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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视窗

解锁比尔·盖茨眼中的智能体：它是平台
葛广

比尔·盖茨 11 月 9 日在自己的博客网站发表了

一篇文章《AI 即将彻底改变你使用计算机的方式》，

我直接看了原文，也看了一篇一手中文翻译，文章

通篇都是写的智能体，也提出了很多相关的问题。

但提出的问题在文中并没有解答，可能在盖茨

的心目中，这些问题还没有让他有足够笃定的答案，

那么，笔者就试着来回答一下他的问题吧。

不过他提出的问题很多，笔者需要写很多篇才

能完整回答。

在盖茨文章的“技术行业的冲击波”这部分有

这么一段：“在计算机行业，我们讨论平台，应用

程序和服务建立在其上的技术。Android、iOS 和

Windows 都是平台。智能体将是下一个平台。”

我认为盖茨说得很对，智能体将是下一个平台。

盖茨自己就是平台领域的先驱，有成功（Windows）

也有失败（手机操作系统），他对平台的理解不可

谓不深刻。

如果把 AI 产业比作一棵大树，那么，平台就

是这棵大树的树干，各种各样的应用都是树干上长

出来的枝叶。要理解未来的 AI 时代，就得先理解

树干。

所以，本文从不同的角度，全面简要分析一下

AI 时代的平台到底是什么样的。

平台是战略要地

这一条不是分析平台本身，而是强调它的价值。

它可能比算法还要重要。

做 算 法 起 家 的 OpenAI， 迅 速 推 出 了 GPT 

Store，这就是 OpenAI 的平台，它未来的主战场。

OpenAI 显然清楚平台可能比算法的先进程度更重

要。各个互联网大厂也在迅速推出自己的 AI 云服

务平台。

国内目前状况是，在算法的先进性层面落后，

创业公司门类更少，头部创业公司市值也明显落后，

总之整体上落后于国外。不过，在平台这个战略要

地上，如果能尽快提升认知，站到更高的高度，并

且能尽快地落地，国内还有足够的机会在平台层面

反超国外，占领了这个战略要地，就会有更大的机

会赢得未来。

还是得强调，能否做到，认知是关键。谁对平

台理解得更深刻，谁就更有可能赢得未来。

平台为什么比算法可能更有价值？因为，超级

算法参数越大，推理成本就越高，对智能要求高且

价值高的领域用它可以，在其他领域其性价比可能

就不具竞争力了，尤其是制造业、运输物流等对成

本很敏感的领域，需要的是合适的智能机器人而不

是超级算法，很多细分领域小算法性价比会更优。

因此，平台会是超级算法加上大量各有所长的小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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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协同运行的平台。超级算法只是平台的一个子集，

