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
区
实
践
与
理
论    

二
〇
二
三
年   

第
二
期    P

R
A

C
TIC

E
   A

N
D

   TH
E

O
R

Y
   O

F   S
E

ZS

34

在 数 字 经 济 的 时 代 背 景 下， 数 据 要 素 和 技

术要素不断融合，大数据、大算力、大算法、大

模型充分发挥叠加倍增效应，共同推动了新一代

人工智能的发展。ChatGPT 诞生即是受这一趋势

的 影 响。ChatGPT（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意 为 聊 天 生 成 式 预 训 练 转 换 器，

是 美 国 人 工 智 能 机 构 OpenAI 推 出 的 聊 天 机 器 人

（ChatBot） 程 序， 其 本 质 为 大 语 言 模 型（Large 

Language Model，简称 LLM），在经过海量数据训

练、自然语言处理和自动文本生成后，能够输出更

通用、更复杂、更智能、更准确的文本。OpenAI

最 近 推 出 集 成 最 新 大 语 言 处 理 模 型 GPT-4 的

ChatGPT Plus，性能较之前版本有大幅提升，在自

然语言处理上显示出引领时代的超前性，ChatGPT

也由此成为目前全球影响力最大、用户范围最广、

社会评价最高的人工智能技术之一，被誉为“可媲

美蒸汽机”及“第四次工业革命开始的标志”[1-4]。

ChatGPT 是基于 Transformer 模型进行自然语

言处理（NLP）的模型，训练速度比其他模型更快，

该结构最早由谷歌于 2017 年 6 月推出。2018 年 6

月，OpenAI 推出 GPT-1，在大规模语料库上进行

无监督学习语言知识的基础上，还应用了微调模

型——即通过有监督的学习方式对模型进行微调，

以 适 应 相 关 任 务；2019 年 2 月 推 出 GPT-2， 生

成 文 本 的 能 力 开 始 凸 显；2020 年 5 月 发 布 GPT-

3，已经可以完成自然语言处理中绝大部分任务；

2022 年 11 月，OpenAI 发 布 GPT-3.5， 输 出 更 加

拟人、思考更具逻辑、互动更加顺畅，用户规模

在两个月内即突破一亿 [5]。2023 年 3 月，OpenAI

推出使用多模态训练大模型的 GPT-4 语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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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覆盖超长文本及图像等。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

典型代表，ChatGPT 体现出通用性、普适性等特

性，且具有优秀的多语言能力、拟人的文本风格、

严谨的逻辑能力以及一定程度的思维深度。

人工智能具有“涟漪效应”等特点，即需要

累积足够的数据并经过充分的学习才能够发挥性

能，ChatGPT 目前已经拥有海量用户，当第一批用

户的使用行为被记录后，开发者可根据用户的行为

和记录进行迭代和改进，因此当第二批用户使用

时，其性能将较之前有所提升。基于这一效应，

ChatGPT 的覆盖人群和应用场景越多，先发优势就

越强，技术升级和迭代的速度也就越快，甚至可

呈现从量变到质变、从倍数级到指数级的发展趋

势，从而将对数字经济带来多维且深度的影响一是

ChatGPT 将引领数字经济领域生产方式的变革。生

产力方面，新一代人工智能将成为数字经济的生产

力之一，传统的人机协同将升级为人类与新一代人

工智能的协同，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将得以显著提

高，并进一步催生社会分工的变化；生产关系方面，

新一代人工智能将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领域的生产

关系从传统生产要素向数据要素等新生产要素转

移。二是 ChatGPT 将引导数字经济市场规模和产

业范畴的扩大，ChatGPT 对算力等数字经济资源的

巨量消耗将激发新一轮以智算中心为代表的数字新

基建投资建设热潮，同时“传统产业 +ChatGPT”

