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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去当兵吗

可以。能不能当兵和你学什么专业没有关系。只要你达到入伍的条件:

政治条政治审查合格、身体检查符合应征条件。

2.学历条件非农业户口的年轻人满足高中以上的毕业文化水平，农业户口的年轻人
降低标准，但也需要是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3.年龄条件征兵年龄不超过25岁。男
兵征集年龄要求在18至24岁间，高校在校生年龄要求为22周岁

二、智能武器装备的特点

1、智能武器指的是具有人工智能的武器，通常由信息采集与处理系统、知识库系
统、辅助决策系统和任务执行系统等组成。能够自行完成侦察、搜索、瞄准、攻击
目标和收集、整理、分析、综合情报等军事任务。

2、智能武器：人工智能武器的简称，指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能自动寻找、识别和
摧毁敌方目标的武器。

3、英语：artificialintelligenceweapon

4、智能武器是具有人工智能，可自动寻找、识别、跟踪和摧毁目标的现代高技术
兵器。包括：精确制导武器、无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坦克、无人操纵火炮、智能
鱼雷和自主多用途智能作战机器人等。其中智能鱼雷不仅可存储和记忆有关信息，
还能分析、鉴别各种不同目标；自主多用途智能作战机器人可自主地完成地形、地
物及敌我目标的识别、选择前进道路，判断敌情，独立完成侦察、运送弹药、扫雷
、射击、投弹等作战任务。智能武器通常由信息采集与处理分系统、知识库分系统
、辅助决策分系统和任务执行分系统等组成。智能武器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研制
，已取得一些实用科研成果，它将对未来战争产生重大影响。

5、高科技的孪生兄弟，智能武器装备，是一种可不用人直接操作便能自行完成特
定任务的武器装备的系统。因其具有人的某些“智能”，所以，也有人把智能武器
装备形象地称为有“思维”、“会听”、“会说”、“会看”的武器装备。早在19
47年，即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的两年后，一些科学家就提出了“人工智能
”的概念，到1956年，这一术语被科学界正式首肯。60年代后，随着计算机、微
电子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利用计算机软件模拟人脑的信息处理过程成为可能，并逐
步进入实用阶段，推出了体现“智能行为”的控制程序。1966年，美军利用机器人
“科沃”潜入750米深的海底，成功的打捞出一枚失落的氢弹，很快引起了世界各
军事大国的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巨大的军事潜力为世界各国所认识。为了争夺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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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的优势，从70年代末，英国率先将研制出的“轮桶”机器人征召“服役”；
美国在1988年，正式成立了自动人工智能中心，专门从事人工智能军事应用方面的
研究。

6、智能武器装备的发展在经历了60年代、70年代两次高潮后，在信息技术、计算
机技术、微电子技术、超微细工程技术等高技术群体迅猛发展的推动下，正向更高
层次发展。

7、这种武器之所以比精确制导武器更先进，就在于它可以“有意识”地寻找、辨
别需要打击的目标，有的还具有辨别自然语言的能力，是一种“会思考”的武器系
统。例如，智能导弹是在巡航导弹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能在敌方上空自动搜索、
识别、跟踪目标并进行优化处理，根据目标特征选择最佳战斗部位实施攻击，消灭
一个目标后立刻转向另一目标继续攻击，可在目标区上空持续战斗60分钟。又如，
广域智能引信地雷带有多功能传感器，可对目标的各种物理场进行判定。当坦克进
入距地雷半径100米范围时，即由微机控制发射智能子弹药，先以35°仰角将子弹药
射出，尔后子弹药在空中主动寻找目标，攻击坦克薄弱的顶装甲。而智能化作战，
则是运用智能武器手段、广泛实现高效指挥控制和灵巧精确打击的高技术作战形式
。

8、军事理论界普遍认为，智能武器将在未来军事领域占有重要地位。据统计，装
有智能系统的制导武器，在战场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弹药的命中精度将提高3倍；
智能化的辅助指挥系统，由于熟知敌我双方的指挥官思维习惯、性格脾气和行为特
征，因而能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帮助指挥员判断情况、定下决心、下达命令。正因
为如此，许多国家在建设21世纪军队的计划中，都高度重视智能武器的开发和智能
化作战的研究。例如美国列入研制计划的军用机器人达100多种，并且一些部队已
经开始小批量装备应用型军用机器人。

