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 军事天地 新世界时新世界时报报2023年4月28日

NEW WORLD TIMES

4-020

快来信耶稣 使你绝处逢生 得着丰富之福

15201 McKnewRd，Burtonsville，MD20866
Montgomery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蒙 福 基 督 教 会蒙 福 基 督 教 会蒙 福 基 督 教 会蒙 福 基 督 教 会蒙 福 基 督 教 会蒙 福 基 督 教 会蒙 福 基 督 教 会蒙 福 基 督 教 会蒙 福 基 督 教 会蒙 福 基 督 教 会蒙 福 基 督 教 会蒙 福 基 督 教 会蒙 福 基 督 教 会蒙 福 基 督 教 会蒙 福 基 督 教 会蒙 福 基 督 教 会蒙 福 基 督 教 会蒙 福 基 督 教 会蒙 福 基 督 教 会蒙 福 基 督 教 会蒙 福 基 督 教 会蒙 福 基 督 教 会蒙 福 基 督 教 会蒙 福 基 督 教 会蒙 福 基 督 教 会蒙 福 基 督 教 会蒙 福 基 督 教 会蒙 福 基 督 教 会蒙 福 基 督 教 会蒙 福 基 督 教 会蒙 福 基 督 教 会

主日礼拜时间：上午10时45分，在会堂
禁食祷告：礼拜二上午11时至下午1时，在会堂
研经聚会：主日下午1点半至2点半，在祈祷院

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申命记 28：6）

会牧：黄仰恩牧师
Rev：Jonah Huang

电话：301-549-1337（H）
301-549-3059（O） 4-022

AI将主宰战场？
军报：从ChatGPT看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

ChatGPTChatGPT的潜在军事价值的潜在军事价值

ChatGPT 受到关注的重要原
因是引入了新技术 RLHF。所谓
RLHF，就是通过人类的反馈来优
化模型算法，使 AI模型的输出结
果和人类的常识、认知、价值观
趋于一致。简单来说，就是跟过
去的 AI模型相比，ChatGPT“更像
人类”了。这种“像”主要体现在
自然语言处理方面，即语义分析
和文本生成。语义分析方面，用
户的任何问题基本都能够得到有
效回应，不像过去很多时候“驴
唇不对马嘴”；文本处理方面，任
何问题的答案都看起来逻辑通
顺、意思明确、文笔流畅。应该
说，这堪称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
重大突破。

这一技术显然可以应用于
军事领域。平时，基于 ChatGPT
技术的情报整编系统可针对互
联网上的海量信息，作为虚拟助
手帮助分析人员开展数据分析，
以提高情报分析效能，挖掘潜在
的 高 价 值 情 报 。 战 时 ，基 于
ChatGPT 技术的情报整编系统可
将大量战场情报自动整合为战
场态势综合报告，以减轻情报人
员工作负担，提高作战人员在快
节奏战场中的情报分析和方案
筹划能力。

ChatGPT还可用于实施认知对
抗。信息化智能化时代，各国数字
化程度普遍较高，这意味着民众之
间的信息交流、观点传播、情绪感
染的速度更快，也就意味着开展认
知攻防的空间更大。ChatGPT强大
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可以用来快
速分析舆情，提取有价值信息，或
制造虚假言论，干扰民众情绪；还
可通过运用微妙而复杂的认知攻
防战术，诱导、欺骗乃至操纵目标
国民众认知，达到破坏其政府形
象、改变其民众立场，乃至分化社
会、颠覆政权的目的，实现“不战
而屈人之兵”。

据悉，ChatGPT使用的自然语
言处理技术，正是美军联合全域
指挥控制概念中重点研发的技
术。2020 年 7 月 1 日，美国兰德
公司空军项目组发布《现代战争
中的联合全域指挥控制——识别
和开发 AI 应用的分析框架》报
告。该报告认为，AI 技术可分为
6 类，自然语言处理类技术作为
其中之一，在“联合全域指挥控
制”中有明确的应用——可用于
从语音和文本中提取情报，并将
相关信息发送给分队指挥官乃至
单兵，以提醒他们潜在的冲突或
机会。

