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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俄罗斯是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史的重要分支ꎮ 苏联模式既留下

宝贵科技遗产ꎬ 也制约今天俄罗斯人工智能快速发展ꎮ 当代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

已形成独特的 “弱市场模式”ꎬ 主要表现为政府、 军事与市场三大板块平行推

进ꎬ 政府版块占据强势主导地位ꎬ 军事版块形成独立发展闭环ꎬ 市场版块受多重

挤压而艰难成长ꎮ 由于产业结构重心完全倒向政府一侧ꎬ 政府力量取代市场体制

成为沟通产业体系内各要素的桥梁ꎮ 由于市场调节能力欠缺ꎬ 俄罗斯人工智能产

业难以克服人才流失、 资本不足与数据匮乏等弱点ꎮ 虽发展模式不均衡特征突

出ꎬ 但依托基础研发、 人才培养和军事工业等个别领域的比较优势ꎬ 俄罗斯在全

球人工智能产业的实际地位应高于目前主流评估体系中的位置ꎮ 俄罗斯在未来

１０ 年将不会对现有发展模式进行根本变革ꎬ 而是通过政策层面的适当调整推动

技术与产业发展ꎬ 这将限制其发展空间与速度ꎮ 中俄两国在人工智能民用科技、
国家安全、 全球治理等领域仍有较大合作潜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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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如何准确评估俄罗斯当前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状况ꎬ 如何准确定位俄罗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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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版图中的位置ꎬ 这是困扰着当代所有人工智能领域研

究者和区域问题专家的共同难题ꎮ 作为目前最为前沿的科技创新领域ꎬ 全球人工

智能行业已形成了较为稳定和成熟的国别产业发展评估体系ꎬ 每年都会有大量的

专业研究机构发布各种基于国别的人工智能产业评估报告ꎮ 但在现有的分析报告

中ꎬ 俄罗斯或者不见踪影ꎬ 或者排位极低ꎬ 与很多尚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发展

中国家相当ꎮ
虽然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反映了俄罗斯当前在发展人工智能技术方面

所存在的诸多问题ꎬ 但对于任何俄罗斯科技领域比较了解ꎬ 或者熟悉计算机行

业、 控制论相关理论发展史的研究者都不会完全认同这个结论ꎮ 从苏联时代开

始ꎬ 俄国科学家就对人工智能理论和实践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ꎬ 并且形成了具有

鲜明特色的技术发展思路ꎬ 这些在成长中累积下来的特殊发展思路逐渐形成了俄

罗斯人工智能发展的特殊模式ꎬ 直到今天仍然对俄罗斯相关产业的建设和推进构

成重要影响ꎮ 然而ꎬ 历史模式一旦定型则必然会在制度层面产生路径依赖效应ꎬ
最终使得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思路与全球主流发展模式存在明显区别ꎮ 因

此ꎬ 现有通用评价体系并不能完整展示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全貌ꎬ 对于俄

罗斯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版图中的定位也存在一定偏差ꎬ 这种偏差可能对相关领

域重要议题的研判造成误导ꎮ
迄今为止ꎬ 俄罗斯国内虽然对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及其社会影响已有相对深厚

的学科积淀甚至哲学思考ꎬ 但对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研究仍然稀少ꎬ 且大都停

留在即时性描述或国际比较层面ꎬ 而未有从产业结构角度出发并结合俄罗斯历

史、 政治、 经济及对外关系特征的系统性考量ꎬ 当然ꎬ 现有成果仍对本研究提供

了较为丰富的知识积累①ꎮ 在欧美学术界ꎬ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研究的兴起ꎬ 部分

研究者也开始对苏联时代和当代俄罗斯人工智能及相关领域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

和阐释ꎬ 尽管大部分研究仍然很难摆脱以西方视角评论俄罗斯问题的传统套路ꎬ
且主要都集中于对现象进行描述和简要分析ꎬ 并未深入考察现象背后的机制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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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Рынок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 в Россииꎬ ＡＢＢＹＹꎬ ноябрь ２０１９ꎻ Акулинин Ф В ꎬ
Адамов Д В ꎬ Россия на пороге сингулярности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ꎬ основные аспекты и
сложности развития и внедр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и в мире /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журнал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９
(Апрель － июнь)ꎻ Сергей Кареловꎬ Каким будет место России в мире реализованных ИИ － стратегий?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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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ｒｅ － ｒｅａｌｉｚｏｖａｎｎｙｋｈ － ｉｉ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ｙ / ꎻ Сергей Шумскийꎬ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 вызовы и угрозы
Россииꎬ １８ １２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ｓｓｉ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ｕ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ａｎｄ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ｉｓｋｕｓｓｔｖｅｎｎｙｙ － ｉｎｔｅｌｌｅｋｔ －
ｖｙｚｏｖｙ － ｉ － ｕｇｒｏｚｙ － ｒｏｓｓｉ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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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ꎬ 但相关成果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①ꎮ 而在中国学术界ꎬ 对于俄罗斯人工智能

议题的关注则是在 ２０１９ 年年底刚刚出现ꎬ 相关研究仍是凤毛麟角②ꎮ 在此之前ꎬ
已有部分青年学者对于俄罗斯科技领域及相关议题进行了一定研究ꎬ 其成果也对

本文写作形成一定帮助③ꎮ 但总的来说ꎬ 针对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深度研

究分析在中国学术界尚属空白ꎬ 从这个意义上讲ꎬ 本文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ꎮ
综上所述ꎬ 笔者将在全面了解产业发展数据的基础上ꎬ 简要总结苏联人工智

能发展历史ꎬ 并从当前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的表现形态出发ꎬ 总结俄罗斯人工智

能产业的特殊发展模式ꎬ 评估俄罗斯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准确定位ꎮ 本文的目

标是全面阐述俄罗斯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特点、 优势与挑战ꎬ 希望能够较好地勾

勒出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宏观图景ꎬ 并且对其未来发展前景及中俄合作的

可能性作出阐述ꎮ

一　 历史遗产与桎梏: 苏联人工智能发展简史

从历史时间线上看ꎬ 俄罗斯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的先行者之一ꎬ 其独特的技

术发展思路构成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早期成长阶段的有益探索ꎬ 是全球人工智能发

展史上一条拥有独特地位的支线ꎮ

(一) 苏联人工智能发展的特殊路径

虽然 “人工智能”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概念诞生于 １９５６ 年美国达特茅斯

夏季研讨会ꎬ 但在俄罗斯ꎬ 人工智能元年则被普遍认为是 １９５４ 年ꎮ 在那一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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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ｔｗｏｒｋ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ｅａｓ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６

目前国内学术界直接讨论俄罗斯人工智能问题的文章很少ꎬ 仅有两篇介绍性短文公开发表于学术
刊物上ꎬ 分别为: 张晓慧、 肖斌: «俄罗斯努力谋求 ＡＩ 强国地位»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ꎻ 赵
勋: «美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对比研究»ꎬ 载 «国防科技工业»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ꎮ 此外ꎬ 本文作者参与写作
的部分研究报告曾涉及到俄罗斯人工智能的内容ꎬ 参见: 赵华胜、 谢卢加宁主编: «中俄对话: ２０１９ 模
式»ꎬ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联合研究报告ꎬ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 第 ５８ ~ ６１ 页ꎬ 等等ꎮ

虽不是直接讨论人工智能主题ꎬ 但作为相关背景知识对本文写作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的相关中文
文章包括: 崔铮: «俄罗斯科技发展制约因素与优先政策选择»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ꎻ 张冬杨: «俄罗斯数字经济发展现状浅析»ꎬ 载 «俄罗斯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ꎻ 封帅: «人工智能时代
的国际关系: 走向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ꎬ 载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ꎻ 王玉柱: «数字经济重塑全球
经济格局———政策竞赛和规模经济驱动下的分化与整合»ꎬ 载 «国际展望»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ꎻ 高际香: «俄
罗斯数字经济战略选择与政策方向»ꎬ 载 «欧亚经济»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ꎬ 等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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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数学家ꎬ 同时也是俄罗斯控制论奠基人之一阿列克谢利亚普诺夫

(А А Ляпунов) 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组织了由多名数学家、 语言学家、 生理学

家、 心理学家参加的名为 “自动装置与思维” 研修班ꎮ 这被写入了俄罗斯信息

学教材ꎬ 并被认为是俄国人工智能研究的起点①ꎮ
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的苏联科学界萌芽并非偶然ꎮ 在 ２０

世纪早期ꎬ 俄罗斯数学家在数学领域的多项研究成果ꎬ 特别是马尔科夫

(А А Марков)、 柯尔莫哥洛夫 (А Н Колмогоров) 对于概率论的研究ꎬ 为此

时尚未出现的人工智能技术提供了重要的数学理论基础ꎮ １９４５ 年起在列宁格勒

(圣彼得堡) 设立的逻辑决策研究项目也为随后人工智能研究的出现提供了有利

条件ꎮ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ꎬ 人工智能研究的最初理念在两个超级大国的科学

界几乎同时萌芽ꎬ 这种时间上的相近是否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在这一时期诞生具

有某种科技史意义上的必然性ꎬ 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ꎮ 但苏联的人工智

能———虽然在早期相当长的时段内并没有直接使用 “人工智能” 这个美国人创

造的概念———在苏维埃经济社会模式下自然成长ꎬ 却给我们留下了观察科学技术

与特定社会形态互动的宝贵机会ꎮ
苏联时代的人工智能研究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被视为是控制论的一个下属部

门而非一个独立学科ꎬ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主要表现在数学与控制论范

畴内ꎮ １９６５ 年ꎬ ２０ 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柯尔莫哥洛夫再次开辟了他学术生涯的

新篇章ꎬ 独立开创了算法信息论ꎬ 将 “柯尔莫哥洛夫复杂性” 这一重要理论概

念引入计算机科学中ꎬ 对此后人工智能发展产生深远影响②ꎮ 同样在 １９６５ 年ꎬ 另

一位重 要 的 苏 联 科 学 家ꎬ 情 境 控 制 论 奠 基 人 德 米 特 里  波 斯 佩 洛 夫

(Д А Поспелов) 开始研究情境表示的特殊模式——— “知识表示”ꎬ 围绕着这一

１０１

①

②

Информатика: Учебник ３ － е перераб изд / Под ред проф Н В Макаровой － М : Финансы и
статистикаꎬ ２００９

美国学者所罗门诺夫 (Ｒａｙ Ｓｏｌｏｍｏｎｏｆｆ) 于 １９６０ 年率先发表了相关理论成果ꎬ 但由于冷战的影响ꎬ
苏联科学家并未获知这一研究成果ꎮ １９６５ 年ꎬ 柯尔莫哥洛夫独立发表了被称为 “柯尔莫哥洛夫复杂性”
的完整理论ꎮ 后来柯尔莫哥洛夫在了解到所罗门诺夫的工作之后ꎬ 承认所罗门诺夫的发现在先ꎬ 但由于柯
尔莫哥洛夫的理论更加系统和完整ꎬ 科学界的共识仍将 “柯尔莫哥洛夫复杂性” 的主要工作归功于他ꎮ 从
１９６８ 年起ꎬ 柯尔莫哥洛夫在研究成果中开始引用所罗门诺夫的文章ꎬ 这位所罗门诺夫赢得了在苏联科学界
的普遍赞誉ꎮ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ꎬ 所罗门诺夫本人也是 １９５６ 年达特茅斯夏季研讨会的重要参会者ꎬ
亲自见证了 “人工智能” 概念的诞生ꎮ 二人在这一问题上的 “意外相逢”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美苏人工
智能领域的高端对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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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的研究一直延续到 １９８０ 年①ꎮ 波斯佩洛夫本人也一直在苏联人工智能研究的

