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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為AI 「曼哈頓計畫」？
一文了解美中21世紀“科技軍備競賽”

成立於2021年的美國國家人工智慧計畫辦公室徽章。

美國當選總統唐納德· 川普(Don-

ald Trump)再度入主白宮之前，美國

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

會(USCC)在其上週發布的年度報告

中提議，美國需啟動一個類似“曼哈

頓計劃」的AI研發計劃，與中國競

速開發並取得「通用人工智慧(AGI)

」。

川普今年6月在接受「Impaulsive

」播客採訪時表示：「我們必須站在

(AI的)最前線。我們必須領先中國，

中國是首要威脅。」鑑於川普這樣的

態度，美國科技界人士預測，新政府

可能會支持這樣的計畫。

AGI可以像人一樣學習、理解和

應對不同領域的問題，而不僅限於某

一特定任務。 AGI 還有可能透過持

續優化和擴展其能力，達到甚至超越

人類智慧的表現。因此它也被視為一

項巨大潛力和風險並存的技術，目前

仍在探索階段。 「曼哈頓計畫」指

的是二戰期間美國政府與私營部門之

間的大規模合作項目，最終促成了原

子彈研製成功。

USCC在報告中建議賦予行政部

門向人工智慧、雲端運算和資料中心

公司授予多年合約和資金的權力，整

合政府、企業和科學研究機構的力量

，以加速AGI的突破，確立「美國在

AGI領域的領導地位」。

在 USCC報告發表之後，全球「技術

領域」投資之王、美國風投四巨頭之

一維諾德· 科斯拉(Vinod Khosla)在彭

博社(Bloomberg News)撰文稱說，人

工智慧正準備邁出巨大的一步，對美

國乃至全球產生深遠影響。他呼籲川

普政府與科技業攜手合作。

「川普政府和科技業需要從現在

開始攜手合作，為這場技術革命做好

準備，因為它將塑造美國從經濟實力

到計算領域相較於中國的競爭優勢等

方方面面，」他寫道。他還說他投資

的公司OpenAI最近發布了一種系統

，能夠透過推理得出答案，而不是單

純依靠預測。全球其他領先的人工智

慧公司也在開發類似的系統。

從政策規劃到技術研發，美中兩

個世界最大經濟體正以不同的方式爭

奪這項未來科技的主導權。專家指出

，這場競賽不僅是技術的比拼，對兩

個國家的經濟競爭力和國家安全有重

要作用，甚至影響全球的價值觀和未

來人類社會的走向。

本文將簡要介紹AI曼哈頓計畫

以及美中兩國在該領域競爭的現況。

AGI到底為何？
人工智慧分為狹義人工智慧(Ar-

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 ANI)和通用

人 工 智 慧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

gence, AGI)。

AGI指的是一種能夠像人類一樣

靈活思考、自主學習、自動推理並創

新解決問題的智慧系統。與目前專注

於特定任務的狹義人工智慧不同，

AGI具備通用性，能夠在多個領域中

自由應用，無需人為設計的明確指導

。

‧自主學習與適應力：狹義人工

智慧往往只能完成被設計的特定任務

，例如Google搜尋、導航系統、串流

推薦演算法和語音助理等功能都可以

理解指令，但無法進行複雜推理。而

AGI則能夠從經驗中自動推理和自主

學習，以適應新環境中的新任務。例

如，AGI系統不僅能在下棋中擊敗對

手，還能理解棋盤策略的邏輯，並將

這種邏輯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地應用

於經濟建模或醫療診斷等完全不同的

領域。

‧多功能：AGI不限於單一領域

，而是能夠跨越多個學科。例如，

AGI可以既勝任工程設計，又能夠撰

寫科學論文，甚至創作音樂或藝術。

‧可擴展性與持續改進：AGI系

統能夠基於已有知識不斷改進自身效

能，並在處理新問題時迅速適應。例

如，目前的AI可能需要數以百萬計

的範例資料進行訓練，而AGI有望透

過少量的資料甚至僅憑觀察來完成複

雜任務。

AGI的重要性
AGI被視為具有顛覆性潛力，可

能徹底改變人類社會的運作方式，並

被視為「下一次工業革命」的核心驅

動力。

例如在金融領域，AGI不僅可以

執行金融分析，還能跨領域理解經濟

學理論、預測地緣政治風險對市場的

影響，自主制定投資策略。 AGI 能

夠像人類一樣「思考」投資的邏輯，

而不是單純依賴歷史數據。例如在癌