““数据是深度愚蠢的数据是深度愚蠢的””

ChatGPT 火爆的关键原因之
一是“更像人类”，然而，“更像人
类 ”不 等 于“ 趋 近 人 类 智 能 ”。
ChatGPT 仅仅代表 AI 的新高度，
但它还是 AI，仍存在着天然缺
陷。

目前，主流 AI 模拟的都是大
脑的“模式识别”功能，即在“感
知”到外部信号刺激时，能迅速
分辨出其性质特点。最初，科学
家打算通过“制定规则”的方式
来实现这一功能，但很快发现行
不通。比如，很难用规则来定义
一个人。这是因为，人的相貌、
身材、行为等特点无法用明确而
统一的规则来描述，更不可能转
换为计算机语言。现实中，我们
看到一个人就能迅速识别出来，
并没有利用任何规则，而是通过
大脑的“模式识别”功能来瞬间
完成的。

这一识别过程为科学家提供
了启示：第一，大脑是一个强大
的模式识别器，其识别功能可以
通过训练得到提高；第二，大脑
的识别能力不是按照各种逻辑和
规则进行的，而是一种“自动化”
的行为；第三，大脑由数百亿个
神经元组成，大脑计算不是基于
明确规则的计算，而是基于神经
元的计算。

这正是目前主流 AI 的底层
逻辑——对大脑运行机制的模
拟。基于这一逻辑，科学家开发
了各类基于神经网络算法的神经
网络模型，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其基本原理是：这些模型都由输
入层、隐藏层和输出层三部分组
成；从输入层输入图像等信息，

经过隐藏层的自动化处理，再从
输出层输出结果；模型内部包含
大量“神经元”，每个“神经元”都
有单独的参数；如果输出结果与
输入信息存在误差，模型则反过
来自动修改各个“神经元”的参
数；这样输入一次，跟正确答案
对比一次，把各个参数修改一
次，就相当于完成了一次训练。
随着训练次数越来越多，模型参
数的调整幅度越来越小，逐渐达
到相对稳定的数值。此时，这个
神经网络就算成型了。

这就是目前主流的神经网络
算法，ChatGPT 也同样如此。不
同之处在于，一般 AI模型只有百
万 级 训 练 数 据 和 参 数 ，而
ChatGPT 拥有 3000 亿单词的语料
数据和 1750 亿个参数。前者是

“喂给”程序的训练数据，后者则
基于训练数据提升 ChatGPT 这个
模 型 对 世 界 的 理 解 。 这 就 是
ChatGPT 看起来“更聪明”的主要
原因。但 ChatGPT 只是“大力出
奇迹”，其原理与过去的 AI 模型
并没有本质区别。

了解了 AI 的基本原理，我们
会发现 AI 存在两个天然缺陷。
第一，AI 本身并不理解“它自己
在做什么”。AI 模型就是一堆神
经网络的参数，这些参数没有任
何具体意义。AI 只负责输出结
果，并不能解释输入与输出之间
的逻辑关系。第二，AI的“行为”
是由训练数据决定的。训练 AI
的数据量越大，AI 的能力就越
强。但数据再多，也只能代表

“经验丰富”，一旦遇到意外情
况，就会发生功能紊乱。可以
说，AI就是用大量数据“喂”出来
的，它的表现完全取决于数据。

因此，跟人类智能相比，AI
既没有真正的理解能力，又过于
依赖训练数据，以至于计算机科
学家和哲学家朱迪亚·珀尔有一
句名言：“数据是深度愚蠢的”。

AIAI原理带来的战争启示原理带来的战争启示

尽管 AI 存在天然缺陷，但并
不妨碍它成为优秀的“参谋”和
助手。截至目前，AI 在军事领域
的应用范围正在不断扩大，越来
越多的 AI 作战应用正在或已经
成为现实。