学术组织建设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ꎮ １９７４ 年ꎬ 苏联第七届全国控制论会议上专

门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讨论ꎬ 并把人机对话作为控制问题的解决方案之一ꎮ 在苏

联科学院控制论学术委员会内设立了人工智能部ꎬ 标志着人工智能的概念正式被

苏联官方所接受ꎮ １９７８ 年ꎬ 苏联 «哲学问题» 杂志专门组织研讨会ꎬ 讨论与人

工智能技术相关的社会哲学问题②ꎮ
然而ꎬ 从 ７０ 年代中后期开始ꎬ 曾在很长时间与美国同行并驾齐驱的苏联人

工智能研究却呈现出后劲不足的状况ꎬ 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主流学界的发展水

平ꎬ 这种新兴科技部门发展逐渐失速的现象在计算机、 互联网等多个领域都有明

显表现ꎬ 这显然与苏联时期的社会结构与学术管理体制有着直接的联系③ꎮ
一方面ꎬ 苏联的学术管理模式直接影响了人工智能的学术体系建设ꎮ 从麦卡

锡 (Ｊｏｈｎ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明斯基 (Ｍａｒｖｉｎ Ｍｉｎｓｋｙ) 等人组织达特茅斯会议开始ꎬ 美

国学者就是以开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为目标来推动人工智能研究ꎮ 所以人工智能

领域的研究在早期就是一个松散的、 多元路径并行推进的自然生长过程ꎮ 各种思

想理论流派围绕着机器智能的终极目标ꎬ 从不同角度向前推进ꎮ 在这种自由发展

过程中逐渐形成不同理论流派ꎬ 最终使一个学科从萌芽逐渐发展为树大根深、 枝

叶繁茂的学术系统ꎬ 这也是新兴学科成长的一般过程ꎮ 然而ꎬ 对于苏联人工智能

研究者来说ꎬ 他们并没有这样宽松的环境ꎮ 在苏联学术体系下ꎬ 人工智能研究必

须证明他们能够为苏联庞大的计划经济体系提供有力服务才能获得政府支持ꎬ 所

以苏联的人工智能研究始终沿着控制论路径向前推进ꎬ 而该研究的限定目标则更

多指向与自动化技术相结合ꎬ 打造无人工厂推进生产ꎮ 根据逐步公开的部分苏联

时期的会议报告ꎬ 苏联似乎尝试采用模拟生物学的方案实现这一目标ꎬ 但始终进

展有限ꎮ
事实上ꎬ 任何一个新兴学科在创立初期都很难对本学科今后几十年的发展进

行准确预测ꎬ 因为对于未知领域的探索必然伴随着各种错误与挫折ꎮ 多元发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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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的意义在于为学科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ꎬ 能够使整个学科具有更强的适应能

力ꎮ 而苏联科技管理体系的问题也正在于此ꎬ 新兴学科必须证明其有直接实用价

值才能获得支持ꎬ 而且过于严格的条块管理体制也决定了新兴学科必须选择与某

个现存学科挂钩才能最快获得体制的接纳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苏联人工智能发展被

限制在控制论路径中ꎬ 一旦这条发展路径在一定时期内无法推进ꎬ 整个学科发展

便陷入僵局ꎮ
另一方面ꎬ 苏联经济体制也对人工智能研究的推进构成很大限制ꎮ 美国人工

智能技术的持续发展与源源不断的资本注入密不可分ꎬ 人工智能技术在经济领域

具有巨大的想象空间ꎬ 从诞生伊始就得到了大资本的关注ꎬ 资本注入使得各种高

成本科研实验成为可能ꎬ 更重要的是ꎬ 它吸引了大量青年人才投身于这一行业ꎬ
为学科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①ꎮ 科技与产业的频繁互动是主流人工智能科技得以

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ꎬ 也是苏联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短板ꎮ
总的来说ꎬ 苏联经济与社会体制对于新兴学科发展是不利的ꎬ 从某种意义上

说ꎬ 正是体制的制约使得苏联无法跟上 ２０ 世纪下半叶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脚步ꎬ
苏联最终的命运也与此相关ꎮ 苏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不可能摆脱体制限制ꎬ 在缺

少市场机制调节的情况下ꎬ 苏联时期的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处于偏狭与跛足的状

态ꎮ 所谓偏狭ꎬ 指的是苏联人工智能的有效成果过分集中于某几个特定领域ꎬ 无

法带动整个学科全面系统的发展ꎮ 所谓跛足ꎬ 即苏联人工智能科技发展始终没有

办法与市场机制形成有机联系ꎬ 始终无法形成足够的内生动力ꎮ 这种 “偏科”
式的发展模式尽管能够获得一定早期收获ꎬ 但由于基础不牢ꎬ 学科建设系统性较

弱ꎬ 容易出现后劲不足的现象ꎮ 随着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后ꎬ 西方学者通过专家系

统等早期成果使人工智能技术走向实践应用ꎬ 苏联人工智能发展也开始陷入困

境ꎬ 逐渐与国际主流研究界在人工智能领域出现明显差距ꎬ 而且这种差距在随后

２０ 年里被进一步拉大ꎮ
１９８８ 年苏联成立了以波斯佩洛夫为会长的人工智能联合会ꎬ 会员有 ３００ 余

人ꎬ 工作地点遍及莫斯科、 圣彼得堡、 新西伯利亚和佩列斯拉夫尔—扎列斯基等

地②ꎮ 至此人工智能研究终于摆脱了控制论下属分支方向的尴尬地位ꎬ 成为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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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界一个独立的学术方向ꎮ 但此时苏联人工智能研究已经与西方主流学界形成

了明显代差ꎬ 再也无法并驾齐驱ꎮ 而且ꎬ 在这一时刻ꎬ 苏联作为一个整体即将走

到终点ꎬ 苏联时期特殊经验所累积的发展模式也成为了后继者的新起点ꎬ 该模式

所遗留的遗产与缺陷ꎬ 都成为塑造今后俄罗斯人工智能行业形态的关键力量ꎮ

(二) 苏联人工智能发展的遗产与桎梏

虽然苏联的历史已经远去ꎬ 但体制和模式转型的过程却并不容易完成ꎮ 至少

在人工智能领域ꎬ 俄罗斯尚未走出对于传统的惯性依赖ꎮ 苏联时代人工智能发展

的特殊模式对于当代俄罗斯相关产业发展的影响极其深远ꎬ 一方面ꎬ 历史模式在

一些方面为后续研究留下宝贵资源ꎬ 但另一方面ꎬ 历史模式所累积的偏好与惯性

也在潜移默化中对俄罗斯人工智能发展形成制约ꎮ
从积极方面来看ꎬ 历史模式留给俄罗斯未来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最宝贵遗产

是完整且高水平的、 以数学为核心的科学传统和相应的教育体系ꎮ 俄罗斯数学家

阿列克谢索辛斯基 (Алексей Сосенский) 曾撰文指出ꎬ 俄国大众数学传统来

源于两方面: 一是文化意义上 (集东方人对 “宗教领袖” 的尊崇与德国人对

“绅士教授” 的尊敬于一体) 科学职业在俄国长时期内拥有威望ꎬ 人们传统上对

自谦的钦佩ꎬ 以及知识分子 “走向人民” 的努力ꎮ 二是苏联政治原因对数学发

展造成的独特而决定性作用ꎬ 即与生物学、 历史学等其他学科要遵从某一原理不

同ꎬ 数学是唯一的一门其自身发展不受意识形态权威人物严密监督和左右的科

学ꎮ 因此ꎬ 数学在俄国通过数学兴趣小组、 数学学校、 数学班、 科普读物、 奥林

匹克竞赛得到广泛发展①ꎮ 由此形成的教育培训体系因而能够为俄罗斯持续培养

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ꎬ 保持其在相关产业方面的竞争力ꎮ
直到今天ꎬ 俄罗斯仍然延续着苏联时期的特长化基础教育制度———特长化中小

学 (精英教育)ꎮ 数学—物理学校、 数学—信息学学校与音乐、 美术、 体育等学校

均属这一体系ꎮ 数学特长学生可以进入此类学校接受专业教育ꎬ 参加全俄中小学生

奥林匹克竞赛ꎮ 目前ꎬ 莫斯科有约 ５５ 所数学、 物理或信息学特长学校ꎬ 圣彼得堡

有约 １５ 所ꎮ 其中圣彼得堡第 ２３９ 中学被认为是全俄最好的数学—物理中学ꎮ
在良好的中学数学教育的基础上ꎬ 俄罗斯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在培养人工

智能领域的人才方面表现突出ꎬ 这也是历史路径的重要成果ꎮ 在教学方面ꎬ 俄国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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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家或教授可以指导优秀的本科生甚至中学生ꎬ 俄罗斯学生开展科研工作较

早ꎮ 在俄罗斯 ２８６ 所大学中ꎬ 已经形成了 ６５ 个人工智能研究相关硕士专业ꎬ 包

括数据分析、 机器学习、 语音与图像识别、 计算机语言等等领域ꎬ 每年在读硕士

研究生约 ５ 万名①ꎮ 此外ꎬ 俄罗斯大学还与 ＩＴ 公司在教学、 资助、 用工环节保持

着良性互动ꎬ 大学与企业合作制定教学计划②ꎮ 其国内企业会直接举办面向大学

的编程竞赛ꎬ 并赞助俄罗斯队参加国际比赛③ꎮ 成熟且系统的教育培训体系支撑

着俄罗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资本ꎮ 在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中ꎬ ２０００ 年

至今俄罗斯队总共赢得 １４ 次冠军ꎬ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９ 年蝉联 ８ 届冠军ꎮ 更重要的是ꎬ
它孕育出俄罗斯国内一种程序设计的文化氛围ꎬ 形成了活跃且不断扩大的人工智

能数据处理专家群体ꎬ 有助于俄罗斯在人工智能算法方面的竞争优势的形成ꎮ 可

以说ꎬ 年轻人才培养是俄罗斯在目前人工智能领域所享有的为数不多的比较优

势ꎬ 这也是苏联人工智能历史模式的重要遗产ꎮ
但从消极方面来看ꎬ 苏联时代遗留下来的发展路径仍然在结构层面上对当代

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构成制约ꎮ
由于苏联经济体制中缺少市场机制ꎬ 新技术的潜在影响力难以通过系统内的

信号在经济体系中形成反馈ꎮ 换言之ꎬ 人工智能技术本身是计划经济体系中的后

来者ꎬ 在研发之初尚未取得实际效果时ꎬ 该领域科学家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像美国

同行那样在研究早期即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ꎬ 也很难聚集大量人才到这一领域ꎮ
虽然依靠少数天才科学家的自身努力可以在某几个点上获得不亚于西方学界的成