的数字化转型，也将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应用场景

的扩大和技术创新、流程效率、劳动力素质的提升

等。三是 ChatGPT 将引发数字经济领域新的风险

和挑战。新一代人工智能将会加剧数字竞争，并可

能带来监管空白、网络安全、学术伦理、数据泄露、

知识产权等多方面潜在挑战 [6]。

一、新一代人工智能诞生的数字经济基础

至今，人工智能发展经历了四个时代：AI1.0

时代（1956—2005 年）：1956 年，以人类首个“人

工智能研讨会”——美国达特茅斯会议的召开为

标志，正式宣告了人工智能的诞生。与会者虽未

能达成一致观点，但展示了首个通过图灵测试的

逻辑理论程序 [7]，此后，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基

础学科开始建立，并逐步形成了人工智能从业的

方法论及相关学派。AI2.0 时代（2006—2015 年）：

2006 年，以谷歌翻译上线为标志，人工智能的发

展从以学术界为主导逐步过渡到以产业界为主导，

产品的使用者从企业和组织机构发展到大规模的

个人用户，人工智能技术被应用于各类智能产品

中。AI3.0 时 代（2016—2021 年 ）：2016 年，

英国人工智能机构 DeepMind 开发的围棋 AI 程序

AlphaGo 击败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引发全世界

推进人工智能创新、开启人工智能创业的热情，

此后，随着其载体从软件走向 AI 芯片和软硬结合，

人工智能正式进入虚实一体、百花齐放的 3.0 时代。

2022 年至今，以新一代人工智能 ChatGPT 的诞生

及普及为标志，人工智能迈入 4.0 时代 [8]。

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和深度整合下，人工智

能产业生态的三层架构基本形成——一是基础支撑

层：人工智能技术及人工智能应用中的智能化水

平均已经达到新的高度。如，基础资源层（计算

平台和数据中心等）的计算智能化。二是技术层：

机器学习、机器建模以及面向不同领域的算法和

技术等的感知智能化和认知智能化。三是应用层：

智能家居、智能金融、智能教育、智能医疗、智

能农业的应用智能化等，在上述基础下，新一代

人工智能 ChatGPT 实现科学突破，应运而生。

新一代人工智能依托于数据要素及数字新基

建，发力于数字技术及算力算法，脱胎于数字经

济及人机交互的应用场景，而其发展冲击波也将

首先作用于数字经济全产业链。目前，人工智能

已经成为基础设施和领头雁，极大地推动了数字

经济特别是信息化的发展，人工智能研究的知识

表示、学习优化、问题求解等成为通用技术，尤

其是与大数据结合后，可以解决诸多此前无法解

决的问题。如在科学发现领域，人工智能可助力

科学家管理科学文献、梳理海量数据、升级科学

工具、模拟复杂系统等。

二、“新一代人工智能”影响数字经济的理

论机理

人工智能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已经相对

较为成熟，基于 Zeira（1998）、Baumol（1967）、

Aghion el al（2018）、 曹 静、 周 亚 林（2018） 等

学者的研究 [9-12]，构建了新一代人工智能 ChatGPT

出现之前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函数。

新一代人工智能对数字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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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GDP 是 CES 生产函数下替代弹性小于 1

的一组商品组合的总值（Y）：

　   　　

    

其 中， 代 表 外 生 给 定 的 标 准 技 术

进步，因替代弹性小于 1，GDP 受限于最薄弱环

节 的 产 出， 基 于 鲍 莫 尔 成 本 病（Baumol’s Cost 

Disease），这一环节将由劳动力来承担，即未实

现人工智能产出的一单位商品由一单位劳动力（L）

生产，已实现人工智能产出的一单位商品则由一

单位资本（K）来代替：

　　　                   

假定 ChatGPT 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相较以往能

够带来技术革新即更先进的自动化水平，则可引

入新的变量 αit 表示 ChatGPT 对每一单位商品的

影响程度。上述公式可变为：

　      　
　    其中：

　　　               

假定在无人工智能和有人工智能的部门劳动

力和资本的分配是均匀的，βt 为截至 t 日有人工

智能的经济增长比例，且                  ，            

           则可将式（3）分解为有人工智能和无 

人工智能两部分：

进一步可简化为：

             

