至少6个月”。

根据Jan Leike的爆料，OpenAI当时

承诺在未来4年内投入20%的计算

能力来保证AI模型的安全性，但实

际执行上打了很大折扣，随着核心人

物的离职，超级对齐团队基本等于解

散。从去年3月到今年5月，OpenAI

接连进行了GPT大模型的数次更新

迭代，算力成本持续下降。

回看过去一年，超级对齐团队

似乎从一开始就像是“权宜之计”，

OpenAI在不同环境多个场合屡次强

调对模型安全的重视，多举措“安抚”

监管部门、业界及公众对于AI高速

发展的安全风险担忧。事实上，

OpenAI的超级对齐团队从设立到

“解散”的背后，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市

场地位变化的一个反映。从Chat-

GPT引爆大模型热潮，到之后GPT-

4、GPT-Turbo，再到今年2月的Sora

和5月最新推出的GPT-4o，OpenAI

作为AI大模型的开创者，在一定时

期内“一枝独秀”，公众对于AI安全

风险的担忧投射的是对于OpenAI

的一种质疑与拷问。而随着Meta、

谷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以及An-

thropic、Mistral AI以及中国的大模

型企业发力追赶，OpenAI扮演的角

色从“一枝独秀”转变为“主要竞争

者之一”，OpenAI的大模型进入了

相对平稳迭代的阶段，尽管它仍惊

艳业界，但对AI大模型狂飙突进需

要把控好“方向盘”的任务绝不只是

OpenAI一家企业的责任。更为重

要的是，当市场竞争日益白热化、算

力资源日益紧俏的情况下，OpenAI

将更多的资源倾斜至产品迭代升

级，而非“超级对齐”任务上，也就不

难理解了。

AI大模型的狂飙突进故事仍在

续写，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科技巨头

与AI新秀都在铆足全力，共同推动

大模型的使用门槛不断下降，在中

国市场还上演了一场热闹的价格

战。在这种情况下，AI安全治理还

重要吗？人类发展AI还需要“超级

对齐”吗？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当前，全

球人工智能的国际竞争已经从技术

领域延伸至规则制定方面，这既是

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的共

同利益，背后也是大国在AI治理话

语权方面的竞争。于是，我们看到，

欧盟理事会在5月21日正式批准了

《人工智能法案》（AI Act），抢占立法

高地，在其《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成功的基础上延续“布鲁

塞尔效应”；中国在5月8日公布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2024年度立法工

作计划》中，将网络治理和人工智能

健康发展纳入“预备审议项目”中；

美国同样陆续出台一系列与人工智

能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国与法国达

成《关于人工智能和全球治理的联

合声明》、与俄罗斯全面深化在包括

人工智能在内的多领域合作……由

此可见，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与治

理已引起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视，

国际的发展合作与治理协作也日益

频繁。

而对于OpenAI这些AI大模型

的主导企业来说，也越来越多地参与

到国际的框架合作与联合承诺中。

从2023年11月首届人工智能安全峰

会上，28国和欧盟联合签署了《布莱

切利宣言》，坚持“以人为本，值得信

赖和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发展准则，

到今年5月21日在韩国首尔举行的

第二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上，Ope-

nAI、Anthropic、亚马逊、谷歌、微软、

Meta、Mistral AI、xAI、智谱AI等来自

北美、亚洲、欧洲和中东地区的15家

主流人工智能公司就AI开发安全承

诺达成一致，签署了前沿人工智能安

全承诺，主要包括：确保前沿人工智

能安全的负责任治理结构和透明度；

基于人工智能安全框架，负责任地说

明将如何衡量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

风险；建立前沿人工智能安全模型风

险缓解机制的明确流程。正如智谱

AI首席执行官张鹏所说：“伴随着先

进技术而来的是要确保AI安全的重

要责任。”