就ꎬ 但始终无法形成完备的学科体系与数量较为丰富的研究队伍ꎬ 更难以实现在

人工智能领域的持续快速发展ꎮ
有效的市场机制建设始终是俄罗斯的软肋ꎬ 时至今日ꎬ 虽然人工智能技术本

身已经实现了新的迭代进步ꎬ 但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仍然没有走出苏联时代缺少

市场机制下偏狭与跛足发展的制度陷阱ꎮ 特殊的发展模式也使得俄罗斯成为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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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产业版图上一块难以准确评价的 “例外” 区域ꎮ 然而ꎬ 在当代科技发

展中ꎬ 理论建构、 技术落地与产业发展已经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ꎬ 国家间的科

技竞争也是各自技术、 制度与系统集成能力的全面较量ꎬ 俄罗斯的特殊状态事实

上已经极大地限制了其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空间ꎬ 如何突破发展模式的制约将成

为未来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能否取得跨越式发展的关键ꎮ

二　 政府、 军事与市场: 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的基本形态

２０１０ 年后ꎬ 随着多层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技术的成熟ꎬ 人工智能迎来了新

一轮高速发展周期ꎮ 尤其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ꎬ 大数据、 云计算等信息技术

的飞速进步ꎬ 本轮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开始触及大规模商业应用的门槛ꎮ 由于展

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ꎬ 人工智能技术被世界各国视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引领性技

术ꎬ 世界主要大国围绕技术本身与产业发展的国际竞争也逐渐拉开帷幕ꎮ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浪潮和随之而来的国际竞争压力ꎬ 俄罗斯也表现出对

于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的充分重视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 日ꎬ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面向

中小学生的全俄公开课暨开学式活动上明确表示: “人工智能不仅是俄罗斯的未来ꎬ
也是全人类的未来谁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导者ꎬ 谁就将是世界的主宰者ꎮ”①

在这种情况下ꎬ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历史发展路径影响的俄罗斯人工智能

产业被推入了新的全球人工智能竞技场之中ꎮ 在内外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ꎬ 俄

罗斯形成了独特的产业发展形态ꎮ 由于这种独特的业态与国际主流业态差异较

大ꎬ 难以被通用评估体系完整呈现ꎬ 但我们可以根据其业态的特点对其发展状况

进行全景式呈现ꎬ 并且对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ꎬ 并且结合其发

展模式对于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在全球的位置给予合理评估ꎮ
从形态上说ꎬ 目前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主要由三个平行的产业版块组成ꎬ 三个板

块分别为: 政府版块、 军事版块与市场版块ꎬ 三个产业板块之间存在联系ꎬ 但在很大

程度上也是在各自的领域平行推进ꎬ 从而建构了独特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形态ꎮ

(一) 处于主导地位的政府版块

政府版块由俄罗斯中央政府及大型国有企业等国家机构组成ꎬ 这一板块的主

６０１

① Путин рассказалꎬ кто может стать властелином мираꎬ ０１ ０９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ｔｖｚｖｅｚｄａ ｒｕ / ｎｅｗｓ /
ｖｓｔｒａｎｅ＿ ｉ＿ ｍｉｒ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７０９０１１４２５ － ｑｂ２ｆ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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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功能是制定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ꎬ 协调人工智能战略的落实ꎬ 推动俄罗斯人工

智能领域的研究ꎮ
第一ꎬ 在制定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方面ꎬ 俄罗斯政府是以数字经济的发展作为

切入点来理解和规划俄罗斯人工智能在民用领域的发展战略①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ꎬ 俄

罗斯政府批准了 «俄罗斯联邦数字经济规划»ꎬ 将数字经济的发展作为实现经济

复苏的重要依托②ꎮ 在这一框架内ꎬ 俄罗斯政府层面开始组织力量讨论俄罗斯人

工智能在国民经济系统内的发展ꎬ 并最终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批准了 «２０３０ 年前国家

人工智能发展战略»ꎬ 并且在联邦数字发展委员会下成立了人工智能分委员会ꎬ
具体指导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ꎮ 以此为标志ꎬ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正式成

为俄罗斯国家发展战略议程的组成部分③ꎮ
第二ꎬ 在协调落实人工智能发展战略落实方面ꎬ 俄罗斯政府主要借助国有企

业、 国有控股公司、 国家公司等与政府关系紧密的机构进行组织和协调④ꎮ 这也

是目前俄罗斯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通用方式ꎮ 在整个信息通讯技术领域中ꎬ
５Ｇ 技术发展由俄罗斯电信 (РОСТЕЛЕКОМ) 和俄罗斯技术公司 (РОСТЕХ) 负

责ꎬ 俄罗斯技术国家集团还掌管量子传感器、 区块链、 窄带物联网的发展ꎬ 俄罗

斯国家原子能公司 ( РОСАТОМ) 专攻量子计算和新材料ꎬ 俄罗斯铁路公司

(РЖД) 负责量子通信ꎮ 而官方确定的人工智能发展的领导者则是俄罗斯最大的

国有商业银行———储蓄银行 (СБЕРБАНК)ꎬ «２０３０ 年前人工智能发展战略» 也

７０１

①

②

③

④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ꎬ 这里所说的战略思路中不包括军事领域的人工智能问题ꎬ 所有涉及军事与安
全的人工智能议题都属于军队版块的内容ꎮ

关于 «俄罗斯联邦数字经济规划» 的分析可参见张冬杨: «俄罗斯数字经济发展现状浅析»ꎬ 载
«俄罗斯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ꎮ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１０ １０ ２０１９ г № ４９０ О развитии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ａｃｔｓ / ｂａｎｋ / ４４７３１ 该战略中文版已由我国部分
旅俄青年学者翻译完成ꎬ 并通过社交媒体公开发表ꎬ 本文作者也参与了该文件中文版的翻译和校对工作ꎮ
中文版文件可见: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７３ｍｅＴｙＦｙ６ｐｊ４ＲＪｚ５ｈｐＢＳｆｇ

“国家公司” 是由国家拨付资金或者资产建立、 用于促进公共利益或者提供公共产品的组织ꎬ 这
些企业的目标设定不是为了利润最大化ꎬ 而是希望把能源出口积累下的资金导入技术创新ꎬ 从而帮助实现
俄罗斯经济结构升级和重建俄罗斯产业国际竞争力ꎬ 或者是帮助俄罗斯政府推动重要基础设施建设ꎮ 国家
公司的设立ꎬ 在现有政府官僚体系效率低下的背景下ꎬ 给予总统对于这些国家公司管理层和监事会的人事
任免权ꎬ 从而确保了总统在现有政府的行政体系之外对于大规模政府资金的直接控制权ꎮ 国家公司的特殊
法律地位ꎬ 意味着这些公司由政府创立ꎬ 而不是私人企业ꎮ 但是这些企业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国有企
业”ꎬ 因为一旦依法设立ꎬ 由政府拨付的资金或者资产就成为公司本身的资产ꎬ 尤其是国家对它们的控制
已不再具有正式所有权基础ꎬ 而主要依靠对管理层的任命ꎮ 相关情况可以参考: 张昕: «国家资本主义、
私有化与精英斗争———近期俄罗斯 “国家—资本” 关系的两重逻辑»ꎬ 载 «俄罗斯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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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该机构领衔起草①ꎮ
在 «２０３０ 年前人工智能发展战略» 颁布后ꎬ 俄罗斯还成立了由国内大型企

业组成的 “俄罗斯人工智能联盟”ꎬ 其成员包括俄罗斯储蓄银行、 俄罗斯天然气

工业石油公司 (Газпромнефть)、 Ｙａｎｄｅｘ、 Ｍａｉｌ ｒｕ、 ＭＴＳ 和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

(РФПИ)ꎬ 联盟的任务是掌控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的执行②ꎮ 这种安排也再次显示

出国有大型企业的绝对主导是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思路ꎮ
第三ꎬ 在推进人工智能研究方面ꎬ 政府资金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ꎮ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７ 年ꎬ 俄罗斯总共支持了 １ ３８６ 个人工智能科研项目ꎬ 其中 １ ２２９ 个是在联邦

专项计划框架下、 或由各种基金出资支持的非商业项目ꎬ 总计 ２３０ 亿卢布的国家

财政支持流向交通、 国防与安全等政府部门③ꎮ

图 １　 俄罗斯科技领域研发投资来源结构 (２０１７ 年)
资料来源: Наука Технологии Инновации: ２０１９: крат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

Н В Городниковаꎬ Л М Гохбергꎬ К А Дитковский и др ꎻ Нац исслед ун － т "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экономики"  － М : НИУ ВШЭꎬ ２０１９ － ８４ с － ３００ экз － ＩＳＢＮ ９７８ － ５ － ７５９８ －
１７７３ － ４ (в обл )  С ４３

８０１

①

②

③

主管数字经济发展的俄罗斯联邦政府副总理马克西姆阿基莫夫在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人工智能
发展问题” 会议上的讲话ꎮ 该会议由俄罗斯总统普京主持ꎬ 列席及发言人包括联邦政府多位副总理、 莫斯
科市长、 数字技术发展问题总统特别代表、 总统顾问ꎬ 以及俄罗斯储蓄银行、 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 俄罗
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 俄罗斯技术国家集团、 俄罗斯电信公司、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 Ｙａｎｄｅｘ、
Ｍａｉｌ Ｒｕ 等企业相关负责人ꎮ ｈｔｔｐ: / / ｋｒｅｍｌｉｎ ｒｕ / 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 ６０６３０ꎻ ｈｔｔｐｓ: / / ｈａｂｒ ｃｏｍ / ｅｎ /
ｐｏｓｔ / ４５６２０８ /

Альянс ИИ за стимулирующее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технологий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ꎬ １２ １１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ｃ ｇｏｖ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１５７２ /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ＳＡＰ: в разработки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 за １０ лет в России вложено около ２３
млрд рублейꎬ ２３ ０５ ２０１７ꎬ ＳＡＰ Ｎｅｗ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ｓａｐ ｃｏｍ / ｃｉｓ / ２０１７ / ０５ /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 ｓａｐ － в －
разработки － искусств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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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１ 所示ꎬ 在现行的科技管理体制下ꎬ 俄罗斯的科技研发投入大部分来自

国家资金ꎮ 在信息技术领域ꎬ ２０１７ 年ꎬ ７１ ２％的研发资金为国家资金、 ２５ ８％为

企业资金ꎬ 但其中多少为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公司的投资尚未可知ꎬ 预计国有企

业资金应该占据更大比重ꎮ
此外ꎬ 俄罗斯国家主权基金负责吸引国际投资ꎮ 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依靠其

与 １５ 个不同国家主权基金的合作关系ꎬ 得到了 ２０ 亿美元的人工智能投资ꎬ 希望

帮助俄罗斯公司进入国际市场①ꎮ
毫无疑问ꎬ 在当前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的结构中ꎬ 政府版块是俄罗斯人工智

