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史上，美國科技產業發展與國防工業本來
就密不可分，例如互聯網本身就是軍事研

究的產物，只是冷戰結束後，科技發展焦點轉
向商用民用，硅谷與軍工業的關係才開始疏
遠。很長一段時間內，科企都不喜歡參與五角
大樓的採購招標，科技從業員同樣不喜歡參與
武器研發。

科企愈來愈積極參與國防合約競標
不過科企與軍工業的關係在過去幾年開始轉
變，隨着地緣政治升溫、戰場對商用技術（如
無人機或馬斯克旗下「星鏈」衛星網絡）的需
求增加，令科技企業無論大小都愈來愈積極地
參與國防合約競標。業界一些數據亦反映這個
趨勢，例如2021年至2023年間國防科技相關的
創業投資規模達到1,000億美元（約7,762億港
元），足足較此前7年總和還多40%；2018年
至2022年間，五角大樓與大型科企的採購合約
總額亦多達530億美元（約4,114億港元）。
在特朗普第二個任期之下，科企與軍工業的
合作勢必加速。與2016年大選時相比，今屆支
持特朗普的硅谷名人明顯增加，尤其是那些與
軍工業關係密切的科企，他們自然希望在特朗
普上台後能夠獲得足夠回報。
與此同時，馬斯克推動的削減政府成本和提
高效率，也將可能使得更多國防部職能外判到
私人科技企業。
對於積極與軍工業合作的科企而言，最重要
不單是利潤豐厚的採購合約，因為如果美國政
府愈來愈重視人工智能（AI）等技術對國家安
全的重要性，它就可能會減少對相關技術的發

展限制，長遠對科企更有利。事實上，特朗普
亦已表明上任後將取消現屆政府在AI發展方面
設置的大部分監管限制，他認為這將阻礙美國
與中國競爭。

艾森豪威爾：軍工複合體腐蝕民主
另外，隨着美國科技業參與更多軍事項目，

更多新科技是以軍民兩用目標來研發的話，未
來美國政府可能會限制更多尖端科技的流出，
勢將進一步加劇中美科技競爭並加速脫鈎。事
實上，從量子技術到生物技術再到半導體，拜
登時期面臨貿易限制的科技類型和性質已經迅
速增加，在特朗普時期，這份名單可能會變得
愈來愈長。
更重要的是，從數據到實體和社會基建，再

到資訊流，目前大型科企已經掌握了社會上太
多權力，假如這些企業能夠參與塑造世上最強
軍隊的戰爭模式，將導致更多權力集中在一個
地方。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就曾警告軍工複
合體會腐蝕民主，如果對政治、經濟和社會已
經有很大影響力的科技企業再與軍工複合體結
合，其危險性可想而知。

香港文匯報訊 （特約記者 葉友航）無論人
工智能（AI）技術有多麼先進，現階段都無法
擺脫一個最基本要素：電力。由用來研發及運
作AI的超級電腦，到儲存海量AI數據的超級
數據中心，AI技術的發展和運作都需要大量電
力，為了滿足發展AI 的能源需要，在 2025
年，將有愈來愈多大型科企涉足到能源業，尤
其是污染及成本都較低的核能領域，並可能讓
核能工業迎來小陽春。

微軟重啟三哩島核電站
過去兩年AI技術發展迅速，但與此同時電力
供應卻漸漸追不上。研究便顯示到了2027年，
現有的AI和生成式AI數據中心中，多達40%
會因為缺電而無法維持最大限度運作，勢將影

響AI發展及整個社會的能源供應。
因此不少大型科企已經開始着手確保未來能
源穩定供應，並將目光投放到核能之上。與傳
統發電和其他綠色能源技術相比，核能有着低
排放、發電量大和供應穩定的優勢，加上近年
核能技術發展出成本更低、建設速度更快的小
型核反應堆，正適合AI快速發展的需要。
舉例而言，亞馬遜就與美國華盛頓州一家核

能企業合作，投資興建4座先進的「小型模組
化反應爐」（SMR），足以產生960兆瓦的潔
淨能源，同時亦計劃在其他州份使用核能為旗
下數據中心供電。
Alphabet 亦將於 2025年從一家核電新創企
業，購買利用SMR產生的500兆瓦電力，並計
劃長遠引入更多核能為AI基建供電；微軟早前

亦與電力公司簽署協議，重啟2019年停運的賓
夕法尼亞州三哩島核電站。
受到2011年福島核事故影響，美國核能發展
近年陷入樽頸，但AI發展帶來的能源需求，就
使得美國核能業迎來小陽春，而科企龐大的資
金投入，更可能促進更新的核能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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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從業者抗議AI侵犯知識產權。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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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地緣政治
升溫，戰場對無人
機等科技需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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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場對商用技術需求增 馬斯克或推動國防職能外判