9、智能军用机器人，是能更多地模仿人的功能，从事较复杂的工作，执行多种军
事任务的机器人。据美国国防部调查报告预计，未来的智能机器人将有100多种不
同的战场应用。目前，世界上已经研制和列入发展计划的智能机器人主要有反导弹
机器人、欺骗系统机器人、排雪机器人、防化机器人、烟雾机器人、侦查机器人、
反装甲机器人、水下机器人、航天机器人等十余种。

10、智能无人机，是一种无人驾驶，能自行完成侦察、干扰、电子对抗、反雷达
等多种军事任务的飞机。如德国研制的“克尔达”无人机，可以在目标上空连续巡
航1小时，机体内载有炸药、信号发射机、应答器等先进设备，即可执行电子干扰
任务，也可诱敌发射导弹，进行特定电子侦察等任务。海湾战争中，美军曾使用了
多种型号的无人驾驶飞机，担负侦察任务，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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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智能坦克，是一种由计算机控制系统、信息接收和处理系统、指令执行系统
及各种功能组件构成的新智能坦克。质量只有普通坦克的十分之一。根据执行任务
的不同，又可分为智能主战坦克、智能侦察坦克和智能扫雷坦克三种。智能主战坦
克除具有较高的克服多种障碍物的能力外，还具有很强的火力和突击力，能识别目
标的不同特征，判断威胁程度并实施火力攻击。智能侦察坦克装有核、生、化探测
器，红外、音响传感器、激光测距机等侦察器材，能在64千米/时的速度下鉴别道
路，区分人员与自然地物，绕过障碍物，探测地雷，绘制地形图等。智能扫雷坦克
可排除一次性触发地雷，也可远距离引爆感应地雷，一次作业能开辟8米宽、100米
长的通路。

12、智能导弹，是一种能自动搜索、识别和攻击目标的导弹。如美国研制的“黄
蜂”反坦克导弹，该弹装有一套先进的探测、控制设备。作战使用时，由飞机远距
成批发射后，先超低空飞行，到达目标区可自动爬升上千米，俯视战场，选择目标
，且互不干扰。若目标已有导弹跟踪，后到的导弹就会自动寻找其它的目标以获得
最大杀伤效果。再如“海尔法”第三代反坦克导弹，采用了高灵敏度传感器和先进
探测技术，能排除干扰，自动搜索、识别、锁定和攻击目标。

13、智能地雷，是一种能自动识别目标和控制装药爆炸，在最有利时机主动出击
毁伤目标的地雷，有人也把它称作是“长眼睛”、“有耳朵”、“会判断”的地雷
。目前，该种地雷的应用项目已经达十余种，其中比较典型的有自动机动地雷、遥
感电磁地雷、自寻地雷、反直升机地雷、光电地雷等几种类型。反直升机地雷有两
种：一种是布设在地面，能识别敌我的地空式定向反直升机地雷。当敌机飞到有效
杀伤范围内，自动装置就会引爆地雷，以自锻破片，摧毁在15~100米低空飞行的
敌方直升机（航速在260千米/时以下）。还有一种地空式空炸反直升机地雷。它的
工作原理与智能地雷相同，不同之处是，捕捉到目标之后，地雷的战斗部可发射至
空中，在敌机身旁爆炸，用弹片来杀伤目标。

14、随着智能武器装备作战部队并广泛应用，必将对军队的编成、作战样式与方
法产生重大影响。首先，军队的编成将更加精干。由于智能武器部分代替了人的工
作，因而作战构成将发生变化，直接参战人员会随着智能武器装备的增加而减少，
但对参战人员的素质的要求将大大提高。参战人员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素质才
能熟练驾驭智能化武器装备，充分发挥其效能。其次，传统的“直接参与”式作战
方式将被打破，信息对抗的地位作用将更加突出。由于智能武器装备是以信息技术
为核心的系统集成，其中，信息的获取、传递系统是它的“神经”，能快速精确地
分析、处理信息的计算机是它的“大脑”。因而保护己方和破坏对方的信息系统，
夺取控制信息权，就成为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