如侦察感知领域，一些发达
国家军队的超视距雷达，正在使
用 AI 对各种类型的空中目标进
行快速标记和个体识别，目前已
经实现了对无人机等小型目标的
自动探测与识别。无人作战领
域，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
正在实施一系列计划，致力于研
究无人机、自主水面无人艇和水
下潜航器以及陆基移动无人平台
的组群使用，以实现相应的作战
目的。此外，AI 技术还渗透到指
挥控制、训练模拟、后勤保障等
领域，并逐渐发挥出日益重要的
作用。

深入思考 AI 的特点原理和
发展路径，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一
些关于战争的启示：

第一，技术深度决定战术高
度。毫无疑问，AI 时代战术的

“技术含量”将越来越高，而“战
术高度”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对
AI 技术的认识深度。2019年，比
利时鲁汶大学的研究团队发明了
一种可以骗过 AI 识别的彩色图
形——只要把一张 A4 大小的特
殊图形打印出来贴在身上，AI 就

不会把实验者当作“人”。循着
这个思路会发现，只要找到 AI的
数据识别漏洞，就能够利用数据
的“愚蠢”，骗过对方的侦察感知
功能，进而发展出相应的对抗战
术。但能否通过技术手段发现
AI 漏洞，是此类战术奏效与否的
关键和前提。换句话说，对 AI技
术的研究深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战术能够发挥的高度。

第二，打破常规是对抗 AI 的
关键。目前 AI 的所有能力都在
人类的认知边界内。如 ChatGPT
看似无所不知，但它能够提供的所
有答案都是在人类已知的信息库
中检索整合得出的。即使跟过去

“不一样”，ChatGPT也只是通过内
容整合“重组已知”，而非在观点和
思想层面“发现未知”。或者说，AI
的最大优势是“熟悉套路”和“优选
方案”，劣势则是难以“打破常规”，
更不能“无中生有”。这意味着，AI
并不能从已知推导出未知，创新将
是人类的最大优势。这进一步意
味着，人类指挥员通过深度思考、
逻辑推理进而打破常规、创新战法
的能力无可取代，也必将是未来战
场上应对“AI 指挥员”的制胜利
器。

第三，主宰战场的依然是人
类而非 AI。基于目前的计算机
技术，AI 发展存在天花板。其理
论 依 据 是“ 哥 德 尔 不 完 备 定
理”。这一定理简单来说，就是

“可数系统都是不完备的，其中
某些问题永远无法在系统本身的
层面得到解决”。根据这一原
理，基于当前计算机技术的 AI，
可能永远无法超越人类。因为计
算机系统本质是可数的，而人的
意识是不可数的。例如，计算机
所有的输入和输出，都必须用有
限的数字来描述。比如圆周率。
计算机里没有真正的圆周率，小
数点后只能输入一个有限位的近
似小数，到一定长度必须停下
来。只要停下来，参与运算的这
个圆周率就不是真正的π。而真
实世界与计算机模拟的数字世界
是不同的。真实世界是不可数的，
圆周率π、自然常数e都可以无穷无
尽地计算下去。AI运行于数字世
界，人类则生活在实数宇宙。用基
于目前计算机技术的AI来模拟人
类智能，就像用语言系统来描述人
类感觉——语言是可数的，而感觉
是不可数的，所以有些感受“只可
意会，不可言传”。由此可推导出，
在真正的技术“奇点”到来之前，AI
只能不断逼近人类智能，但永远无
法超越。人类仍将是战场的最高
主宰。

编者按：今年3月中旬，聊天机器人程序ChatGPT推出了最新版本GPT-4,可支持多元的输入输出形式，使其具备了更强的专业学习能力。作为一种基于人工

智能（以下简称AI）技术的聊天程序，ChatGPT一经推出，便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甚至有人惊呼，AI将取代人类主宰战场。ChatGPT究竟会给军事领域带

来哪些变革？AI是否会超越人类？带着这些问题，本文从ChatGPT入手，为读者梳理出一条AI大致的军事应用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