综合以上，尽管OpenAI的超级

对齐团队在公司内部“降级”甚至解

散，但这并不代表AI发展不再需要

与人类共同利益的超级对齐，相反

在国际层面和国家监管治理方面，

作为市场主导者和参与者的大模型

企业都需要将安全治理贯穿到业务

发展链条中，接受更为严格的监管

与制约。AI 大模型的时代方兴未

艾，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为人

工智能的发展把好方向盘，显然是

未来与技术狂奔向前相伴的另一个

主旋律。

微软对垒苹果 AI PC谁是王者
本报记者 陈佳岚 广州报道

被微软称为“史上最强、最智

能的 Windows PC”面世，在 AI PC

上与苹果形成对垒之势。

当地时间 5 月 20 日，微软推

出 以 AI 为 核 心 能 力 的 Copilot+

PC，同 时 推 出 了 Surface Pro 和

Surface Laptop 两款硬件。值得注

意的是，Copilot+PC 的提法在中

国 大 陆 地 区 则 称 为 Windows 11

AI PC。

微软方面称，微软及 PC 品牌

商首次推出的 Copilot+PC 全部搭

载高通骁龙X系列平台，该芯片内

建整合性 NPU，提供每秒 45 兆次

的运算力，超越现有市面上所有

x86架构处理器。

微软首席执行官纳德拉在一

场采访中表示，Copilot+PC是真正

的 AI PC，已经超越了苹果。其推

出 基 于 安 谋（Arm）架 构 的 Win-

dows PC 生态也被视为对抗苹果

Mac的关键一招。

IT 独 立 评 论 人 孙 永 杰 在 接

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微软与英特尔一直都被视

为 是 Wintel（Windows+ 英 特 尔）

联盟的亲密战友，随着微软 Co-

pilot+ PC 登场，首波产品搭载高

通以 Arm 架构设计的骁龙 X 系

列处理器。”

这也意味着微软希望以新推

出 的 Windows on Arm（WoA）生

态作为一种补充尽量去抗衡苹果

在PC市场的份额。

“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新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电脑不仅能理解