症研究中，AGI可能發現人類科學家

尚未察覺的治療路徑；等等。

軍事上，AGI被視為可「改變遊

戲規則」的技術。它可以透過自主決

策來優化戰場指揮，增強智慧武器的

精準打擊能力，強化網路安全與攻擊

效率，並提升情報分析與後勤管理的

精準度。但AGI的軍事應用也正引發

失控風險和倫理挑戰相關的擔憂，有

人擔心該技術能將電影中的「殺手機

器人」帶到現實生活中，並使無人化

戰爭氾濫。

USCC 委員會成員雅各布 · 赫爾

伯格 (Jacob Helberg)對《華盛頓郵報

》(Washington Post)表示，AGI將帶來

軍事能力上「完全的體系轉變」。

「即將到來的變化之深遠難以言

喻。OpenAI 的新推理模型可以在複

雜問題上給出相當於甚至略超高水平

博士畢業生水準的答案。它將加速科

學研究的進程，提高經濟產出，幫助

企業發現新的收入來源，同時提升員

工的生產力，」 科斯拉在刊於彭博

社的文章中寫道，「全球用戶還將能

夠以免費或低成本的方式獲得由人工

智慧驅動的醫生、科學家、會計師、

設計師、結構工程師、軟體工程師等

專業服務。

「歷史告訴我們，那些能夠率先

利用技術快速變革時期的國家，往往

能夠對全球力量平衡造成重大影響，

」赫爾伯格對路透社(Reuters)表示，

「中國正在全力衝刺AGI……我們必

須非常認真對待這一威脅。

不過AGI目前尚不存在，它在科

學界仍是一個充滿爭議與猜測的話題

。一些專家認為，隨著技術的快速進

步，AGI 的誕生可能指日可待；而其

他人則認為，由於不可逾越的倫理、

技術和哲學挑戰，真正的AGI可能無

法實現。

當下的AGI技術雛形
儘管AGI尚未真正實現，但在美

國，現有技術中已出現了某些具有

AGI潛質的雛形：

‧GPT模型系列：OpenAI的GPT

系列（例如ChatGPT）展現了多領域

能力，如語言生成、程式設計和創意

寫作。儘管 GPT 仍屬於狹義 AI，但

它的通用性表現出AGI的雛形潛力。

例如，GPT可以在回答程式設計問題

的同時，創作一首關於未來科技的詩

。

‧ DeepMind 的 Alpha 系 列 ：

Google旗下的DeepMind開發的Alpha-

Go成功擊敗了圍棋世界冠軍，其開

發的 AlphaFold 破解了蛋白質折疊這

一生物學難題，展現了AI的跨領域

應用潛力。

‧Tesla 的全自動駕駛系統：

特斯拉的AI系統能夠即時處理

來自感測器的數據，理解複雜

的交通場景，並做出自主決策

，展現了 AI 在動態環境

中的適應性。

中國目前也已有一些

具備AGI雛形特性的產品

與技術方向，例如百度的

文心一言 (Ernie Bot)具備

自然語言處理、邏輯推理

和跨領域任務的能力；阿

里巴巴的通義千問能夠處

理文本、語音、圖像等多

種形式的輸入，支持多領

域任務，顯示出一定的通

用能力；華為的盤古大模

型也在跨領域任務處理上

表現出色；商湯科技的多模態AI

系統將視覺、語音和自然語言結

合在一起，用於複雜場景的感知和

決策；等等。

美中AI競爭態勢
USCC報告稱，截至 2024年 6月

，中國有 50家公司正在開發AI模型

，而美國僅有少數幾家大型公司從

事人工智慧模型的研發。

不過，美聯社(Associate Press)11

月 21日引述史丹佛大學最新發布的

指數報道稱，美國在AI技術開發方

面領先全球，在研究及其他各項重要

的AI創新指標上超越中國。

目前並沒有一套世界公認的標??

準來衡量全球AI領導地位，但史丹

佛大學的這一指數嘗試透過多維度衡

量AI產業的「活力」進行排名，包

括研究和投資規模，以及在預防技術

潛在危害方面的責任感，等等。

「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差距實際上

在擴大，」史丹佛AI指數委員會主

任雷· 佩羅(Ray Perrault)對美聯社表示

，「至少在企業創立和企業注資這兩

方面，美國的投資規模更大。

史丹佛的報告顯示，美國在私人

AI投資方面遙遙領先，去年達到 672

億美元，而中國僅78億美元。

聯合國智慧財產權機構今年稍早

表示，中國在生成式AI領域的專利

申請數量遠超過其他國家。史丹佛的

這份排名將此視為中國在AI創新方

面強勁成長的指標，但認為這還不足

以讓中國處於領先地位。報告指出，

“中國專注於開發尖端人工智慧技術

，並不斷增加研發投入，這使其成為

人工智慧領域的重要力量。”

但據《哈佛深紅報》 (The Har-

vard Crimson)11月 19日的報道，前谷

歌首席執行官埃里克· 施密特(Eric E.