基于上述推导，得出的技术进步、人工智能、

ChatGPT 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如下：

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At 项表示传统

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ChatGPT 将推进传统技术

进步、提高生产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人工智

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βt 值越大，意味着更多的

经济活动已实现人工智能自动化，这将影响经济

的增长，当 βt 增加时，劳动力的影响在经济增长

中的占比将降低，资本的影响在经济增长中的占

比将增加。新一代人工智能 ChatGPT 对经济增长

的 影 响：αit 代 表 ChatGPT 对 经 济 增 长 的 影 响，

αit 值增加时，ChatGPT 对该部门生产力的提升将

更显著。另外，ChatGPT 将推进生产要素的重新

分配：随着 ChatGPT 的发展，劳动力和资本将会

从非人工智能部门转移至人工智能部门，并最终

推进整体经济的增长。

综上，随着人工智能和 ChatGPT 的普及，它

们对经济、特别是数字经济的影响也将越来越明

显。同时，由于人工智能和 ChatGPT 均会替代部

分劳动力，因此这也将对教育、就业、收入分配

等领域带来诸多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三、ChatGPT 影响数字经济的现实路径

ChatGPT 对数字经济的影响路径是多维的。

基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白皮书

（2020）》对数字经济的四个划分维度，分别从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以及数字

化治理角度分析 ChatGPT 对数字经济的影响。

（一）数字产业化：ChatGPT 为数字经济的

核心技术带来新探索

数字产业化即信息通信产业，包含数字经济

发展所需的数字基础设施、创新科技类技术产品、

相关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等。

ChatGPT 是 一 场 纯 粹 工 程 化 的 胜 利。2018

年，GPT 第一次迭代仅使用了 1.1 亿学习参数（可

用于优化神经网络训练）；2019 年，GPT-2 使用

了 15 亿 学 习 参 数； 而 到 2020 年 GPT-3， 已 达 到

惊人的 1750 亿参数，训练完共需消耗算力达 3640 

Petaflop/s-day（计算速度万亿次 / 秒，需 3640 天），

其 背 后 是 28.5 万 个 CPU、1 万 个 GPU 及 45TB 的

海量文本数据 [13]。ChatGPT 的火爆，将激发更多国

内外科技及互联网企业涌入这一赛道 [14]，从而引

发新一轮数字科技竞争，并将导致三方面的变化：

一是加速类 ChatGPT 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让新一

代人工智能市场更加繁荣，产品、服务更加多样，

如 2023 年 以 来， 微 软 先 后 推 出 Bing+ChatGPT、

Office+ChatGPT、Azure 云 服 务 +ChatGPT 等 整 合

类产品，谷歌则发布基于 LaMDA 模型（Language 

Models for Dialog Applications，具有 1370 亿参数）

的 AI 技术 Bard，并将升级接入具有 5400 亿参数的

PaLM 模型（ Pathways Language Model）[15] 等。二

新一代人工智能对数字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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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带来新一轮爆发式的人工智能算力、算法需求，

