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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出台《人工智能法》

快速迭代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亟待
完善监管，全国政协委员呼吁：

会展业是现代经济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已经成
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和国
际影响力的重要标志。
近年来，国内会展业快速发

展，已是拉动城市经济发展的新
引擎，迫切需要加大政策引导和
支持力度，积极推广绿色搭建新
模式，推动会展业双碳转型和高
质量发展。
为此，建议行业主管部门积

极鼓励推广绿色搭建新模式，重
点培育一批具备绿色服务能力的
展览服务商，形成设计、搭建、施
工、固废回收等全流程绿色搭建
服务能力；会展企业从传统布展
搭建向绿色搭建转型的前期投入
较大，建议对相关生产、制造、推
动绿色搭建的企业给予财政补
贴，对企业发展资金需求予以银
行贷款支持。
商务部、各省区市商务主管

部门应加强行业指导，积极发挥
头部展会特别是进博会、广交会
等政府展会的行业引领作用，在
绿色搭建、绿色会展等方面加大
探索力度，形成示范效应和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带动全行业转
型升级。
同时，积极支持北京、上海等

地的标志性展馆运营主体，比如
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上
海世博展览馆、上海新国际博览
中心等，联合制定展览场馆“绿色
标准”，为展馆方选择绿色展会主
场搭建商提供依据；建议支持展
馆方加快智慧展馆和数字化能力
建设，形成绿色展馆运营知识产
权，面向全国加快绿色管理经验
复制推广。

本报记者 姚丽萍 整理
陈正宝 摄影

随着算法技术全面步入应用

阶段，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的

新动力，一系列诸如算法歧视、算

法黑箱、信息茧房、算法霸权等伦

理和法律问题也开始涌现。

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

金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毅

带来了一份关于进一步完善人

工智能算法治理体系的提案。

他认为，如何更好监管人工智能

算法，监管手段和能力如何相应

提升，对人工智能产业的健康有

序发展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至

关重要。

可执行性不强
监管难以问责

在调研中，张毅发现，我国已

经出台的针对算法管理的专门性

规定法律效力低，可执行性不

强。以被监管责任主体为例，目

前人工智能算法相关规定没有对

“服务提供者”概念进一步细

化，如模型研发者、平台运营

方、技术支持者等，这可能导致

责任承担不明晰，进而造成监

管难以问责。同时，面向算法

侵害的认定和维权困难，相关

政策无异于“纸上谈兵”，“被算

法侵害的对象往往面临‘理解

难、取证难’等问题，而执法者

也面临着‘认定难’的问题。”

此外，我国尚未设立统一

的算法监管机构，实施算法监

管的机构呈现部门化特征，容

易产生监管竞合或真空。快速

迭代进化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

术也给现有的监管框架带来了新

挑战。

弥补监管空白
强化算法透明度

“算法的不可读性和难理解

性怎样解决？监管机构如何更有

效监管，同时平衡好监管和发展

的关系？”为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健

康有序发展，张毅建议，应构建人

工智能算法治理体系，弥补监管

体系空白。一方面，尽快推进《人

工智能法》的制定和出台，通过统

一原则性立法，提炼规范人工智

能算法的共性规则；另一方面，基

于不同技术类型、应用领域人工

智能的风险差异，应该通过针对

性的法规予以规制。

同时，张毅提出，要强化人工

智能算法的透明度，以个人能够

理解的示例、流程图等方式披露

算法规则，便于用户理解和决策，

并进一步优化用户便捷关闭算法

服务的选项，在显眼位置设置“一

键关闭”推荐服务选项，保障用户

合法权利。

此外，张毅认为，还应将人工

智能和算法技术按风险等级进行

划分，并针对不同等级采取不同

的监管措施；借助市场力量，运用

监管沙盒等创新监管工具，补齐

监管技术短板，有效落实监管；强

化算法治理联席工作机制，形成

算法监管合力，构建“横向协同，

纵向联动”的算法治理格局。

特派记者 陈佳琳 屠瑜
（本报北京今日电）

思想众筹

“现代竞技体育已不再是运

动员在赛场上的单打独斗，其背

后更是尖端科技与竞技体育融

合的大舞台，也是各国科技力量

和科技水平的大比拼。”今年两

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竞

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射击射箭运

动中心主任陶璐娜带来了一份让

现代科技与竞技体育深度融合的

提案。

陶璐娜介绍，“冠军模型”又

称优秀运动员专项能力结构模

型，随着竞技体育迈入智能化时

代，众多高科技手段被应用于运

动训练的各个环节，借助于人工

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对运动员进

行综合能力数据评估，对照“冠军

模型”进行专项强化，已成为运动

员全面提升竞技能力和水平的新

路径、新赛道。比如，我国著名男

子百米短跑运动员苏炳添，就是

以“冠军模型”为指导，通过对各

环节全方位数据监控，针对问题

定制个性化训练方案，全面优化

了自身的技术参数和身体素质，

成绩迅速跻身世界前列。

“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可以把

冠军各个维度的数据信息，比如

身高体重、几岁开始训练、成绩

等，从身体、技术、心理等层面分

析，进而生成‘冠军模型’。我们

再对标该模型改进、选材，帮助运

动员们提升训练效果。”陶璐娜认

为，当前，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已在

金融、医疗、零售等领域得到广泛

应用，为各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带

来了技术支撑和价值赋能。在我

国竞技体育领域，“冠军模型”与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结合应用，

尚处于探索和试验阶段。“要加快

推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在

‘冠军模型’的更多场景应用，孕

育更多优质‘种子’，进一步开辟

竞技体育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的

新赛道，打造竞技体育全面发展

的新动能新优势。”

陶璐娜建言，要坚持战略导

向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国家

层面进一步发挥举国体制的制度

优势，在国家及地方的体育发展

规划中着力强化科技创新研发应

用和关键性技术突破，将“冠军模

型”与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结合

的场景应用纳入重大课题、重要

事项，从优势项目到薄弱项目、从

单项运动到团体运动，以点带面

做好各类竞技场景应用的顶层设

计和机制保障。

“多年来，我国竞技体育取得

了巨大成就，各方面的成功经验

需要我们不断地总结与传承，特

别是对奥运金牌项目或取得历史

突破项目的系统经验总结。”陶璐

娜提议，要以“冠军模型”为目标，

加大“冠军模型”的数据收集和转

化力度，在后备选材、技能训练、

心理测试等各个环节进行广泛的

数据资源布局和储备，为人工智

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各类场景应用

提供数据支撑。

在“走出去”的同时，也要“请

进来”。陶璐娜认为，支持和鼓励

各方参与研发创新合作，才能提

升国际视野、创新思维。继续加

强国内外优秀教练团队、科研团

队和管理团队的合作交流，进一

步激发科技助力，提升创新融合

的效率和效能。此外，还要进一

步激发市场活力，创新合作机制，

在主管部门的引导下合理利用各

方资源，更好地为竞技体育高质

量发展提供科技动能。

特派记者 陈佳琳 屠瑜
（本报北京今日电）

全国政协委员建言：

借力人工智能培育更多世界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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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美国人工智能研
究公司OpenAI推出人工智能
文本生成视频大模型——Sora，
可根据简单文字，生成长达1分
钟的高清视频，在全球掀起热
潮。OpenAI发布的ChatGPT，
目前公开信息也已经迭代到
GPT-4。这标志着，“万物互联、
人人在线、事事算法”的人工智
能时代已经到来。

■ 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带来
监管难题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