因此率先跑出来的平台会更有机会获得成功。

平台会演变成下一代互联网

最 早 的 被 个 人 广 泛 使 用 的 平 台， 也 就 是

Windows，是适配个人电脑而非网络的平台。

而 Android、iOS 则是适配网络的平台，解决

了网络时代的信息传递问题，但它们不是为 AI 协

同设计的。

而 AI 时代的平台，则需要具备自我迭代演化

的能力，不断进化，让包括但不限于算法、数据、

算力、资产（数字，实体）、工具（数字、实体）、

人、组织机构、环境、生态等各要素在平台内连接，

并在遵循人类要求的前提下，创造和运行万事万物。

推演一下可能的演化过程如下。

第一阶段，智能体逐步实现能代替人完成特定

工作。

第二阶段，当智能体能做足够多种类的工作，

而且能力明显超过人类时，它们就能协同完成需要

互相配合才能做成的事情，比如自主组建一个工厂，

然后自动化生产一种较复杂的产品，以太阳能板为

例，更可能的是，这些互相协同的智能体直接组装

成为一个更复杂的升级版——生产太阳板的智能体

的智能体工厂。

第三阶段，当大量的产品都是由智能体生产出

来的时候，就会出现智能体协作完成一项工程，比

如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建一个太阳能发电厂。这个时

候，智能体工程队就出现了。

第四阶段，各种智能体工程队之间合作，就能

自动生成一个网络，比如覆盖全球的电网。智能体

能做出电网，就能做出其他各种网。这些网一定是

融合发展的，这就是下一代互联网。这么看，下一

代互联网就是由各种不同复杂度的智能体，连同人、

组织机构一同构成的，无所不包，生产、生活连同

相关的一切要素，都在里边了。

还会有第五阶段，能在地球上做出这样的网，

智能体们就能在地球之外同样做出这样的网，比如

建造戴森球 4，改造火星金星，甚至去外太阳系建网。

如 果 现 在 做 的 设 计 方 案， 无 论 是 新 贵

OpenAI，还是传统互联网大厂，抑或是在路上的创

业公司，如果现在做的设计方案不考虑到上述的演

化路径，技术上不做好准备，大概率就不会有未来，

在半路上就会逐步被淘汰。

无限度自激励体系

智能体作为机器，跟人一样，也需要市场机制

和激励体系，需要符合经济学规律。被正确激励的

机器，才能最大限度激发其能力并且最大限度不走

偏方向。

我在别的文章中提到过，战略规划设计的最高

境界，一定是以经济学为依据，而不仅仅是技术。

做平台更是如此，这方面做不好，平台就可能走不远。

不展开讲，具体请参考笔者的《AI 的终局：区

块链，颠覆认知（AI 终局系列之六）》一文文末部

分的第五条。

标准化

平台核心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标准化层面下大

功夫。

平台的标准化，大致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底层协议，这部分要做到如同生

物的基因结构一样，极端稳定。最主要的原因，是

平台会承载资产，资产会从物理世界大量转移到数

字世界并且会代代相传，有些资产可能会跟平台的

生命周期一样长，未来的每一代人、每一代智能体

都得能顺畅获取和使用上一代传下来的资产。平台

的底层协议如果不稳定，这条最基本的，也是极端

重要的前提要求就得不到满足，就必然会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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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层次，是平台只能用一个机器和人共

同使用的语言。任何一个具体事物，全网就得用

同一个词汇来表达（例如表达时间的词汇统一用

time）。当然这个词汇可以是人类的多种语言，但

是在每一种人类语言里边，只能是同一个词汇（例

如 时 间、temps、zeit、 、tiempo、 等，

在平台内都是表示 time）。

再举个例子，在数据处理领域，会出现大量的

标签。标签就得全网统一，而且，不仅仅是统一，

还得像人类的语言一样，能够不断演化发展。

第三个层次，是各个细分行业的标准化，包括

行业规范、执行流程、互操作性等各个方面，要全

方位标准化。

而标准化层面，除了第一层，其他两层都要靠

经济学，要有对口的市场机制和激励体系。谁在这

方面做得好，能激励足够多的人 / 机构参与，谁就

可能跑得更快。AI 时代也是快鱼吃慢鱼，这是决胜

的关键之一。

异构智能体

异构智能体，是指由不同厂家的产品所组成的

智能体，前提是这些产品之间具有互操作性。

目前，各种各样的智能体，几乎都是单个厂家

做出来的，执行专用任务的，例如近年特别常见的

无人机表演队，又如正在迅速迭代演进的军事用途

的无人机智能体。这些智能体，可以叫做同构智能

体，就是由一家机构自行研发，或者一家机构牵头

研发出来的专用智能体。

但是，如果要做平台，那仅仅支持同构智能体，

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尽早支持异构智能体，只有

这样才可能决胜未来。

而要做到这样，要满足如下七个条件：

（1）标准化必须先行；

（2）智能体的每一个组件，得是可独立寻址

的网络节点，这样的才能做到任意一个组件有问题

随时可替换，或随时可以替换匹配度更高、性能更

好、成本更低、功能更强的组件。智能体也可以是

其他智能体的一个组件。

（3）智能体的每一个组件，都要有信用机制

保证其可靠度及质量，并且依靠信用机制竞争上岗，

每一个组件都能依靠激励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

（4）智能体可以瞬时组建，完成任务也可以

瞬时解散，执行任务过程中还能随时动态更换组件。

（5）平台性能要求无上限，组件之间的交易

成本相对于交易额需要低到可忽略不计，组件之间

的交易速度至少是毫秒级，很多场景要支持微秒甚

至纳秒级。

（6）平台内所有数据、产品都是商品。可以

随时在智能体的组件之间交易。

（7）机器 / 人员 / 机构的隐私能得到充分保护，

网络环境足够安全。

一个平台，只有同时满足以上条件，才是异构

智能体生长发育的最佳环境，让异构智能体有最大

的机会快速进化。

异构智能体，越多的人发挥自身长处合作建设

和运营，异构智能就发展越快。异构智能体是能调

动足够多的人、足够多的机构、足够多的机器参与

的最好抓手，推动飞轮自行转起来后，就能以最快

的演化速度，创造出一个全新的 AI 经济体。

以上列举的五大方面，是理解 AI 时代的平台，

以及比尔·盖茨心目中的平台，最重要的要点。最后，

呼应一下开头。有心的读者看到笔者把平台比作树

干的那一段时可能会想到，为什么把平台比作树干，

而不是树根？想到了这一层的读者，要好好地点个

赞！

答案就是——树根对应的是机器链，而机器链，

是能做到满足上述条件的平台的不可或缺的底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