能技术研发与产业发展的主导者ꎬ 而且其强势影响力已经超越了通常的产业规划

范畴ꎬ 而是试图通过国有大型企业的作用直接对产业的微观发展进行规制ꎮ 这种

发展思路实际上仍然是对苏联人工智能发展模式的惯性延续ꎬ 科技管理体制层面

上并未出现根本改变ꎬ 高度强势的政府版块从根本上决定了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

的形态ꎮ

(二) 构建独立闭环的军事版块

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能够对国际军事与安全形势产生重大影响ꎬ 这一点已

经成为了全球军事安全部门的共识ꎮ 在理论上说ꎬ 智能化武器的出现不仅会提

升武器本身的作战效能ꎬ 而且具有承载作战关键节点的能力ꎬ 且相互之间能够

实现数据和策略共享ꎬ 从而改变整个军事作战的体系ꎬ 为使用者带来巨大的军

事优势ꎬ 也可能改变全球军事安全的动态平衡ꎮ 俄罗斯军事部门对于人工智能

技术的发展也非常关注ꎬ 并且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参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进程

中来ꎮ
一方面ꎬ 俄罗斯国防部及其下属关键机构在俄罗斯人工智能国家发展战略

制定过程中拥有巨大话语权ꎬ 对推动国内人工智能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以国防工业为龙头带动整体科技进步一直是俄罗斯科技战略的重要一环ꎬ 俄

罗斯国防部和其他军事管理部门对于智能武器ꎬ 特别是军用机器人系统的关注由

来已久ꎮ 在国家俄罗斯总体人工智能战略形成前ꎬ 俄罗斯国防部主导的 «２０２５
年前未来军用机器人技术装备研发» 专项计划就已经通过并开始执行ꎮ 为了保证

相关军事技术目标的实现ꎬ 俄罗斯国防部及其下属机构一直在积极资助人工智能

９０１

① Альянс ИИ за стимулирующее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технологий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ꎬ １２ １１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ｃ ｇｏｖ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１５７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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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很多科研项目和科技竞赛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 以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ＤＡＲＰＡ) 为 模 板ꎬ 而 于 ２０１２ 年 创 立 的 俄 罗 斯 先 期 研 究 基 金 会 ( Фонд
Перспектив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ꎮ 先期研究基金会不仅以

“智能系统” 作为资助的重点方向ꎬ 并且为俄罗斯国防部确定了人工智能领域的

主要科技研究方向①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 由俄罗斯国防部牵头ꎬ 联邦教育与科学部、 科学院联合参与组

织了俄罗斯第一次旨在衡量俄罗斯人工智能发展总体进展的高级别人工智能会

议ꎮ 出席本次会议的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明确表示ꎬ 人工智能会对俄罗斯联邦

科技安全和经济安全产生威胁ꎬ 军方与科学家需要共同努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ꎬ
这些合作的优先目标是提升俄罗斯联邦的军事潜力②ꎮ 这次研讨会最重要的成果

是提出了俄罗斯人工智能发展的路线图ꎬ 为俄罗斯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的确定奠定

了基础ꎮ
另一方面ꎬ 俄罗斯在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ꎮ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尼古拉潘科夫 (Ｎｉｋｏｌａｉ Ｐａｎｋｏｖ) 曾公开表示ꎬ “俄罗

斯国防部共有 ３８８ 家科研机构大部分都在积极从事人工智能、 机器人、 军事

控制论等朝阳领域的研究ꎮ”③ 事实上ꎬ 俄罗斯国防部正在积极整合军事版块内

的研究力量ꎬ 并为系统内的人工智能研究提供更好的基础条件ꎮ 按照俄国防部规

划ꎬ 俄罗斯正在黑海沿岸的阿纳帕市建设占地 １７ 公顷的 “时代” (ＥＲＡ) 科技

城ꎬ 将其作为军事技术创新的大本营ꎮ 它将在 ８ 个领域为 ２ ０００ 多名年轻军事科

学家提供研究条件ꎬ 其中人工智能、 机器人、 自动化技术是研究重点ꎬ 国防部也

将在该城内组建人工智能实验室ꎮ 科技城的建设始于 ２０１８ 年ꎬ 计划在 ２０２０ 年

完工④ꎮ
在人工智能军事运用方面ꎬ 俄罗斯具备了很强的专业知识ꎬ 堪称在全球范围

内开展军事领域人工智能研究的先行国家之一ꎮ 俄罗斯是目前全球极少数拥有人

０１１

①

②

③

④

Ｓａｍｕｅｌ Ｂｅｎｄｅｔｔꎬ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ｉｎ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Ｄ Ｗｒｉｇｈｔ ｅｄ ꎬ ＡＩꎬ
Ｃｈｉｎａꎬ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ꎬ Ｇｌｏｂａｌꎬ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ꎬ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ＭＡ)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 ｐ １６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ｗｅｌｃｏｍｅｓ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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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武器实践经验的国家之一ꎬ 在叙利亚战场上ꎬ 使用了配备人工智能的地面

军事车辆和无人水下航行器ꎬ 用以寻找未爆弹药①ꎮ 根据先期研究基金会的研

究ꎬ 俄罗斯军事系统将以图像识别、 语音识别、 自主武器系统与武器声明周期支

持系统作为重点研究方向ꎬ 全力推动自主武器系统的建设ꎮ 除此之外ꎬ 俄罗斯军

事部门也制定了在作战飞机、 导弹以及电子战系统中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计

划②ꎬ 努力将人工智能要素充分纳入原有的各种武器系统之中ꎬ 形成全方位的军

事作战能力提升ꎮ
总的来说ꎬ 俄罗斯军事部门涉足人工智能发展的程度极深ꎬ 它既从一开

始就参与到俄罗斯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制定的过程中ꎬ 又直接负责执行军事安

全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ꎮ 可以说ꎬ 军事部门在俄罗斯人工智能领

域集战略设计、 资本筹集、 技术开发、 产品应用等诸多系统于一体ꎬ 形成了

完整产业闭环ꎬ 其成果直接服务于俄罗斯军事和安全战略目标ꎮ 然而ꎬ 由于

军事部门参与人工智能研究与应用的相关内容与军事安全密切相关ꎬ 保密程

度较高ꎬ 各国研究者对于其发展状况很难有全面和准确的了解ꎮ 在很多时候

只能通过各种被简单披露的公开信息ꎬ 对其发展现状给予粗线条的描述ꎮ 但

这信息的封闭同时也反映出军事版块的另一个关键特点ꎬ 即军事版块是在整

个人工智能体系中独立存在和闭环发展的条块ꎬ 它直接对接联邦中央的军事

战略目标ꎬ 但与私营企业及市场部门几乎没有交集ꎬ 军事部门的资源叠加与

技术进步并未外溢到民用市场ꎬ 这也是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重要结构

性特征ꎮ

(三) 艰难成长中的市场版块

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ꎬ 每当谈到人工智能产业时ꎬ 它所指涉的对象实际上都

默认为是参与市场活动的人工智能企业及研发机构ꎬ 然而ꎬ 在俄罗斯ꎬ 市场板块

却是目前整个人工智能产业体系中最为弱小的门类ꎮ 在全球范围内比较ꎬ 无论是

市场规模还是企业发展状况ꎬ 俄罗斯人工智能市场都处于较为落后的位置ꎬ 在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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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ꎬ 俄罗斯的 Ｕｒａｎ － ６ 排雷机器人已经在叙利亚战场获得使用ꎬ 用于清除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留
在帕米尔的诱杀装置和爆炸装置ꎮ 俄罗斯的 “Ｇａｌｔｅｌ” 无人潜水器被成功地用于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搜
寻未爆炸的炸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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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艰难探索的初期发展阶段ꎮ
第一ꎬ 俄罗斯国内人工智能的市场规模较小ꎮ
据俄罗斯电子通信协会统计ꎬ ２０１７ 年人工智能市场和机器学习市场规模为 ７

亿卢布 (约 １ ２５０ 万人民币)ꎮ 但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前ꎬ 市场规模将增至 ２８０ 亿卢布

(约合 ５ 亿美元)①ꎮ 尽管看上去预计增幅很大ꎬ 但俄罗斯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在全

球人工智能市场中所占比重非常低ꎬ 过于狭小的国内市场对于支撑俄罗斯创业公

司的成长极为不利ꎮ
俄罗斯国内人工智能市场规模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消费

需求有限ꎬ ９０％的俄罗斯生产企业仍在应用古典的 “前数字化” 生产模式②ꎬ 截

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ꎬ 大约只有 ３０％的俄罗斯大型企业已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或内嵌

人工智能技术的软件ꎮ 尽管统计显示其他 ７０％的公司计划在未来 １ ~ ２ 年内引入

人工智能和认知技术ꎬ 但基于俄罗斯人对纸质保存的依恋ꎬ 技术的应用范围与规

模仍无法得到保证③ꎮ “经济社会数字化度” 是间接影响人工智能发展潜力的重要

指标ꎬ 俄罗斯较低的数字化成熟度导致数据资源短缺ꎬ 数据质量和可用性也较低ꎬ
进而使俄罗斯得俄国国内人工智能的市场需求始终无法形成几何级数的增长ꎮ

第二ꎬ 俄罗斯国内人工智能企业的数量较少ꎬ 且技术与产品的竞争力不足ꎬ
难以在全球人工智能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ꎮ

企业是人工智能市场版块最重要的参与者ꎬ 也是衡量一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

的通用形式ꎮ 而对于俄罗斯人工智能企业的数量ꎬ 不同机构由于统计口径差异ꎬ
最终呈现的数据差异较大ꎮ Ａｓｇａｒｄ ＆ Ｒｏｌａｎｄ Ｂｅｒｇｅｒ 在 ２０１８ 年的统计为 １９ 家④ꎻ
而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的数据显示为 ４０ 家⑤ꎻ Ｔｒａｃｘｎ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的统计为 １６３ 家⑥ꎮ 而

根据俄罗斯 ＯｐｅｎＴａｌｋｓ ＡＩ 公司的统计ꎬ 截至 ２０１８ 年ꎬ 俄罗斯共有 ３５１ 家从事人

工智能各领域开发的公司 (如表 １ 所示)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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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ꎬ ＯｐｅｎＴａｌｋｓ ＡＩ 公司在制定这一榜单时ꎬ 标准是极为宽松的ꎮ 列入该

统计表的很多企业显然不具备人工智能技术的基础ꎬ 或仅仅是在传统业务的主流

赛道之外初涉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业务ꎮ 但即便以如此宽松的条件罗列ꎬ 俄罗斯人

工智能企业的数量也仅相当于中、 美等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的 １ / １０①ꎬ 且无任何

企业进入全球人工智能高增长企业的名单②ꎮ

表 １　 俄罗斯人工智能企业统计

行业 公司数量 场景融合度 备注

计算机视觉 ４８

神经语言程序 ４０

网络安全 １６

数据分析 １３

语音识别 ５

无
相关企业 １２２ 家ꎬ

占比 ３５％

商业情报与分析 ５４

法律技术 ２４

金融科技 ２２

物流 ８

低
相关企业 １０８ 家ꎬ

占比 ３１％

健康 ４１

零售业 １１

广告投放 ３０

机器人 １８

工业 １２

物联网 ９

高

相关企业 ８２ 家ꎬ
占比 ２３％

相关企业 ３９ 家ꎬ
占比 １１％

总计 ３５１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Карта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 России ｖ１ １６ 数据自制ꎬ ａｖａｌａｉ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ａｉｒｕｓｓｉａ ｏｎｌｉｎｅ