引发超大规模数据中心、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及其上

下游光模块、处理器、高性能服务器、行业应用等

整个产业链的投资、建设和发展。三是 ChatGPT 等

数字技术和泛数字技术将对数字经济带来革命性的

技术赋能效应 [16]。目前，ChatGPT 已经产生新一代

信息入口，并有望统一包括搜索引擎在内的其他各

个入口，未来还有可能演化为新的操作系统平台。

（二）产业数字化：ChatGPT 为数字经济的

相关产业创造新能力

产业数字化指的是将数字技术融入各传统产

业，提高服务质量、创新能力，优化配置和提高

生产效率，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人工智能对产业数字化的影响可分为两个维

度：一是“行业 + 人工智能”，即行业本身已经存在，

产业链完备甚至较为成熟，但过往更多基于人工，

效率较低，而人工智能带来了“1 到 N”的变化，

行业效率有明显提升，如医疗、教育、金融、传媒、

制造业等 [17]。二是“人工智能 + 行业”，即行业

本身并不存在，在人工智能技术出现或成熟之前，

行业内的产品、服务、解决方案均未存在过，因

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产生了“0 到 1”的变革，

产品形态逐渐成型、上下游相关主体逐步丰富，

诞生了一个全新的行业，并创造出一条较为完善

的产业链，如特斯拉的自动驾驶、亚马逊的智能

音箱、苹果的 Siri 语音助手等。

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ChatGPT 一方面通过“行

业 + 人工智能”效应，进一步推动既有行业的数字

化转型，提供更加智能化、个性化、定制化的解决

方案，推动传统行业创新、赋能全行业能力升级；

另一方面，也能够催生更多“ChatGPT+ 行业”的诞

生和发展，如 AIGC（人工智能内容生成）、私人

虚拟智能助理、社交机器人伴侣、人工智能导师等。

（三）数据价值化：ChatGPT 为数字经济的

数据要素赋予新价值

数据价值化是指实现数据资源化（包含数据

采集、数据标注、数据存储、数据挖掘等）、数

据资产化（以数据确权、数据定价、数据流转、

数据交易等为标志）、数据资本化（以数据出资、

数据证券化、数据要素参与分配为代表）的经济

过程。当前，开发数据资源、扩大数据资本、升

值数据资产，是我国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构建

数据利用场景、全面提升数据要素价值的应有之

义 [18]。ChatGPT 火爆后，学术界担忧新一代人工

智能有可能产生全新的知识产权、数据泄露等数

据安全、数据监管类问题 [19]，但不可否认的是，

ChatGPT 同样能够让数据要素的价值得到提振和释

放。一是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ChatGPT 能够有效

缩短数据资源化的全过程，让数据价值的挖掘相较

以往路径更短、效率更高。二是 ChatGPT 有效强

化了数据资本化和数据资产化。ChatGPT 的火爆和

国内外相关主体及资本的跟进，推高了全社会对数

据要素的认可度，以数据入股、以数据作为出资方

式、以数据要素作为社会分配的手段将成为更为普

遍、更可接受的方式。三是 ChatGPT 能够降低数

字经济各主体对数据要素的使用门槛，对数据的挖

掘、处理和分析有望从专业类技能成为更加通用类

的技能，更多人群可以享受到数据要素的时代红

利，从而让数据要素真正成为普惠性要素。

当然，目前阶段 ChatGPT 影响力的发挥还处

于初始阶段，从“数据 + 人工智能”升级到更加

拟人的多样化智能仍有一定的距离。如在“医疗

数据 + 人工智能”方面，大量被专业医生标注过

的行业数据要比新一代人工智能更加重要——与

专业人士相比，即便是新一代人工智能 ChatGPT

在通用性、解释性、可进化性、自主性方面仍面

临一定挑战，而未来随着感知智能、认知智能（自

然语言处理、因果推断、知识推理）、自主智能（迁

移学习、元学习、自主学习）、人机融合智能（人

机交互、脑机接口） [20] 等发展，数据的价值化过

程还将面临巨大的技术甚至伦理方面的挑战。

（四）数字化治理：ChatGPT 为数字经济的

政府治理提供新保障

数字化治理是指利用数字技术优化治理体系、

创新治理模式、提高治理能力等实现数字化政务

服务的过程，数字化治理是既包含经济、社会、

科技等全能力，又包含制度、决策、执行、监管

等全流程的综合性治理能力。

新一代人工智能 ChatGPT 的应用，将对各国

数字竞争、数字政府建设带来全新变量，目前美

新一代人工智能对数字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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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等欧美国家、日本等亚洲国家政府已经明确将与