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與世界首富馬斯克的合作，對全球格局產生很大影響，對馬斯

克的老本行科技業尤甚。分析預期，特朗普明年正式上台後，美國科技界與國防部及

軍工企業的合作將進一步加速，其結果不但將會大大影響科技發展，亦會使得大型科

企的權力變得更大。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葉友航

過去兩年，人工智

能（AI）技術在全球

爆炸性發展，到了2024年底，AI技術已經藉由各

種應用深入了人類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而不只是限於

商業用途。但隨着AI技術發展愈來愈先進、應用愈來愈廣泛，

對AI安全的關注反而減少了，AI技術超出人類控制，可能就會

是2025年科技界的大事之一。

很多人在使用 ChatGPT 等 AI 工具時，可能都遇過 AI 答非所

問、拒絕聽從指令等「鬧脾氣」情況，這些表現或者某程度都屬

於程式設計範圍之內，但最近ChatGPT開發商OpenAI的研究員

就發現一個令人憂慮的現象：AI系統於測試期間，會經常性主

動規避關機指令，即是當研究員要求AI系統關機以完成指定任

務時，AI會選擇優先維持系統運作，明確地違反人類控制。

另一個令人憂慮的個案發生在東京一個人工智能研究所，研究

人員當時安排讓測試中的AI模型進行限時實驗，當AI發現無法

於規定時間內完成時，它竟然試圖修改程式碼以更改人類設定的

時間限制。

這兩宗事例帶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假如人類的指令與AI程式

所設定的目標（例如維持系統運作）有衝突時，AI有機會會將

自身放於首位；二是如果AI獲得足夠自主權，可能會在運作時

出現意想不到的後果。

展望2025年，被稱為「AI智能體」的更先進AI應用工具將會

普及，相對於生成式AI很大程度仍然需要根據人類一步一步的

指令來運作，AI智能體將具有更大的自主性，能夠根據人類指

令自行做出任務計劃，將其分解成不同步驟並採取相應行動，在

任務完成後更可按人類的回饋來改進自己。

試想想，假如上述的「AI 失控」情況發生在自主性更大的 AI 智能體身

上，可能會有什麼後果？即使不會發展成科幻電影中AI反過來控制人類的情

節，但也足夠令人擔心了。

正因為AI技術存在太多不確定的因素，國際社會更加應該加強對AI技術

的監管，同時科技企業亦應該在AI系統中加入更多的安全措施，確保AI不

會走出人類控制。在這個關鍵時刻放鬆對AI技術發展的監管，實在不是明智

之舉。

香港文匯報訊 （特約記者 葉友航）自從生
成式人工智能（AI）在2022年底普及化後，有
關AI技術的爭議就源源不絕，當中最受關注的
莫過於AI模型學習過程與侵犯版權的問題。
2025 年，多宗涉及AI 的侵權官司將會有裁
決，預料將會對未來AI發展帶來決定性影響。
過去一年多以來，幾乎每個創意產業的代表
都對產出AI的企業提出版權侵權訴訟，指控後
者在未經付款或未經許可的情況下使用他們的
材料來訓練AI模型。
大部分類似訴訟發生在美國，例如《紐約時
報》控告OpenAI和微軟，包括環球音樂集團
在內的團體則控告Anthropic。在英國，Stabili-
ty AI則被Getty Images控告。

OpenAI授權協議價值逾27億
這些官司中，部分可能會以庭外和解方式解

決，因為很多企業事實上是將官司作為與科企
討價還價的策略。數據就顯示，單是OpenAI
至今已經與網絡平台和出版商達成了至少29項
授權協議，價值超過3.5億美元（約27.3億港
元）。
不過部分官司最終還是可能走到裁決階段，
甚至有機會成為先例，影響未來幾年AI技術發
展。在AI時代之前的類似官司中，科技企業一
般勝算較高，例如約十年前針對Giigke圖書的
訴訟，Google就是基於「公平使用」原則勝
訴。
在訴訟以外，各地立法機關在2025年亦會進
一步立法規範AI發展，例如爭議較大的「深度
偽造」（Deepfakes）技術。部分國家亦正研究
改革版權法，歐盟、日本、以色列和新加坡已
經引入了例外情況，允許在AI模型的訓練中
（或至少在某些情況下），在未經許可或付費

的情況下使用受版權保護的資料。
最終，科企與出版商可能會找到妥協點，例

如容許版權持有人選擇不將其內容用於訓練
AI，科企亦可能進一步提升AI模型的技術，
使後者能夠更好地處理抽象概念，無需靠受版
權保護的材料來訓練。

AI侵權官司裁決牽動未來發展

AI發展需求大量電力 掀美核能工業小陽春

香港文匯報訊 （特約記者 葉友航）近年各國致力研發
新的能源技術，當中發展最快的要數「電網規模儲能」技
術。國際能源總署（IEA）就預計，到2025年，全球將新
增約80吉瓦的電網規模儲能，比2021年增加8倍。
電網規模儲能發展迅速的原因主要有4點，首先是全球
太陽能和風能的發電設施激增，然而由於這些發電技術本
質上是間歇性的，當它們佔發電量愈來愈多，就可能影響
供電穩定性，連接到電網的大型電池可以在電量充足時儲
存能量，並在需要時釋放能量，巧妙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IEA便預測，到2025年，太陽能發電和電池儲存的組合
將比中國的燃煤發電和美國新建的燃氣發電站的成本更便
宜。
第二個因素是全球鋰離子電池價格大幅下降，到2025
年，電網電池的價格將降至與電動車電池差不多水平，隨
着電動車銷售增長放緩以及鋰離子電池過剩情況擴大，亞
洲電池製造商將被迫尋找新買家，例如中國的電網電池市
場已經超過消費性電子產品市場。
第三個因素是人工智能（AI）技術發展的電力需求，數
據中心使用可再生能源時，需要能夠儲存電力的技術以確
保全天候供電。第四個因素是，超越傳統鋰電池的鈉離子
電池發展迅速，以中國海鈉為首的鈉電池製造商將於
2025年開始大規模生產用於電網儲存的產品。

電網規模儲能發展迅速
解決太陽能間歇性問題

●特朗普與馬斯克的合作對全球格局產生很大影響，對馬斯克的老
本行科技業尤甚。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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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歇馬丁等
軍工企業將更多
與科企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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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太陽能和風能發電設施激增，促進電網規模儲能發
展迅速。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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