在现有的俄罗斯企业中ꎬ 仅有 Ｙａｎｄｅｘꎬ ＡＢＢＹＹ 等少数企业在全球人工智能

市场上拥有一定声望和竞争力ꎮ Ｙａｎｄｅｘ 致力于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完善其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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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 显示ꎬ 截至 ２０１８ 年ꎬ 美国拥有 ４５６７ 家人工智能企业ꎬ 中国拥有 ３３４１
家人工智能企业ꎮ 参见: 张晓东、 李津等: «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 (２０１８)»ꎬ 乌镇智库研究报告ꎬ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发布ꎬ 第 ７ 页ꎮ

德勤: «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白皮书»ꎬ ２０１９ 年发布ꎬ 第 １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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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ꎬ 取得了较大成果ꎮ ＡＢＢＹＹ 则是全球有影响力的以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文本识

别和数据处理解决方案的供应商ꎬ 它所开发的 Ｃｏｍｐｒｅｎｏ 系统在自然语言文本理

解方面取得重要成就ꎬ 并已在俄罗斯国内和国际市场得到广泛使用ꎮ 除此之外ꎬ
创立于 ２０１２ 年的 ＶｉｓｉｏｎＬａｂｓ 专注于机器视觉领域ꎬ 其开发的 ＬＵＮＡ 人脸识别平台

是当前俄罗斯国内最重要的智能识别系统之一ꎮ 成立于 ２０１５ 年的 Ｎ － Ｔｅｃｈ Ｌａｂ
也致力于利用神经网络进行面目识别ꎬ 并且在很多国际竞赛中取得好成绩①ꎮ 整

体上看ꎬ 机器视觉、 决策算法与图像 /文本 /视频识别是目前俄罗斯人工智能企业

所选择的主要方向ꎬ 但与全球行业领先者相比ꎬ 俄罗斯企业并无任何明确的比较

优势ꎬ 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有限ꎮ
第三ꎬ 人才流失、 投资不足与数据获取方面的限制对于俄罗斯人工智能企业

发展形成严重制约ꎮ
虽然凭借高质量的数学教育体系ꎬ 俄罗斯为人工智能行业提供了丰富的人才储

备ꎬ 但俄罗斯有大量本土人才进入外国企业工作ꎮ 这样的结果使得俄罗斯深厚且可

持续的科技底蕴和相应的人工智能人才储备并未完全转化为本土市场的实际效益ꎮ
俄罗斯人工智能人才被外国公司大量吸收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实现ꎮ 一方面ꎬ

３０％ ~５０％的编程竞赛获奖者会流向海外ꎬ 或被国际 ＩＴ 巨头 (ＩＢＭ、 Ｇｏｏｇｌｅ 等公

司) 挖走ꎬ 或移居美国、 加拿大、 德国从事科研或教职②ꎮ 另一方面ꎬ 外国公司

在俄罗斯本土建立研发中心ꎬ 雇佣俄罗斯专家进行科研工作ꎮ 例如ꎬ 英特尔在莫

斯科和下诺夫哥罗德有两所研发中心ꎬ 共 ８５０ 名专家ꎬ 主要从事人工智能、 机器

学习、 计算机视觉、 无人驾驶和数据分析研究ꎮ 三星莫斯科研发中心有 ３００ 多名

专家ꎬ ２０１８ 年加入由 １００ 名专家组成的人工智能版块ꎮ 思爱普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在

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创立研发中心ꎬ 共有约 ３００ 名专家ꎮ 微软的俄罗斯开发者也超

过 １００ 名③ꎮ 中国企业也非常重视吸收俄罗斯人工智能人才ꎬ 例如华为在莫斯科

和圣彼得堡研发中心分别有 ４００ 和 １５０ 名俄罗斯专家ꎬ 未来五年ꎬ 华为俄罗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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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ндрей Ивановꎬ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 в России Достижения и 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развитияꎬ ｈｔｔｐｓ: / / ｉｏｔ ｒｕ / ｇｏｒｏｄｓｋａｙａ － ｓｒｅｄａ / ｉｓｋｕｓｓｔｖｅｎｎｙｙ － ｉｎｔｅｌｌｅｋｔ － ｖ － ｒｏｓｓｉｉ － ｄｏｓｔｉｚｈｅｎｉｙａ － ｉ － ｏｓｎｏｖｎｙｅ －
ｎａｐｒａｖｌｅｎｉｙａ － ｒａｚｖｉｔｉｙａ

Почему русские программисты сильнее всехꎬ ２４ ０５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ｎａｕｋａ － ｎｏｖｏｓｔｉ ｒｕ / ｂｌｏｇ /
４３５２９５３９８５７ / Ｐｏｃｈｅｍｕ － ｒｕｓｓｋｉｅ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ｓｔｙｉ － ｓｉｌｎｅｅ － ｖｓｅｈ? ｎｒ ＝ １＆ｕｔｍ＿ ｒｅｆｅｒｒｅｒ ＝ ｍｉｒｔｅｓｅｎ ｒｕ

Ｈｕａｗｅｉ усиливает 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разработкиꎬ １４ ０８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ｅｄｏｍｏｓｔｉ ｒｕ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１９ / ０８ / １４ / ８０８８３３ － ｈｕａｗｅｉ － ｕｓｉｌｉｖａ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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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团队将扩充至 １ ０００ 人①ꎮ 事实上ꎬ 华为早在 １９９９ 年就成立了俄罗斯数学研究

所②ꎬ 正是俄罗斯数学家创造出 ＳｉｎｇｌｅＲＡＮ 分布式基站使华为在 ２Ｇ、 ３Ｇ 算法层

面取得了革命性突破③ꎮ
这种结果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ꎬ 俄罗斯民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现状是人才

外流的关键原因ꎮ
一方面ꎬ 俄罗斯信息技术行业的工资相对较低ꎮ 如图 ２ 所示ꎬ 以软件工程师

为例ꎬ 俄罗斯软件工程师平均年收入约为 １２０ 万卢布ꎬ 约合 １ ９ 万美元ꎬ 远远低

于欧美国家ꎮ 即便将卢布贬值因素考虑在内ꎬ 俄罗斯软件工程师的收入最高也可

能只有 ４ 万美元左右ꎮ 较低的收入使得俄罗斯人工智能人才自然流向收入更高的

外国企业ꎮ

图 ２　 Ｇ２０ 国家软件工程师年平均工资 (单位: 美元)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ａｙｓｃａｌｅ ｃｏｍ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网站数据自制ꎮ
注: 各国工资按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ｘｅ ｃｏｍ 网站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兑美元汇率换算ꎻ 韩国

数据因有明显错误而未收录ꎻ 加入以色列数据ꎮ

另一方面ꎬ 俄罗斯人工智能市场的规模不足ꎬ 无法提供足够的高级岗位ꎮ 有

效需求不足间接导致了其大量的编程人才无法在国内得到充分就业ꎬ 或不具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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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华为俄罗斯研究所包括 ７ 个 “能力中心”: 非线性能力中心、 算法工程化能力中心、 最优化能力
中心、 信道编译码能力中心、 信源编解码能力中心、 大数据分析能力中心、 并行编程能力中心ꎮ

２０１６ 年成立法国数学研究所ꎮ 华为数学家更恰当地说应该是通信工程、 计算机工程相关的专家ꎬ
或者信息论、 图像处理相关的应用数学工程师ꎬ 他们与做底层理论研究的主流数学家还是不同的ꎮ

ＳｉｎｇｌｅＲＡＮ 是一体化基站建网理念和解决方案ꎬ 它解决了运营商多制式、 多网络同时运营的困难ꎬ
它在一个机柜内实现 ２Ｇ、 ３Ｇ、 ４Ｇ 三种无线通信制式的融合ꎬ 理论上可以节约 ５０％的建设成本ꎮ 其背后是
极为复杂的数学运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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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市场议价能力ꎮ 由于有意愿且有能力发展人工智能的俄罗斯本土公司较少ꎬ
大量俄罗斯人工智能专家不得不为外国企业工作ꎮ

投资不足是长期困扰俄罗斯人工智能市场版块发展的另一个关键障碍ꎮ 俄罗

斯对于创业企业的风险投资额始终较低ꎬ 虽然风险投资的信息通讯产业本身是俄

罗斯风投行业最为活跃的领域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风投交易额 ９４％的资金都流入了

信息技术领域)ꎬ 但由于总量有限ꎬ 对于人工智能这样的资本密集型行业来说仍

是杯水车薪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１７ 年全年ꎬ 在信息通讯领域产业的风险投资交易次数

为 １２６ 次ꎬ 交易额约 ２ 亿美元ꎻ ２０１８ 年有 １２４ 次交易ꎬ 交易额约 ４ 亿美元ꎻ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共有 ７３ 次交易ꎬ 交易额约 ２ ２ 亿美元①ꎮ 其中只有部分资金流入了人工

智能初创企业ꎮ 相比而言ꎬ ２０１８ 年ꎬ 美国人工智能企业融资 ３７３ ６ 亿美元ꎬ 中国

人工智能企业的融资额 ２７６ ３ 亿美元②ꎮ 巨大的资本差异使得俄罗斯人工智能创

业企业在与国际同行的竞争中难以取得优势ꎮ

图 ３　 俄罗斯信息技术领域投资情况 (单位: 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 Ｍｏｎｅｙ Ｔｒｅｅ ＴＭ Навигатор венчурного рынка: обзор венчурной индустрии

России за ２０１８ год и первое пологодие ２０１９ годаꎬ ＰｗＣ ａｎｄ РВКꎬ ２０１９

不仅如此ꎬ 俄罗斯投资者在信息通讯领域大部分投资都集中在后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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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Ｍｏｎｅｙ Ｔｒｅｅ ＴＭ: Навигатор венчурного рынка: обзор венчурной индустрии России за ２０１８ год и
первое пологодие ２０１９ годаꎬ ＰｗＣａｎｄ РВКꎬ ２０１９

张晓东、 李津等: «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 (２０１８)»ꎬ 乌镇智库研究报告ꎬ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发布ꎬ
第 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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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期)ꎬ 早期 (种子期、 初创期、 成长期) 投资很少ꎮ 如图 ３ 所示ꎬ ２０１７
年ꎬ 整个信息技术行业风险投资扩张期的投资有 １ ５ 亿美元ꎬ 种子期、 初创

期、 成长期一共只有 ４ ８００ 万美元ꎻ ２０１８ 年ꎬ 扩张期的投资是 ３ ３ 亿美元ꎬ 种

子期、 初创期、 成长期一共只有 ８ ０００ 万美元ꎮ 换言之ꎬ 俄罗斯投资者对于人

工智能创业企业的投资主要集中于那些已经获得初步成功的企业ꎬ 企业在创业

之初很少有机会获得投资ꎮ 这种投资方式使得俄罗斯人工智能领域的初创公司

数量较少ꎮ
难以获得足够丰富的数据也是俄罗斯人工智能企业发展受限的重要原因ꎮ

在深度学习带动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进步过程中ꎬ 拥有海量数据是任何人工智

能技术提升的必要条件ꎬ 而数据则需要在社会各领域场景中进行长期广泛地积

累和搜集ꎮ 全球所有较强的人工智能企业都会通过各种应用场景的数据搜集为

自身发展提供动力ꎮ 然而ꎬ 俄罗斯人工智能企业所能接触的应用场景却非常有

限ꎮ 如表 １ 所示ꎬ 在现有俄罗斯人工智能企业列表中ꎬ 大约只有 １ / ３ 能够在具

有高场景融合度的领域进行商业开发ꎬ 其他企业或者是在从事无场景融合度的

基础技术研究ꎬ 或是在低场景融合度的领域探索ꎮ 即便在已经出台的 «２０３０
年前人工智能发展战略» 中ꎬ 也仅将卫生、 教育、 政府事务三个公共服务场景

规定为人工智能在社会领域的优先应用方向ꎮ 基于俄罗斯较少的人口基数ꎬ 以

上场景能够积累的数据量非常有限ꎮ
此外ꎬ 造成俄罗斯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少、 初创公司少、 整体公司少、 场景有

