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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拟支持日铁
起诉美国政府

日本共同社4日晚报道，就美国
总统拜登阻止日本制铁公司收购美
国钢铁公司一事，日本政府计划支
持日铁起诉美国政府。

报道说，尽管日美关系可能发
生动摇，日本政府仍计划支持日铁
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报道援引日
本政府相关人士的话说：“在没有正
当理由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不应该
做出政治判断。日本政府和经济界
对此看法一致。”

美国白宫3日发表声明说，拜登
正式阻止日铁收购美钢。拜登在声
明中说，日铁收购美钢将“使美国最
大的钢铁生产商之一置于外国控制
之下，给美国国家安全和关键供应
链带来风险”。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武藤容治3
日深夜表示，美方此举令人遗憾，美
国“以国家安全保障方面的担忧”为
由做出这样的决定，令人难以理
解。日本产业界担忧声音高涨，日
本政府将严肃对待。

日铁4日在官网发布与美钢的
联合声明说，他们对拜登阻止日铁
收购美钢感到失望，将采取一切措
施保护自身合法权利。

日本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木
原诚二5日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对拜登
下令阻止日铁收购美钢表示“非常遗
憾”。他强调，日本政府应该把“该说
的话说出来”。（刘春燕、欧阳迪娜）

美国纽约市
开始征收拥堵费
预计每年可以带来
10亿美元收入

经过多年准备，纽约市曼哈顿
岛下城和中城地区5日起开始征收
拥堵费，成为美国首个开征拥堵费
的区域。

纽约大都会运输署5日发布公
告说，拥堵费征收办法从即日起开
始实施，进入曼哈顿岛第60街及以
南拥堵减缓区的车辆将会被征收拥
堵费。

根据征收方案，车辆每日只需
在进入拥堵减缓区时缴纳一次拥堵
费，即可多次出入该区域。支付金
额取决于车辆进入减缓区时是否处
于交通高峰时段、车辆种类和拥堵
费支付方式等。对于进入、驶离、穿
过拥堵减缓区或在其内行驶的纽约
市出租车和网约车，则由乘客支付
金额较低的拥堵费。

此外，低收入群体的车辆可以
享受折扣，残疾人或运送残疾人的
车辆、应急车辆、公共汽车和特种政
府车辆则免征拥堵费。

纽约官方此前进行的测算显
示，加征拥堵费后，进入中央商务区
的车辆数预计会减少10％，区域内
车辆行驶总里程数预计减少5％。

征收拥堵费预计每年可以为大
都会运输署带来10亿美元收入，从
而为其高达150亿美元的支出计划
提供资金，其中包括老旧地铁和市
郊铁路改造等。 （刘亚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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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人工智能如何进化

大模型过去一段时间的快速
发展符合“规模定律”，即大模型的
性能随着模型参数、训练数据量和
计算量的增加而线性提高。但近
来不断有迹象显示，由于训练数据
即将耗尽、更大规模训练的能耗和
成本激增等因素，“规模定律”可能
难以延续。

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密度定
律”，指AI模型的能力密度随时间
呈指数级增长。北京面壁智能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创始人兼执行
总裁李大海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企
业更注重AI算法的调优，同样的模

型能力可被放到一个更小的参数规
模里，表明模型的能力密度不断增
强。“炼大模型，不如炼优模型”。

微软开发的Phi模型等一系
列小模型已显示，管理较小但高质
量的数据集可以提高模型的性能
和推理能力。中国深度求索公司
2024年12月底发布混合专家模型
DeepSeek－V3。测试结果显示，
与某些性能相当的国际知名大模
型相比，成本低了一个数量级。业
内人士预测，小模型的吸引力可能
在2025年大幅增高。

发展AI的能源挑战也备受关

注。由于训练最新的大模型耗能
巨大，微软、谷歌、亚马逊等科技巨
头已将目光瞄向核能。

AI 的快速发展还伴随着安
全、治理、版权、伦理等方面的新风
险。例如多模态功能的拓展，使虚
假信息的内容形态更加多元，也更
难被普通人所辨别；智能体自主性
的提高，会带来其目标与人类意图
不一致或产生意外行为的风险。

为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全球
多国已从政策法规、技术标准、行
业自律等多个维度加强AI治理。

（冯玉婧、张漫子）

智能体的出现频率将越来越
高。智能体指使用AI技术，能够
自主感知环境、作出决策并执行行
动的智能实体。北京智谱华章科
技有限公司人工智能专家刘潇说，
如果把大模型比作一名学到很多
知识、尚未进入社会实践的学生，
智能体则像个毕业生，即将学以致
用，在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价值。

智能体可以是一个程序。
2024年11月底，在智谱AI开放日
上最新“出炉”的智能体已经可以

替用户点外卖。只要说出需求，它
就像一个能理解、会帮忙的小助
手，可在无人工干预条件下完成跨
应用程序、多步骤的真实任务。

业界普遍认为，这种智能体
2025年将变得更加普及，且能处
理更复杂的任务，将人类从一些重
复且琐碎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德
勤公司发布的《2025年技术趋势》
报告预测，智能体很快将能支持供
应链经理、软件开发人员、金融分
析师等人员的工作。

智能体还可结合物理实体，形
成“具身智能”，如自动驾驶汽车、
具身智能机器人等。美国国际数
据公司负责人工智能领域的高管
丽图·乔蒂认为，智能体未来有望
全面革新自动驾驶领域。美国特
斯拉公司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擎
天柱”已可在工厂行走、分拣电
池，还能以接近人类的灵活度用
单手稳稳接住迎面抛来的网球，有
望在2025年实现小批量生产并投
入使用。

2024年，各家大模型不再简
单竞争参数规模，而是将兼具文字
图片视频等不同能力的多模态作
为重要发力点。美国开放人工智
能研究中心（OpenAI）的文生视
频大模型Sora在2024年2月面世
就惊艳世界，正式版已于12月向
用户开放。

美国谷歌公司近期发布的
《2025年AI商业趋势报告》预测，
2025年多模态AI将成为企业采
用AI的主要驱动力，助力改善客
户体验，提高运营效率，开发新的
商业模式。例如，多模态AI将广
泛用于医疗领域，通过分析医疗记

录、成像数据、基因组信息等推进
个性化医疗；在零售、金融服务、制
造业等领域的应用也将不断扩
展。有专家认为，通用人工智能正
渐行渐近。

AI的逻辑推理能力在提升。
OpenAI在2024年9月发布推理
模型o1，并在12月迅速升级到o3
版本，新模型在数学、编程、博士级
科学问答等复杂问题上，表现出超
越部分人类专家的水平。谷歌也
在12月发布其最新推理模型“双
子座2.0闪电思维”，专注于解决编
程、数学及物理等领域的难题。

美国“元”公司最近推出了与

传统大型语言模型不同的大型概
念模型，它可以在更高的语义层级
——“概念”上进行思考。这种方
法能够更好地捕捉文本的整体语
义结构，使模型能在更高的抽象层
面进行推理。

这些具备高级推理能力的模
型在科学研究中潜力巨大。202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机器学习先
驱、化学奖颁给能预测蛋白质结构
的AI开发者，凸显人工智能推动科
研的巨大贡献。业界普遍认为，AI
将在2025年加速科技突破，有望在
可持续材料、药物发现和人类健康
等方面展现出新的能力。

大模型应用更广，推理能力更强大

智能体将更普及，具身智能受期待

“规模定律”受考验，多重挑战需应对

这是2024年9月10日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拍摄的第三届全球人工智能峰会
开幕式现场。 （新华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