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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中国应以计算机工程为基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 

王俊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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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中国乃至全球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一格局中，率先抢占先机者将在新时代获

取先发优势，犹如大航海时代的英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后的美苏，成为时代的引领者。即将从“信息时代”

 迈入的新时代，无疑将是“人工智能时代”，而其中的关键 “先机”便是“人工智能”。在新时代，能掌

控更快速、更灵活、更强大的人工智能，并使其有效服务于国家的主体，将成为最终的胜利者。故而，新时

代的中国务必利用计算机工程技术，掌握具备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以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为高

效、稳健地前行，实现党的最高理想与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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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Computer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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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world, including China, is undergoing unprecedented changes not seen in a century. In this 
transformative era, those who seize the initiative first will gain a competitive edge, akin to Britain during the Age of 
Exploration 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following the two World Wars, becoming leaders of their time. 
As the world transitions from the "Information Age" into a "New Era," the defining feature of this epoch will 
undoubtedly be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stery of faster, more agile, and more powerful AI, coupled with 
the ability to effectively apply it to serve national interests, will determine the ultimate victors of this era.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for China to harness computer engineering technologies to develop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distinc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will enable more efficient and steady progress along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ltimately achieving the Party's highest ideals and ultimate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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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科技进步的速度与日俱

增，人工智能作为一项颠覆性技术，正在深刻改变

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还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布局，人工智能正逐步成为全

球科技竞争的制高点。然而，在全球化与多极化交

织的背景下，不同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探索各有

侧重。对于中国而言，发展人工智能不仅是经济社

会变革的内在需求，更是推动民族复兴的重要战略

支撑。“人工智能（AI）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

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

效应”[1]。 

本文立足新时代背景，系统阐述人工智能时代

的特性、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性及其践行路径，并

进一步探讨计算机工程技术的应用，中国特色人工

智能的构建思路及未来展望，旨在为中国在人工智

能领域的全面崛起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1 新时代——人工智能时代 
1.1 什么是人工智能时代？ 
自农业时代起始，人类历经工业时代、当下的

信息时代，并将迈向人工智能时代。各时代变迁的

核心在于生产力方式的转变，农业时代以人力为主

要生产力；工业时代以大规模机械为主要生产力；

信息时代以计算机为主要生产力，依此类推，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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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的必然是“人工智能”，其将成为这一

时代的核心生产力。由此可得出结论：类比于当前

的信息时代，当世界主要国家的生产流程由人工智

能主导时，人工智能时代便宣告来临。 
1.2 中国特色 AI 发展的必要性与挑战 
1.2.1 技术与产业的国际竞争格局 
在全球 AI 技术竞争中，中国虽已跻身领先梯队，

但在基础算法、核心硬件和原创技术上仍存短板。

例如，高端芯片依赖进口的现状严重制约了 AI 算力

的发展。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 AI 体系，必须提升

本土研发能力，实现关键技术自主化。 
1.2.2 中国独特的应用场景需求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规模和

丰富的应用场景，如智慧城市、智能制造和精准扶

贫等。这些场景的复杂性和规模性对 AI 算法和工程

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 AI 与工程的结合提供了

独特机会。 
2 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科技自立自强 
2.1 为何要走科技自立自强之路 
以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GPT）等为代表的

颠覆性 AI 技术加速发展正在引发新一轮全球科技

竞争。科技竞争归根到底是教育与人才的竞争。党

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数字中国”“人才强国”战略深

入推进，我国数字人才梯队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2]。 
中国在迎接新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之际，

必然要踏上科技自立自强的征程。 
首先，人工智能将极大地变革战争模式，拥有

人工智能的国家相较于无人工智能的国家，战争结

果将呈现一边倒态势，如同海湾战争中美国对伊拉

克的压倒性胜利。故而，人工智能将成为类似核弹

的战略威慑性武器，这种关乎国家命脉的关键事物

绝不可依赖他国。 
其次，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不仅是其自身，还涵

盖整个产业体系，涉及众多产业链，在极大程度上

能够改善国计民生，因此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最后，唯有契合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才是最优

选择。正如中国革命依据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取得成

功，而苏联率先掌控大城市的路径不同，符合中国

国情的人工智能才是应追求的目标，并非单纯强调

数据的领先与强大，尽管数据的重要性不容小觑，

但不应将其作为唯一衡量标准。 

2.2 科技自立自强之路的原则 
科技自立自强之路遵循以下三项原则： 
自主性：坚持自主创新，摆脱对外部技术的依

赖，掌握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当前，其他国家

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已充分彰显其重要性。当下仅是

芯片与光刻机面临封锁，未来人工智能技术亦可能

遭受封锁，企图遏制中国人工智能的竞争力于萌芽

状态。因此，从基础科技到顶尖技术，我国必须全面

掌控，构建属于自身的产业体系，以抗衡恶意竞争

的对手。 
原创性：注重原始创新，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科技领军人才与团队，产出更多原创性科技