限、 数据匮乏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俄罗斯所特有的具有垄断性质的商业文化ꎮ 一

方面ꎬ 国有企业和行业巨头垄断或控制俄罗斯市场并强调自我发展需求ꎮ 当某一

产业里出现了较为成功的创业公司ꎬ 它并不是通过融资的方式发展壮大ꎬ 而是被

大企业迅速收购ꎬ 成为大公司的一部分ꎬ 其新兴技术转而为大公司内部服务ꎮ 这

种内部需求和想象空间是有限的ꎬ 因此ꎬ 初创公司的规模化扩大和雪崩式的市场

化没办法发生ꎮ 另一方面ꎬ 由于害怕自身优势资源泄露ꎬ 俄罗斯大公司经常只做

内部研究ꎬ 相关数据并不公开①ꎮ 这样的商业模式严重限制了初创企业在产业中

的创新和开拓作用ꎬ 尤其是应用场景拓展能力ꎬ 同时也限制了俄罗斯商业科技力

量在更多领域的再利用ꎮ

７１１

① Акулинин Ф В ꎬ Адамов Д В ꎬ Россия на пороге сингулярности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ꎬ
основные аспектыи сложности развития и внедр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и в мире /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журнал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９ (Апрель － июн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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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ꎬ 市场板块是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体系中最为弱势的一环ꎬ 却需要

直接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全球人工智能企业的挑战ꎮ 由于历史惯性与现实体制

等多方面的限制ꎬ 俄罗斯人工智能企业的发展并不顺利ꎬ 除了个别大企业外ꎬ 大

多数私营企业在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制定中缺少话语权ꎬ 而大多数人工智能企业都

受困于人才流失、 资本短缺和数据不足等负面因素而艰难成长ꎮ
主导的政府版块、 闭环的军事版块与弱势的市场版块同时存在且以特殊的方

式相互影响ꎬ 构成了当前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的主要形态ꎬ 这种生态体系与全球

人工智能发展的主流模式大相径庭ꎬ 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ꎮ 因此ꎬ 在分别描述

几个板块形态的基础上ꎬ 分析其总体结构和特点ꎬ 才能够给出俄罗斯在国际人工

智能领域的准确定位ꎮ

三　 “弱市场模式”: 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结构与全球定位

一切现实都带有历史的影子ꎬ 一切未来都源于现在的创造ꎮ 俄罗斯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既受益于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学科积累与教育体系ꎬ 也并没有完全脱离

苏联时代的技术积累方式与市场要素缺失的路径依赖ꎮ 在历史发展路径的影响与

当代俄罗斯国家政治体制的共同作用下ꎬ 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形成了特殊的

图 ４　 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的 “弱市场模式” 结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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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市场模式”ꎬ 也正是在这种特殊模式的影响下ꎬ 外界对于俄罗斯人工智能在

全球范围内的定位常常出现偏差ꎮ

(一) “弱市场模式” 的结构与特征

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弱市场模式的总体结构如图 ４ 所示ꎬ 该模式在全球人工

智能产业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ꎮ 弱市场模式的关键特征有三:
其一ꎬ 在政府—市场的责权划分时重心全面倒向政府一侧ꎮ
对于所有国家的人工智能发展来说ꎬ 政府因素与市场因素按照某种标准划

分职能都是产业结构形成的基础原则ꎮ 由政府制定产业发展战略ꎬ 引领人工智

能协调发展的模式是很多国家的共同选择ꎮ 但对于大部分国家已经形成共识的

是ꎬ 充分利用市场力量是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最有效方式ꎬ 政府制定战略目标

并创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ꎬ 推动本国企业在特定领域脱颖而出ꎬ 在国

际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是全球主流方案ꎮ 当前由超级平台型企业聚集资本、 人

才和数据等关键要素ꎬ 系统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就是这种主流思路自然的逻

辑结果ꎮ
然而ꎬ 在俄罗斯的弱市场模式中ꎬ 政府与市场两个维度的力量是彻底失衡

的ꎬ 由中央政府、 超大型国有企业、 各级国家机构等组成的政府版块完全引领和

主导着人工智能研究ꎬ 无论是战略设计、 科研支持与人才培养都高度依赖政府力

量ꎮ 其他所有要素都要通过与政府力量的联系才能进入整个发展体系之中ꎮ 相比

而言ꎬ 其国内市场版块特别是私营企业规模较小ꎬ 资金有限ꎬ 对人才的吸引力

小ꎬ 国际竞争力有限ꎬ 且对于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制定很难产生实际影响ꎮ 这种

“强政府、 弱市场” 的分工方式构成了当前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核心特

征ꎬ 也是 “弱市场模式” 这个概念的根源ꎮ
其二ꎬ 独立军事系统的长期存在进一步强化了失衡的政府—市场关系ꎮ
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体系中另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在体系中存在一个强势且独

立的军事版块ꎮ 军事版块的独立性表现为它从发展战略制定ꎬ 科学研究ꎬ 人才吸

纳到资金获取的各个环节都仅与政府保持紧密互动关系ꎬ 与市场版块很少形成互

动ꎮ 该版块以国家军事与战略目标为导向ꎬ 并且从俄罗斯军事和安全行动中获得

应用场景与数据资源ꎮ 尽管该板块的成果信息披露较少ꎬ 但我们还是能从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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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中获得相关进展信息①ꎮ
独立且强势的军事板块在整个体系中的存在从一个侧面强化了俄罗斯人工智

能产业的弱市场模式结构ꎮ 因为军事机构作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ꎬ 必然附属于

政府版块而存在ꎬ 可以被视为政府版块在特定战略目标方向上的拓展ꎮ 但在目前

俄罗斯国内经济和市场体制下ꎬ 军事版块与市场版块的距离较远ꎬ 军事领域的技

术进步很难通过不完善的市场体制外溢到民用领域ꎮ 而在市场版块力量较弱的情

况下ꎬ 军事版块又在以更大的力量吸纳俄罗斯的科研力量和经过较好训练的年轻

人才ꎬ 对于市场版块的成长构成了双重挤压ꎬ 进一步加剧了政府与市场力量的

失衡ꎮ
其三ꎬ 政府取代市场成为沟通体系内各要素之间的桥梁ꎮ
在大部分国家的人工智能产业结构中ꎬ 市场机制都发挥着调动所有相关要素

的中介功能ꎮ 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本身无法凭空产生ꎬ 而是需要依托于丰富的应

用场景与庞大的数据积累才能在实践应用中实现迭代发展ꎮ 通过巨大的商业想象

空间ꎬ 人工智能产业可以吸引天量资本注入ꎬ 同样凭借大量资本ꎬ 该行业可以利

用高薪等方式吸引人才聚集ꎮ 市场力量作为体系内各要素运作的枢纽沟通整个体

系ꎬ 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核心动能ꎮ
然而ꎬ 在俄罗斯的弱市场模式中ꎬ 市场版块的弱势与边缘化使得它无法有效

发挥要素聚合与分配功能ꎬ 唯一能够发挥体系内枢纽和桥梁作用的只有政府力

量ꎮ 但政府本身又无法直接完成这项工作ꎬ 于是ꎬ 俄罗斯政府通过大型国有企业

作为代理人来负责执行ꎮ 这种情况下ꎬ 俄罗斯储蓄银行成为官方确定的人工智能

领导者ꎮ 但这种非市场的调节方式具有明显缺陷ꎬ 没有充分竞争的市场ꎬ 就无法

借助资本和金融的力量聚集社会资本ꎬ 也就更加无法以更具竞争力的薪资水平聚

合人才ꎮ 在现有模式下ꎬ 资本匮乏与人才流失是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难以解决的

问题ꎮ 而政府与大型国企对于数据本能的垄断倾向也加大了俄罗斯企业获取数据

的难度ꎮ 从长远来看ꎬ 弱市场模式本身是一种有利于政府对于行业的掌控但并不

利于人工智能企业成长的发展模式ꎮ

０２１

① 可参见: 赵勋: «美俄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对比研究»ꎬ 载 «国防科技工业»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ꎻ 此外
还可参考: 石海明、 贾珍珍: «人工智能颠覆未来战争»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ꎮ 在该书中专门针对俄罗
斯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撰写了一篇短文ꎬ 题目为 «俄军眼中的智能化战争»ꎬ 文中介绍了很多
俄军事系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案例ꎮ 但由于该文注释很少ꎬ 相关军事成果的介绍均未指明原始出处ꎬ 因
此ꎬ 笔者无法考证相关案例是否可信ꎬ 故并未在本文中转引此文ꎮ 但此文的内容仍有参考价值ꎬ 可供该主
题的研究者拓展阅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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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ꎬ 当前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弱市场

模式中推进ꎬ 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苏联时代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政府绝对

主导、 市场缺位以及条块分割等传统体制特征的自然延续ꎬ 虽然市场力量在苏

联解体之后已经有所成长ꎬ 但仍然没有改变政府在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主导地

位ꎬ 仅是将苏联时期的 “无市场模式” 推进到了 “弱市场模式”ꎬ 仍然没有达

到与人工智能全球主流发展模式接轨的程度ꎮ 在市场机制无法发挥中介作用

时ꎬ 政府成为唯一的体系枢纽ꎬ 技术与产业仍旧沿着孤立的路径缓步前行ꎬ 虽

在某些领域能够取得一定成果ꎬ 但迟迟无法形成拥有强大内生动力的产业体

系ꎬ 与人工智能主流前沿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较大ꎬ 对其未来发展前景仍需谨

慎观察ꎮ

(二) 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的全球定位

对于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弱市场模式分析的另一项重要价值是有助于我们解

决另一个困扰全球人工智能研究者的问题ꎬ 即如何对俄罗斯在全球人工智能版图

中的地位给出准确评价ꎮ
目前全球通用的人工智能评价模型大体上都是以市场逻辑为核心制定的ꎬ 特

别关注人工智能企业数量、 融资额、 顶刊顶会论文数量、 专利数量、 人才数量、
应用场景数量等全球通用标准ꎮ 这种评价标准符合大多数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的形态需求ꎬ 又具有容易量化和可比较性强等优势ꎬ 因此得到业界普遍使用①ꎮ
但在几乎所有的通用排名系统中ꎬ 俄罗斯的排位都十分靠后ꎬ 大体上与很多工业

和科技基础相当薄弱的亚非发展中国家难分伯仲ꎮ 造成这种认知错位的根本原因

就在于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特殊的弱市场模式ꎮ
如图 ４ 所示ꎬ 在国际通用的评估模型中ꎬ 市场版块被视为人工智能产业的核