ChatGPT 展开合作。从数字化政务角度，ChatGPT

将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提供了实现治理现代化

的可能性；二是带来对创新科技治理的新挑战 [21-22]。

首先，通过服务智能化，ChatGPT 让政府更得民心。

ChatGPT 可实现公共服务智能化和个性化升级，

提高数字政府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效能。如，数字

政府可以利用 ChatGPT 的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

习算法，实现在线问答、智能回复等服务，为民

众提供更加得体、精准、便捷、高效、个性化的

服务；其次，通过数据智能化，ChatGPT 让政府

更知民意。ChatGPT 可以实现对大规模数据的处

理、分析和利用，提升数字政府在数据智能化方

面的能力。数字政府可以利用 ChatGPT 实现对社

会媒体、舆情口碑等数据的实时分析和挖掘，从而

更加精准、及时地了解民意和社情，提高政策制定

和决策的效率；再次，通过决策智慧化，ChatGPT

让政府更解民忧。ChatGPT 具有领先的算法系统，

可以基于数据实时自动采集、分析、预警，整合政

府数字资源和信息系统，并结合行政主体、区域特

色、行业特色、受众特征等，构建一整套新型决策、

治理机制，让数字政府的决策更科学、更公平。另

外，在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数字民生领域，

新一代人工智能 ChatGPT 具有普适性、低门槛、通

用性优势，能够更充分地了解各类型受众需求，助

力相关优质资源的升级、共享，推动身份公平对待、

资源均等分配，有效缓解算法歧视等伦理风险 [23]。

四、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及国际竞争力

（一）我国人工智能迎来爆发式增长

我国拥有数据量庞大、人工智能需求旺盛、

应用场景丰富等显著特点，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快

速发展奠定了得天独厚的基础。近年来，我国人

工智能更是经历了一轮爆发期，在创新载体、科

技创新、产业覆盖、应用场景等方面均进展迅速。

基础设施方面，“东数西算”工程已进入全

面建设阶段，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

逐步完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初步形成，算力发

展虽面临挑战但也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科技创新

方面，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全球第一。据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数据，截至 2022 年底，过去 10 年间

我国累计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接近 40 万件，在全

球累计申请总量中的占比超五成；产业覆盖方面，

截至 2022 年底，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数超 4000

家，在全球人工智能代表企业总数中的占比超过

16%，且已形成京津冀等多个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城

市群 [24]；应用场景方面，智慧城市超级大脑已在

多个城市落地、运营，金融、互联网等数字化程度

高的产业，已经实现渗透，农业、基础制造业、基

础设施维护等传统领域的实际操作中，也具备交由

人工智能算法完成相关流程、提高效果效率的能力。

（二）仍需正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我国在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科技研发方面已

进入世界第一梯队序列，但同时也应正视与世界

领先国家之间的差距。特别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的

诞生需要一整套从孵化到培育到发展到生态的体

系，而我国相关环节、相关产业仍有待完善 [25]。

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储备方面，我国高校中人

工智能的研究人员和研究结果较为丰富，平均水

平领先，但缺乏顶尖人才和顶尖高校。这导致我

国人工智能高被引文献数量名列世界首位，但在

全球合作上的重要性未能凸显 [26]。另外，人工智

能技术起源于美国，美国高校开设人工智能专业

的时间较早，已成体系，因此在人工智能基础学

科的建设方面，我国尚不及美国，人工智能顶尖

人 才 缺 口 较 大。2020 年，QS 全 球 计 算 机 科 学 与

信息系统高校综合排名共收录 601 所高校，其中

美 国 占 比 35.27%， 中 国 占 比 22.13%， 同 为 第 一

序列；但在全球计算机科学院校实力排名榜单 CS 

Rankings 中，2010 年至 2020 年，前 20 所高校中

有 15 所为美国高校，中国高校占比仍较小 [27]。

在技术研究方向和人工智能生态方面，我国

在短期可见成果的应用性研究上成果显著，但在需

要长期投资的基础性底层技术的研发上，缺乏充足

投入，人工智能生态尚不健全。人工智能技术的价

值沉淀以及整个生态的完善无法通过单一主体实

现，而是需要在共同的行业标准下，在产学研层面

进行广泛而深度的合作，并需要通过长期的研发资

金支持、清晰的商业化路径，才能形成良性运转。

综上，要完善人工智能生态、打造新一代人

工智能，仍需加大创新研发，对基础技术进行长

新一代人工智能对数字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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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而持续的资金投入；仍需加强人才储备和培养，

强化产学研的互动与融合，扩大国内外交流与合

作；仍需继续完善制度、加强政策指导与支持，

实现人工智能“安全、可信、负责任”的发展，

强化人工智能的战略性定位，完善数据、人才、

技术、知识的流通机制，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人

工智能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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