成果。绝不能给予其他势力破解我国人工智能技术

的机会，一旦被敌方得逞，将引发影响国家全方位

的恶性事件。 
领先性：瞄准科技前沿，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

引领全球科技发展走向。唯有站在科技前沿的国家

方能在人工智能时代获取最大红利。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占据先发优势，

中国必须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进而在未

来一个乃至数个世纪保持领先。 
2.3 科技自立自强之路的举措 
①强化原创，攻克科技难关； 
②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创新体系效能； 
增强战略科技力量不仅涉及供给侧，更需要需

求侧的政策协同。战略科技力量能否真正发挥作用，

关键是能否充分匹配供需，更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3]。 
③推进科技改革，构建基础制度； 
④激发人才活力，引进优秀人才； 
⑤跨部门、跨地区、跨行业、跨体制整合领军人

才，组建攻坚团队。[4] 
加速跨行业、跨领域的有机融合与集成创新，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计算智能、感知智能、认知

智能和运动智能的深度集成应用，加快推动自动驾

驶、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新业态走向现实[5]。 
2.4 推动中国特色 AI 发展的战略建议 
（1）加强基础研究与技术攻关 
政府和企业应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支持前

沿技术探索，特别是在 AI 芯片、量子计算等领域取

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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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促进产业与学术的深度融合 
推动产学研合作，建立 AI 与工程的试验基地，

为技术转化和应用提供平台。 
（3）推进国际合作与标准制定 
在保持核心技术自主化的基础上，中国应积极

参与全球 AI 标准的制定，增强在国际规则中的话语

权。 
2.5 计算机工程技术对 AI 发展的关键支撑 
（1）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 
计算机工程的核心在于硬件设计与优化。例如，

高性能计算机（HPC）与云计算平台为 AI 模型的训

练提供了强大的算力支持。中国近年来在超级计算

机领域的进展显著，为 AI 工程提供了坚实基础。 
（2）算法与工程的协同优化 
AI 算法的开发离不开工程化的支持。例如，大

规模深度学习模型需要通过并行计算和分布式存储

技术提高训练效率。中国科研团队在分布式机器学

习平台方面的创新，正成为突破算法瓶颈的重要路

径。 
3 构建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 
3.1 什么是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秉持“将马克思主

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6]。因此，中国

特色便是理论与中国实际相融合，并经实践检验，

二者缺一不可。 
3.2 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 
构建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需融合理论、中国实

际与实践，鉴于目前无法呈现实践成果，仅能依据

现有信息进行合理推断。 
（1）理论层面： 
中国需具备捍卫国家安全的能力，中国共产党

以服务人民为宗旨，因此中国特色人工智能必须兼

顾国家发展需求与人民生活诉求。由此可知，中国

人工智能首先要满足国家发展与安全需要。其次，

中国人工智能应使更多民众能够借助其改善生活。

最后，中国人工智能需构建覆盖全国的产业体系，

达成“自给自足”。 
中国实际情况： 
当前，中国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针对

性举措，同时短期内世界大战爆发可能性较低，但

局部战争难以避免。中国面临诸多问题，诸如台湾

问题、南海问题、日韩问题等，皆可能成为外部势力

“发难”的借口。中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

整，此为不可动摇且不可妥协的底线。1982 年邓小

平对撒切尔夫人提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

的问题。此表述于当今中国依旧适用。为保障中国

国防安全，构建具备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以抵御敌

方人工智能威胁势在必行。 
（2）实践推测： 
中国特色人工智能首要源于国防需求，因此未

来十年内中国势必聚焦国防战略相关人工智能。这

需要更为缜密的逻辑架构、更强大的算力支撑以及

更先进的材料保障。 
（3）逻辑方面：中国持续推进人工智能相关大

学本科专业的研讨与增设，扩充对应人才储备库，

为后续发展积蓄人力。 
（4）算力方面：国家大力建设全新算力中心，

并于可预见的未来持续拓展建设规模、优化结构，

提升整体计算能力。当下中国可向周边国家如越南

出售电力，因电力是工业化的关键要素，未来则可

能向周边国家售卖算力，鉴于算力作为人工智能的

根基，将成为新一代“关键资源”。 
可以预见，人才与算力将成为未来人工智能行

业衍生出的新兴行业。由此构建的产业链将为中国

提供大量实体工作岗位，储备众多人工智能、电力、

材料等各领域的实体技术工人，对缓解中国就业市

场压力、充实人才储备库具有显著作用。 
反之，在资本逻辑中，人工智能技术的目标是

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资本家通过数据资本和智能算

法对劳动者进行精准控制，进一步产生数字鸿沟和

社会财富分化，人工智能成为剥夺劳动者的劳动权

利与剩余价值的武器加剧了劳动者的“异化”。[7] 
把国防科技工业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重要