我们，还能预测我们的需求和意

图。”微软将刚刚推出的 Copilot+

PC 称为 Windows PC 中的“全新

物种”。

具体来看，微软此次发布的

Copilot+PC 最大的亮点包括“回

顾”（Recall）和“实时翻译”等功能。

据微软方面介绍，Windows

11 AI PC 可以用图像的方式记录

用户在电脑上所做和所看到的一

切，能够像人类一样，基于我们个

人经历中的特有联系和关联整理

信息，并且能够帮助用户根据记

忆中的线索碎片快速检索出想要

寻找的内容，回想起那些几乎已

经遗忘了的事情。比如，Copilot

可以找到用户前几天在浏览器上

看到的一双心仪的鞋子，只要用

自然语言跟Copilot描述一下这双

鞋子长什么样，就可以直接把用

户带回到这双鞋子出现在屏幕上

的那一刻。Copilot也可以跨越时

间线帮用户找到某封特定邮件。

微软特别提到，这些记录都是构

建并储存在个人设备之上的，确

保隐私安全。

Copilot+PC 实 时 翻 译 功 能

的 实 时 字 幕 可 以 自 动 将 任 意

App 或视频平台上的直播或录

播音频即时翻译成英文字幕，支

持包含中文在内的 40 多种语言

翻译，将 PC 所传输的音频转换

为统一的英文字幕，并在 App 显

示窗口上实时显示，即便用户处

于离线状态。

此次，微软不仅为 Windows

个人电脑引入了 AI 助手 Copilot，

还内置了 OpenAI 的 GPT-4o 模

型，允许助手通过文本、视频和语

音与电脑进行互动。

在这些 AI 功能的背后，高通

提供的内置AI硬件（NPU）起到了

关键作用。微软介绍，首批 Win-

dows 11 AI PC 将搭载骁龙X Elite

和骁龙X Plus处理器，其拥有高达

每秒 45万亿次运算（45 TOPS）的

算力。

基于Arm架构的高通处理器

带来的一大好处就是续航，得益

于此，Copilot+ PC 一次充满电支

持播放本地视频续航 22 小时播

放，或浏览网页 15 小时。微软介

绍，其硬件AI算力每秒执行40多

万亿次操作，其发布的第一款

Copilot+PC，即新款Surface Pro的

多线程性能相比苹果的MacBook

Air高58%。

除微软自家Surface系列电脑

将采用Copilot+PC标准外，华硕、

戴尔、联想、三星、惠普和宏 等多

家Windows笔记本电脑品牌商都

将推出搭载高通处理器、符合

Copilot+PC标准的新款AI PC。

记者注意到，不仅宏 随后发

布了旗下首款 Copilot+ PC“Swift

14”AI笔记本电脑，称携手微软与

高通共创全新 AI 时代，戴尔也发

布了五款全新增强型 AI PC，全

系列产品均搭载高通骁龙X系列

芯片。

IDC 中国高级研究经理陈舒

歆对记者表示：“对于除中国以外

的全球市场，Copilot+PC 无疑是

未来的主要方向，对于厂商来讲，

更快地和微软合作，为用户带来

AI PC 相关的体验来吸引用户就

变得更加重要。”

不过，陈舒歆也提醒道，Co-

pilot+PC对于NPU的算力有一定

的要求，目前市面上符合算力要

求的产品要在下半年才会出现，

提前布局相关产品也是厂商需要

着重计划的事项。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工智

能应用程序都是基于云端，例如

面向开发人员的 Github Copilot，

微软新推出的 Copilot + PC 是以

协助用户在 PC 上运行本地的 AI

应用以达到隐私保护、更快速处

理寻找本地数据内容来协助用户

提高生产力和增强用户的体验，

例如从历史记录中查找一个对话

或网页浏览内容或语音内容的本

地转录。但这些只是开始。AI

PC 需要更多、更有意义本地 AI

应用程序提供更多价值，才有助

明确地说明为什么用户需要将他

们的 PC 替换为 AI PC。”Gartner

研究副总裁蔡惠芬对记者分析，

新推出的 Copilot + PC 仍然有许

多强调是硬件功能，如基于 Arm

处理器或与 5G 捆绑的更薄、更

轻、更长的电池寿命等，而对于企

业来说，其价值仍需要时间来证

明，企业需要评估 Copilot+PC 对

于员工所带来的生产力的价值，

例如除了电脑本地数据还有企业

云端数据，如何让员工有效进行

搜索，带来具体的商业价值。目

前，许多企业主要还是使用现有

的应用程式内嵌生成式 AI 的能

力，但企业未来也会开始评估

Copilot + PC 的方案来达到企业

不同的目的。

Gartner预计2024年AI PC对

整体 PC 市场增长影响仍有限。

“2024年，AI PC在PC总量中的份

额预计将达到 22%，但对 2024 年

整个 PC 市场总出货量的增长却

有限，约为2.4%，2025年AI PC在

PC 总 量 中 的 份 额 预 计 将 达 到

43%，而 PC 总量年增长将达到

8%。”蔡惠芬对记者预测。

除了推出搭载高通 Arm 架

构处理器的电脑之外，后续微软

也将上线英特尔和 AMD 芯片的

版本。

Copilot+PC指明方向？

而此次微软发布的新电

脑，与苹果Mac间的对垒，火药

味十足。

在当日的发布会上，微软

副总裁兼消费品类首席营销官

Yusuf Mehdi（尤瑟夫·梅迪）直

接将 Windows 11 AI PC 与苹

果Mac电脑进行对比，称它“比

配 备 M3 处 理 器 的 MacBook

Air 快 58%。所有（PC）都配备

了可以续航一整天的电池”。

纳德拉认为，配备专用人

工智能芯片并具有卓越性能的

新一代PC，将重启Windows个

人电脑与苹果Mac之间的长期

竞争。其在一场采访中说道：

“苹果在 Mac 的创新表现确实

令人瞩目，我们希望看到Win-

dows 和 Mac 能再次展开真正

的竞争。”