心ꎬ 所有评估的指标体系都是针对市场内容的分类拆解ꎮ 但在俄罗斯的发展模式

中ꎬ 市场版块是整个体系中最为弱小的一环ꎬ 而对于政府版块与军事版块的内

容ꎬ 由于信息开放程度的限制ꎬ 尚无法像市场环节一样进行定量评价和跨国比

较ꎮ 现有评价体系中对于俄罗斯地位的较低评价一方面有其合理性ꎬ 因为它较为

客观地反映出当前俄罗斯人工智能企业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ꎮ 但另一方

１２１

① 目前国内外主要人工智能技术评估报告大体上都采取这种评价标准ꎬ 对于国别评价和国际比较评
价都可适用ꎮ 可参考: «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 ２０１８»ꎬ 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ꎬ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发
布ꎻ 张晓东、 李津等: «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报告 (２０１８)»ꎬ 乌镇智库研究报告ꎬ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发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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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ꎬ 这种结论实际上忽视了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体系的特殊结构ꎬ 没有将其相对

具有优势的领域展示出来ꎮ 如果完全以现有评价体系的结论来认定俄罗斯人工智

能的发展状况ꎬ 也会让我们做出错误判断ꎬ 并且错过很多开展国际合作ꎬ 补齐短

板ꎬ 实现共赢的机会ꎮ
综上所述ꎬ 结合数据与产业特性的综合分析ꎬ 较为准确的评估结论应该是:

俄罗斯在全球人工智能产业的实际定位应该明显高于目前主流评估体系中的地

位ꎬ 在 Ｇ２０ 国家中总体属于中等偏上位置ꎬ 但发展模式的不均衡特征突出ꎬ 主要

比较优势表现在与数学相关的基础理论、 人才培养体系和军事工业等个别领域ꎮ
总体发展效率较低ꎬ 但产业的韧性较好ꎬ 预计将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低速却比较

稳健的成长态势ꎮ

四　 新战略规划与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前景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ꎬ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ꎬ 正式批准 «２０３０ 年前国家人工

智能发展战略» (以下简称 “«战略»”)ꎬ 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正式成为俄罗斯

国家战略议程的组成部分ꎮ 国家发展战略的提出是俄罗斯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的

重要标志ꎬ 我们可以通过对战略文本的解读ꎬ 在一定程度上管窥俄罗斯在未来十

年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思路ꎮ
首先ꎬ 俄罗斯已经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很多不足ꎬ

特别关注在民用人工智能市场竞争中的落后状态ꎬ 并提出了较高的发展

目标ꎮ
本版 «战略» 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将技术应用界定在民用技术和国民经济框

架以内ꎬ 全文并未涉及军事应用的相关内容ꎮ 显然ꎬ 这是一项特定指向俄罗斯

人工智能体系中市场版块发展的战略规划ꎮ 这种规划凸显了俄罗斯政府对于目

前本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状况的不满ꎮ 俄罗斯政策制定者已经充分认识到ꎬ 发

展人工智能是保障本国技术独立性和竞争力、 以及科技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

要条件ꎬ 俄罗斯要进入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和应用的世界领导者行列①ꎮ 为此ꎬ
俄罗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目标被设定为 “保障居民福祉和活质量的提ꎬ 保障

国家安全和法治ꎬ 实现俄罗斯经济的可持续竞争力ꎬ 包括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世

２２１

① «２０３０ 年前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ꎬ 第 １７、 １８ 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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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领先地位ꎮ”① 俄罗斯为完成这一目标设定的时间节点是 ２０３０ 年ꎬ 换言之ꎬ 俄

罗斯希望在未来 １０ 年内ꎬ 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在民用人工智能领域的跨越式

发展②ꎮ
其次ꎬ 俄罗斯并不希望改变现有的弱市场模式ꎬ 而是希望在现有模式的基础

上ꎬ 通过政策层面的调整解决困扰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资本、 人才与数据

三大障碍ꎮ
正如我们前文所言ꎬ 对于俄罗斯民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而言ꎬ 最大的掣

肘因素是现有的人工智能产业结构ꎮ 换言之ꎬ 如不能改变弱市场模式ꎬ 充分

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ꎬ 为俄罗斯国内私营企业创造出更好的参与人工智能产

业的机会ꎬ 市场版块的弱势地位很难解决ꎮ 然而ꎬ 在现有的 «战略» 中ꎬ 几

乎对私营企业没有任何提及ꎬ 而是反复强调国有企业、 国有控股公司等政府

版块要素的重要作用ꎮ 这与美国等沿用主流发展路径的国家的人工智能发展

战略形成了鲜明对比③ꎮ 这种状况表明ꎬ 俄罗斯尚无意改变现有的发展模式ꎬ
而是希望在政府及大型国有企业的主导下ꎬ 改善俄罗斯人工智能发展面临的

重要障碍ꎮ
针对资本短缺问题ꎬ «战略» 提出 “实施本战略的财政保障是俄罗斯联邦预

算和国家预算外资金ꎬ 包括国有企业、 国有控股公司的发展资金和私人投资ꎮ”④

“通过完善人工智能研发项目中投资人与政府的共参机制ꎬ 并为从事人工智能技

术开发与应用的机构提供专属财政支持ꎬ 鼓励投资 (前提是引进这些技术将对俄

罗斯经济产生重大积极影响)”⑤ꎮ
针对人才流失问题ꎬ 主要将目标设定为争取海外俄籍人工智能专家回流ꎬ 为

此ꎬ «战略» 提出 “吸引海外俄罗斯顶尖专家和世界一流外国专家来俄工作创造

条件ꎬ 包括: 要在俄罗斯全境ꎬ 保障能够使他们自我实现的、 富有竞争力的工资

３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２０３０ 年前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ꎬ 第 ２３ 条ꎮ
这种 “跨域式发展” 的意涵在于ꎬ 不仅要在现有的弱人工智能 (Ｎａｒｒｏｗ ＡＩ) 技术领域获得推进ꎬ

还要在创立强人工智能 (即通用人工智能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Ｉ) 的基础理论方面实现赶超ꎮ 参见: «战略» 第 ２４
条第 １ 款、 第 ２９ 条、 第 ３０ 条、 第 ３１ 条ꎮ

例如ꎬ 在美国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文献中明确提及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的互动、 向私营企业开放
公共数据等内容ꎮ 这种强调企业作用的现象在大部分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较为领先的国家战略中普遍存在ꎮ
可参考: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
２０１９ － ２ － １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 ｉｎ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

«２０３０ 年前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ꎬ 第 ５５ 条ꎮ
«２０３０ 年前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ꎬ 第 ４９ 条第 ６ 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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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待遇水平”①ꎮ 同时ꎬ 也要充分利用俄罗斯教育体系培养本土人工智能人才ꎮ
为了贯彻这一战略思路ꎬ 莫斯科大学在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宣布将成立新的人工智能研

究院ꎬ 进一步加强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②ꎮ
针对数据获取方面的问题ꎬ «战略» 的处理相对较为模糊ꎬ 仅仅笼统地强

调要 “提高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必须的数据可用性和数据质量”③ꎮ 在其他表

述中ꎬ 更多强调国家对于数据的保护和垄断ꎬ 对于企业的数据需求并未给予清

晰回应ꎮ
虽然 «战略» 回应了当前困扰当前阻碍俄罗斯人工智能市场发展的部分

问题ꎬ 但并未触及发展模式改革这样一个关键因素ꎬ 这也意味着俄罗斯人工

智能产业仍将沿着弱市场模式的轨迹继续前行ꎮ 其发展前景有待进一步

观察ꎮ
最后ꎬ 将人工智能软件开发作为俄罗斯人工智能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ꎬ 这是

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规划中的有益创新ꎮ
加强人工智能软件开发是 «２０３０ 年前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 明确的发展

任务之一ꎬ 这也是其他国家人工智能政策中少有提及的独特目标④ꎮ
俄罗斯人工智能软件开发的主要方针是: 为建设开源人工智能库创造条

件⑤ꎮ 包括鼓励本国专家参加国内外人工智能库建设项目ꎻ 将专家成功参与开源

人工智能库建设认定为科技成就等ꎮ 其目标是ꎬ 到 ２０２４ 年ꎬ 俄罗斯专家参与国

际知识交换的水平、 其对开源人工智能数据库建设的贡献应大幅提高ꎮ 俄罗斯专

家应创建出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的开源人工智能库 (由俄罗斯研究人员和科学

团体调教出的) 和其他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软件ꎮ 到 ２０３０ 年ꎬ 应开发出人工智

４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２０３０ 年前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ꎬ 第 ４５ 条ꎬ 第 ６ 款ꎮ
Катерина Тихонова возглавила Институт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еллекта МГУꎬ ２８ ０２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ｅｄｏｍｏｓｔｉ ｒｕ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２８ / ８２４０５２ － ｋａｔｅｒｉｎａ － ｔｉｈｏｎｏｖａ
«２０３０ 年前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ꎬ 第 ２４ 条ꎬ 第 ３ 款ꎮ
Сергей Кареловꎬ Каким будет место России в мире реализованных ИИ － стратегий?ꎬ ０７ １１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ｓｓｉ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ｕ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ａｎｄ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ｋａｋｉｍ － ｂｕｄｅｔ － ｍｅｓｔｏ － ｒｏｓｓｉｉ － ｖ － ｍｉｒｅ －
ｒｅａｌｉｚｏｖａｎｎｙｋｈ － ｉｉ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ｙ /

俄罗斯将 “开源人工智能库” 定义为研究人工智能技术解决方案而设计的、 用编程语言撰写并发
布在互联网上的算法集ꎮ 库的英语为 Ｌｉｂｒａｒｙꎬ 框架的英语为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ꎮ 库是将代码集合成的一个产品ꎬ
供程序员调用ꎮ 面向对象的库叫类库ꎬ 面向过程的库叫函数库ꎮ 在函数库中的可直接使用的函数叫库函
数ꎮ 开发者在使用库的时候ꎬ 只需要使用库的一部分类或函数ꎬ 然后继续实现自己的功能ꎮ 框架则是为
解决一个 (一类) 问题而开发的产品ꎬ 框架用户一般只需要使用框架提供的类或函数ꎬ 即可实现全部功
能ꎮ 可以说ꎬ 库是框架的基础ꎬ 框架是库的升级版ꎮ 开发者在使用框架的时候ꎬ 必须使用这个框架的全
部代码ꎮ



专题研究　

能软件ꎬ 以解决各项事业中的任务ꎮ 开发此类软件的俄罗斯机构应进入全球市场

的领导者之列①ꎮ
俄罗斯人工智能软件开发作为市场版块的发展重点之一有其内在逻辑性ꎮ

一方面ꎬ 人工智能软件市场前景广阔ꎮ 在全球范围内ꎬ ２０１７ 年ꎬ 包含人工智

能元素的软件销量为 ３０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８ 年为 ８１ 亿美元ꎬ ２０２５ 年ꎬ 该数字预计