Schmidt)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

舉辦的一個論壇上表示，在開發更強

大人工智慧的競賽中，美國正落後於

中國。

該報指出，施密特的這項判斷顯

示他在此問題上的立場變化。就在去

年 10月，他曾在同一論壇上表示，

美國在人工智慧開發方面領先中國。

《哈佛深紅報》報道稱，施密特

在論壇上指出，除了像美國一樣擁有

優秀的工程師、強大的晶片和龐大的

數據資源，中國還受益於更充足的電

力來支援AI模型的訓練，以及中國

政府對AI相關企業的補貼。

上一屆川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在

限 制 中

國 取 得

美國先進晶片和相關技術方面推出一

系列舉措，限制中國獲得美國及其盟

友的先進的晶片。不過施密特表示，

中國公司已經透過開發自己的強大晶

片，在硬體開發上「追平」了美國。

美國創投四巨頭之一科斯拉也在

自己的文章中提到了美中在人工智慧

競賽中截然不同的策略。 「中國的

戰略以集中式規劃為特點，透過直接

的國家資金投入支持特定的人工智慧

項目，並建立國家級計算中心，」科

斯拉寫道，「相比之下，美國主要依

靠私人企業推動人工智慧發展，許多

企業採用開源模型。

AI競賽也是價值觀和治理模式
的較量

除了透過大量投資最先進的 AI

技術，試圖在戰略上超越美國及其盟

友之外，中國還試圖利用AI驅動的

新型監控和壓製手段，加強其非自由

主義的治理模式--不僅在國內推廣，

也向全球輸出。

「美國和中國不僅在爭奪人工智

慧（AI）創新的領導地位，還在競爭

誰的價值觀將引導全球AI應用，」

華盛頓智庫大西洋理事會 (Atlantic

Council)寫道，「在人工智慧領域，

中國延續了其在其他技術領域一貫的

策略，採取多層次的方法推動全球南

方的AI發展，最終服務於其自身的

經濟和外交利益。

該智庫的報告指出，透過「數位

絲綢之路」等倡議，中國在技術和基

礎設施項目上進行了大規模投資。華

為、中興、商湯等中國科技企業為多

個數位基礎設施項目提供了數千萬至

數億美元的融資和投資，包括光纖電

纜建設、硬體設備採購、監視攝影機

安裝，以及面向公共部門數億美元的

融資和投資，包括光纖電纜建設、硬

體設備採購、監視攝影機安裝，以及

面向公共部門數位化的人工智慧應用

。此外，中國也在聯合國、七十七國

集團(G77)和金磚國家(BRICS)等國際

論壇上推廣其AI治理模式，部分目

的是削弱西方數位治理模式的影響力

。

「中美在人工智慧和新興技術上

的競爭，最終將帶來超越數位領域的

廣泛影響。自由和開放社會的核心價

值正面臨挑戰，而那些能夠長期保持

優勢的國家和聯盟，將在經濟和國家

安全方面佔據更大的優勢，」華盛頓

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

tion)寫道，「幸運的是，美國可以與

民主國家的盟友和合作夥伴合作，共

同採取行動，在人工智慧時代守護民

主和自由的價值。

川普新政府對美中AI競賽的態
度

2019年 2月，時任總統的川普簽

署了美國首個關於AI的行政命令，

提出了從國家戰略層面推動AI技術

發展的戰略，確保美國在該領域領先

世界。 2020年 12月，美國國會通過

了兩黨支持的《國家AI倡議法案》

，其中包括對非國防領域AI研發的

資金支持。

2020 年 12 月，川普又簽署了一

項題為「促進聯邦政府中可信賴的

AI 應用」的行政命令，為聯邦機構

採用AI技術制定了指導原則。

在美國 2024 年大選共和黨黨綱

中，共和黨呼籲廢除拜登 2023 年關

於AI的行政命令，認為該命令過度

限制了AI技術的發展。

川普將美中在AI領域的競爭稱

為「一場改變世界的競賽」。他表示

，透過他的能源政策產生的大量電力

將幫助美國科技巨頭在這場AI軍備

競賽中獲勝。

「在競選期間，川普及其對手、

副總統卡瑪拉· 哈里斯都明確表示，

他們認識到確保美國在全球AI競賽

中獲勝的重要性。上一屆國會的許多

與人工智慧相關的法案都體現了兩黨

的合作，而人工智慧政策--尤其是在

涉及中國的問題上--可能會成為川普

任期內兩黨少有的共識領域之一。

（VO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