事实上，不仅是AI芯片上

的对垒。大模型、个人助理也

将是Windows与苹果在AI PC

上的竞争焦点。

目 前 ，尽 管 苹 果 在 新 款

MacBook Air、新款 iPad Pro 中

搭载了强大神经网络引擎的

M3、M4处理器，但生成式AI大

模型具体应用情况仍未落地。

而有分析师预计，苹果也

将在今年6月的开发者大会上

效仿微软，对其智能助手Siri进

行全面升级，并制定一项策略，

将更多 AI 功能整合到笔记本

电脑和iPhone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微软与

OpenAI合作的同时，苹果也有

与OpenAI合作的消息。彭博社

记者Mark Gurman 援引知情人

士消息称，苹果即将与OpenAI

达成合作协议，将 ChatGPT 整

合到iOS 18操作系统。

据悉，全新的“Copilot+”

Surface Pro起售价999美元、国

内起售 8688 元。不过，搭载

OpenAI GPT-4o 模型的微软

AI PC相关功能目前无法在中

国大陆地区网络环境下使用。

“Windows AI PC 现在在

中国大陆地区不支持 Copilot

功能，但是会提供这次新推出

的回顾、实时字幕、Windows工

作室效果等这些 AI 功能。”微

软中国代理公关公司人士对记

者表示。

Canalys 认为，由于目前的

AI技术和模型发展具备较强的

地理和文化限制，语言模型、语

音助手等 AI 应用在不同文化

市场中的发展存在差异，如何

将通用或本地化的 AI 技术有

效地融入品牌自身的产品和生

态系统，将是未来市场竞争的

关键。

陈舒歆亦对记者表示：“对

于中国厂商来讲，厂商端开发

的个人智能体和大模型就成为

至关重要的因素。不同于国

外，中国厂商 AI PC 的竞争更

突出在每个厂商的智能体能力

上，大模型的能力以及和相关

软件的配合就变得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AI PC 除了在算力

上，在相应的内存、散热等方面

都会有更高的要求，价格也会

相应地提升，如何让 AI PC 普

惠到更多人，在价格和性能的

平衡上也会是一个问题。”

事实上，对于微软与苹果

在AI PC上的竞争，也是Win-

dows 系统与 Mac OS 系统在

AI PC市场的竞争。Canalys分

析师叶茂盛表示：“操作系统的

影响确实比较重要，这关乎整

个生态系统、软件应用以及硬

件零部件的竞争。”

蔡惠芬对记者表示：“微软

和苹果是两个不同的细分市场

和生态系统。苹果用户拥有与

iPhone、iPad、iTune、iMovie 等

同步的应用程序、内容和服

务。这不仅仅是一个硬件，更

多的是内容和服务生态系统的

竞争。”

当前，苹果已经显示了在

MacOS中使用基于Arm的芯片

的优势。在孙永杰看来，当下，

微软从 Wintel 到 Windows on

Arm 也是想多打造一个生态，

以提升 Windows PC 市场销量

与苹果竞争。此外，目前市场

上主流的平板电脑操作系统包

括 iOS、安卓、鸿蒙、Windows，

支持Windows的平板电脑市场

份额比重相对低，微软未来也

有可能在 PC 的基础上希望将

Windows on Arm 的生态拓展

至平板市场与苹果竞争。

对于 Windows on Arm AI

PC芯片出货量，摩根士丹利分

析师 Charlie Chan 在最新报告

中指出，看好Windows on Arm

AI PC 的前景，估计 2024 年约

为 200 万 台 ，2025 年 将 增 至

1500万台，2026年进一步翻番

至3000万台。

正面对垒苹果Mac

行业观察

“对于除中国以外的全球市场，Copilot+PC无疑是未来的主要方向，对于厂商来讲，更快和微软合作，为用户带来AI PC体验就变得更加重要。”

“微软和苹果是两个不同的细分市场和生态系统。这不仅仅

是一个硬件，更多的是内容和服务生态系统的竞争。”

在5月21日微软Build 2024开发者大会上，OpenAI CEO奥特曼(左)与微软首席技术官斯科特对话。 视觉中国/图

5月14日，OpenAI发布新的旗舰GPT-4o模型。 视觉中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