领域，充分发挥国防科技工业的技术、设备和人才

优势，推动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带动区域经

济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8] 
4 国内外人工智能形势 
4.1 国内形势 
国内人工智能呈现军用与国家级人工智能处于

国际前列，而民用与商用人工智能相对落后，但仍

处于“可应用”范畴的态势。受当前国家战略需求影

响，必然将重点聚焦于国家战略人工智能，而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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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版本。如同往昔率先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决策，

国防始终处于首要地位，必须优先考量，因若无国

家安全，个人安全亦无从谈起。故而，国内将持续维

持国防人工智能领先、民用人工智能处于可接受水

平的格局。 
4.2 国际形势 
从国际视角来看，当前在人工智能领域能够超

越中国的仅有美国。人工智能所需的人才、算力、材

料以及遍布全国的相关体系对一个国家的要求颇高，

就目前而言，除中美两国，尚无第三个国家具备独

立完成人工智能构建与后续推广的能力。 
即便降低标准，亦几乎不存在第三个国家或势

力。受俄乌冲突影响，欧盟与俄罗斯在短期内皆将

被排除在外，其他国家或地区因体量限制，已断绝

成为人工智能强国的可能性。 
换言之，在人工智能时代，中国当下的竞争对

手唯有美国。而美国亦仅有中国这一对手。正如当

年美国以美元打破金本位获取货币霸权一般，未来

世界可能演变为“算力霸权”的争夺，而胜负关键在

于更为强大的人工智能。 
总而言之，在高科技领域，美国企业依然在创

新上占据领先地位，但要将这些创新转化为商业成

果，它们必须投入更多的资金。这些企业希望能够

进入更广泛的市场，不仅仅是美国本土，还包括其

他地区，而中国是一个关键的潜在市场。然而，由于

市场机会受到限制，这些企业的发展受到明显的制

约。[9] 

4.3 注意事项 
首先，中国在发展国家人工智能的进程中，需

认识到我国民用人工智能与美国民用人工智能相比，

因技术积累等差距而处于落后状态。对此，需做好

相应宣传工作，尤其是翻译专业相关人员，应阐明

此类情况，减少别有用心之人对国家政策的抹黑与

恶意攻击。 
其次，重视网络安全。人工智能作为双刃剑，能

够近乎完美地模拟人类的面貌、声音、动作、表情

等，达到难辨真假的程度。因此，未来网络诈骗将步

入新阶段，相应的防护措施，如人脸识别、声纹监控

等亦需进一步强化，以防遭受诈骗。 
最后，人工智能虽为实用工具，但不可过度依

赖。仍需关注实体产业，现阶段缺乏实体产业的国

家在面对金融危机等突发状况时极为脆弱，中国在

国际上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经济战、贸易战等打

击手段，因此绝不能率先舍弃自身的“实体经济免

疫系统”。人工智能不应取代实体产业，而是借助人

工智能构建新型实体产业，带动传统实体产业，推

动国家实体经济再度腾飞。 
5 人工智能时代的忧虑 
人工智能在发展与应用过程中给人们带来了包

括但不限于失业、隐私侵犯与泄露、人生意义流失

等在内的诸多威胁，而生活在一个被多种技术威胁

笼罩下的社会，人们可能并不会感觉到有多么幸福

与安全，甚至可能充满忧虑，这与国家的原初使命

是相背离的[10]。 
6 结语 
在迈向人工智能时代的征程中，中国正站在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风口浪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

人工智能体系，不仅是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核心

战略，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

国特色的人工智能应以自主创新为基础，以服务人

民为宗旨，以国家安全为底线，推动科技自立自强

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辅相成。在实践中，中国需强

化原创能力、聚焦国防需求、优化产业体系布局，同

时积极构建人才、算力、材料的闭环生态链。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国将

以其独特的发展道路，以计算机工程为基础，注重

技术创新、场景应用与规范治理的全面融合，为世

界人工智能产业注入新动能，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

智慧与中国方案。通过扎实推进中国特色人工智能

建设，中国必将在人工智能时代中占据重要一席，

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得更远、更稳、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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