将达到１ ０５８亿美元②ꎮ 如果能够在该领域取得优势地位ꎬ 能够有力地促进俄罗

斯相关企业的成长ꎮ 另一方面ꎬ 算法、 算力与数据作为当代人工智能技术的核

心基础条件ꎬ 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产生关键影响ꎮ 目前俄罗斯在算力、 数

据两方面已经显然无法与人工智能技术前沿国家竞争③ꎬ 在算法领域通过软件

设计取得突破也是其发挥比较优势ꎬ 介入国际人工智能产业链的一种必然

选择ꎮ
然而ꎬ 尽管算法软件开发在俄罗斯自身的人工智能体系中属于比较优势ꎬ 但

在全球范围内ꎬ 这种优势并不明显ꎮ 由于俄罗斯自身缺乏完善的人工智能产业体

系ꎬ 如果不能通过国际合作形成更加合理的机制性安排ꎬ 在该领域的潜能很难被

完全释放ꎮ
总的来说ꎬ 俄罗斯通过 «２０３０ 年前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 描述了自身在

人工智能领域的雄心与梦想ꎮ 俄罗斯迫切加快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的全面发展ꎬ
既避免在未来的大国竞争中处于下风ꎬ 也防止其在全球经济中被边缘化④ꎮ 但在

这种雄心背后ꎬ 传统的思维仍支配着俄罗斯在产业发展方面的总体设计ꎬ 始终回

避对现有产业模式的深度改革ꎬ 希望继续通过国家完全主导和对产业发展全面深

度干预的方式解决发展所遇到的阻碍ꎬ 以实现预期目标ꎮ 这种调整方式的优点是

较为稳妥ꎬ 对原本稳定的产业系统冲击较小ꎬ 但缺陷在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困扰

产业发展的桎梏ꎬ 只能在有限空间内进行微调ꎮ 因此ꎬ 笔者对于俄罗斯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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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２０３０ 年前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ꎬ 第 ３４、 ３５、 ３６ 条ꎮ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ｏ Ｒｅａｃｈ ＄ １０５ ８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ｂｙ ２０２５ꎬ

２０ ０８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ｒａｃｔｉｃａ ｃｏｍ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 ｍａｒｋｅｔ －
ｔｏ － ｒｅａｃｈ － １０５ － ８ － ｂｉｌｌｉｏｎ － ｉｎ － ａｎｎｕａｌ －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 ｒｅｖｅｎｕｅ － ｂｙ － ２０２５ /

例如ꎬ 在算力方面ꎬ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 人工智能发展能力的指标 “高算力计算机数量” 来衡量ꎬ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 全球算力排名前 ５００ 的超级计算机ꎬ 中国拥有 ２２８ 台ꎬ 美国有 １１７ 台ꎬ 而俄罗斯只有 ２
台ꎮ 一台由莫斯科国立大学研究计算中心拥有ꎬ 排名第９３ 位ꎬ 另一台排名第３６４ 位ꎬ 由俄罗斯水文气象和
环境监测局所有ꎮ 这两方面的差距在短期内很难弥补ꎮ ＴＯＰ５００ Ｌｉｓｔ －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ｏｐ５００ ｏｒｇ /
ｌｉｓｔ / ２０１９ / ０６ /

Сергей Шумскийꎬ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 вызовы и угрозы Россииꎬ １８ １２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ｓｓｉ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ｕ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ａｎｄ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 ｉｓｋｕｓｓｔｖｅｎｎｙｙ － ｉｎｔｅｌｌｅｋｔ － ｖｙｚｏｖｙ － ｉ － ｕｇｒｏｚｙ － ｒｏｓｓｉ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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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产业发展前景仍保持谨慎观望的态度ꎮ

余论: 中俄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空间

作为重要的战略伙伴ꎬ 中俄两国在诸多领域都已建立卓有成效的深度合作机

制ꎮ 就目前两国产业发展状况而言ꎬ 中俄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仍有很大的合作潜

力可供进一步挖掘①:
首先ꎬ 在民用科技方面ꎬ 中俄两国可以加强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和人才

培养等方面的合作ꎮ
中俄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比较优势存在差异ꎬ 有建立互补合作机制的潜

力ꎮ 在当前美国在科技领域同时对中俄施压的宏观背景中ꎬ 两国合作对彼此人工

智能科技发展都有重要意义ꎮ 俄罗斯科学家擅长基础理论研究ꎬ 在算法软件方面

有较好的人才积累ꎮ 而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人工智能市场之一ꎬ 拥有很多具有竞

争力的人工智能企业和较好的资本、 基础设施与数据积累ꎮ 中俄两国在科技与商

业领域的协同合作一方面有利于释放俄罗斯在算法方面的潜力ꎬ 使其能够更好地

参与到产业链合作中来ꎬ 分享中国市场的发展红利ꎬ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中国人工

智能企业在基础理论方面的突破ꎬ 解决很多关键技术难题ꎮ 目前ꎬ 俄罗斯科学院

与中国科学院已经签署科技合作协议②ꎬ 中国企业与俄罗斯企业的战略合作也在

稳步推进③ꎮ 此外ꎬ 中俄在教育合作领域的扩展也能够为两国人工智能合作提供

动力ꎬ 目前两国在大学阶段的教育合作已有积累ꎬ 例如ꎬ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ＭＳＵ － ＢＩ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以及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和莫斯科鲍曼国立技术

大学共同牵头建设的哈工大鲍曼工学院和 “中俄工科大学联盟” 都是两国教育

合作的重要成果ꎮ
其次ꎬ 在安全领域ꎬ 中俄在防范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安全风险与防止新一轮

人工智能军备竞赛方面具有共同利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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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俄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笔者曾在相关研究报告中进行过总结ꎬ 相关成果可参见: 赵华
胜、 谢卢加宁主编: «中俄对话: ２０１９ 模式»ꎬ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 俄
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联合研究报告ꎬ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 第 ５８ ~ ６１ 页ꎮ

«中国科学院与俄罗斯科学院签署合作协议»ꎬ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０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ｓ ｃｎ / ｔｔ / ２０１８０６ /
ｔ２０１８０６１１＿ ４６５２２２０ ｓｈｔｍｌ

例如ꎬ 阿里巴巴集团在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与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 俄罗斯移动通讯公司 Ｍｅｇａｆｏｎ 以及网
络公司 Ｍａｉｌ ｒｕ 组建大型合资企业ꎮ 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ｊｙｊｌ / ｅ / ２０１８０９ / ２０１８０９０２７
８５４８５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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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工智能体系中独立的军事版块的存在ꎬ 为中俄两国在安全领域开展

深度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ꎮ
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催生了新的国家安全风险ꎬ 对于中俄两国构成了共同

的潜在威胁ꎮ 中俄双方应该在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风险识别能力建设、 风险预防能

力建设和风险化解能力建设方面开展广泛的协商对话与深度合作ꎮ 利用两国既有

的技术水平和实践经验ꎬ 在缺乏足够经验的情况下ꎬ 提升风险识别的准确性ꎬ 提

前预判国家安全的威胁来源ꎮ 对于已经能够识别的风险领域ꎬ 应当根据自身脆弱

性ꎬ 制定相应预案ꎬ 并且寻求风险降级方法ꎮ 对于未能识别的风险ꎬ 则需要投入

更多精力ꎬ 制定相应规划ꎬ 评估处置措施ꎮ 最终目标是针对人工智能技术自身的

发展特征ꎬ 制定行之有效的行动方案ꎬ 建立相应的国际合作机制ꎬ 实现跨国、 跨

部门的要素重构ꎬ 增强化解风险的能力①ꎮ
此外ꎬ 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在理论上能够大幅提升作战系统的能力ꎬ 为

国家提供低成本和低风险的军事系统ꎬ 并且具有改变战争形态的潜力ꎮ 因

此ꎬ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平衡发展ꎬ 国际行为体之间军事力量的差距将会

在短时间内放大ꎬ 这种结构性压力很可能会迫使具有相关技术能力的国家卷

入新一轮军备竞赛ꎬ 对全球体系构成重大威胁ꎬ 也会对中俄两国的安全利益

产生影响ꎮ
当前ꎬ 在全球范围内ꎬ 对于如何对待人工智能驱动的致命性武器问题ꎬ 各方

仍存在较大分歧②ꎬ 但避免开展人工智能军备竞赛这一基本原则符合中俄两国的

利益ꎮ 在国际法层面尚未完善的情况下ꎬ 中俄两国应该在此问题上展开对话ꎬ 其

目标是推动各国在军事领域克制使用人工智能武器的冲动ꎬ 并且对于违反道德伦

理标准的研究提前进行规范和限制ꎬ 规划相关技术标准ꎬ 避免技术进步所导致的

未知风险ꎬ 防止出现新一轮军备竞赛和武器技术扩散③ꎮ
最后ꎬ 在战略层面ꎬ 中俄应共同努力ꎬ 推动建构符合人工智能时代特点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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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封帅、 鲁传颖: «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安全: 风险与治理»ꎬ 载 «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常规武器公约的讨论中ꎬ 与会各方就制定禁止人工智能驱动的
致命性完全自主武器的条约开展讨论ꎮ 全球约有 ２６ 个国家支持全面禁止人工智能武器ꎬ 而绝大多数国家
还在观望ꎬ 会议并未达成共识ꎮ 相关情况可参见: ＵＮＩＤＩＲꎬ Ｔｈｅ Ｗｅａｐ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ꎬ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ꎬ Ｇｅｎｅｖａ: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ｉｄｉｒ 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ｄｆｓ / ｔｈｅ －ｗｅａｐ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ｏｆ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
ａｎｄ －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ａｌ －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 ｅｎ －６８９ ｐｄｆ

封帅: «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关系: 走向变革且不平等的世界»ꎬ 载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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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体系ꎮ
除了被动应对与管控之外ꎬ 中俄两国还应积极投入到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

中来ꎮ 人工智能是知识密集与资本密集领域ꎬ 贡献者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ꎬ
发展路径与传统意义上的自上而下路径存在明显差异ꎮ 因此ꎬ 传统的以政府为绝

对主导的治理体系面临着严峻考验ꎮ
在新的发展模式下ꎬ 建构多方参与的新型治理体系将是推动人工智能治理

问题的主要路径①ꎮ 在这种治理体系内倡导开放和多方参与的过程ꎬ 政府作

为监管部门不能排斥私营部门、 社群对于治理活动的参与ꎮ 但从国家安全的

角度来说ꎬ 政府又是所有安全风险的最后保证人ꎬ 它有责任也有义务确保人

工智能技术风险保持在可控状态下ꎮ 因此ꎬ 如何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合理确定

政府与其他利益主体的互动合作方式ꎬ 是各国政府在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

挑战ꎮ
中俄两国在国内治理体系建构方面有很多共同特征ꎬ 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

过程中也积累了丰富经验ꎮ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挑战ꎬ 两国应加强各

层级的沟通协调ꎬ 在治理主体定位ꎬ 治理程序规范与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方面有所

作为ꎬ 从双边合作开始ꎬ 逐渐将有益的治理经验拓展到多边层面ꎬ 推动符合人工

智能时代特点的治理体系构建ꎮ
一言以蔽之ꎬ 中俄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有很大的合作潜力尚待挖掘ꎮ 中俄合

作既可以为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提供有益补充ꎬ 又能够使长期处于特殊发展

模式中的俄罗斯人工智能产业获得与全球主流发展路径对接的渠道ꎬ 对于全球人

工智能产业的全面推进也将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ꎮ
(责任编辑　 张红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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