15、但是更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由于现在大国和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全球军事竞
争形势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另一方面由于大国和大军事集团之间的“规模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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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军事、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相连动的总体战，因此在智能武器和智能化作
战方面明显出现了一种战略化的动向。战略智能武器是更高层次的人与各种技术手
段的有机结合，其中“软性智能武器”占有很大比重。主要目标是在使己方尽可能
“隐形化”的同时使对方“全透明化”，从而从根本上掌握战略主动权，既可以争
取“不战”而屈人之兵，又可以在需要时打不对称战争。

16、这种动向首先表现在对目标方军队全建制编成的全方位行为模拟。

17、前述智能化的辅助指挥系统，还只是战役战术层面的东西。其实大国和大军
事集团在智能化指挥方面已走得很远，完全具备了对目标方军队各级指挥员、各军
兵种、各作战单元的心理活动、行动特点、装备和训练程度、作战预案及其调整、
开进路线、集结和展开方式、联勤保障、人员和装备与作战地域的气象地理环境和
民风民情的结合状况等等的宏观-微观模拟，并且在最高指挥层智能化“兵棋推演”
中加以演绎。这种涵盖面很广、渗透性很强、集成度很高、连动性很灵的全方位模
拟，既仰赖强大的经济实力、计算机技术海量处理能力的发展、以及大量智能化硬
件的部署，也得益于长达数十年的跟踪研究和经验积累。通过这种使目标方军队“
全透明化”的全方位模拟，智能化作战的内涵就提升到了很高的战略层面上了，完
全超出了一般的首长司令部演习和敌情分析的范畴，它是大战略与物质手段的高级
结合方式。

18、这一点是军事大国与中等发达军事力量之间的重要区别，也是历史上的战争
与现代战争之间的重要区别。一般的实兵演习和模拟演习也要设置各种复杂情况，
历史上的战争也有许多深入分析作战对手特点从而有针对性作战的杰出范例，现在
即使是友好国家也会相互分析对方军队、尤其是指挥官的特点。但它们与这种全方
位模拟相比，仍是很有限、零散、或然的，原因就在于智能武器和智能化作战手段
的使用密度已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例如，只有具备全时空解析各级思维活
动与各单元微观行为之间内在联系的能力，才使得掌握对方核心密码成为一种带有
因果必然性的事情，而核心密码智能破译系统又使前者更加“透明化”。又如，由
于有了不仅能扫描物体、而且能看到对方雷达群怎样扫描和处理这些物体的智能雷
达，才使得对方的雷达网全面“透明”。

19、其次表现在对目标方军事、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动向的全方位实时监控和
作用。

20、如前所述，大国和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博弈，总体战的特征尤为突出；现在军
事大国与中等发达军事力量之间的重要区别，也表现在对目标方经济、政治、意识
形态领域的主动作用能力上。因此，军事大国的全方位模拟和博弈并不限于军事系
统，而是进一步延伸到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在战略层面上掌握、作用它们
与军事行为的连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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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人们谈得较多的是现代战争在空间上不分前方和后方，但也要充分注意更宽
泛地理解它在时间上的不分平时和战时，并且对经济与军事等等的关系也不应仅从
战争潜力的角度去把握。事实上，现代战争不仅造成了逐步攻击和渐次防守的战役
战斗程序的改变，出现了先纵深、后前沿、“中心开花”由内向外打的逆程序和战
场的各种非线性特征，而且也使经济战与典型军事作战的时空特征和界限划分发生
了变化。

22、现在，对目标方经济活动的全面掌控和战略遏制，已成为一种更隐蔽、更复
杂的战争。而这种战略行动离开智能武器和智能化作战手段的高密度使用，显然也
是不现实的，相反更需宏观、深入的全方位模拟来保障。现代智能武器同样可以使
目标方的所有显性经济活动“全透明化”，同时也能全方位实时分析各利益群体、
投资和消费阶层的心理曲线等等。

三、人工智能五条原则

1.人类优先原则，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符合人类的利益和价值观。

2.公正和透明原则，确保人工智能的决策和行为公正、透明，不偏袒任何个体或群
体。

3.责任和问责原则，明确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和使用者对其行为负有责任，并承担相
应的问责。

4.安全和隐私原则，保障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性，尊重和保护用户的隐私权。

5.合作和共享原则，促进国际社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与共享，共同应对相关挑
战和问题。这些原则旨在引导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确保其对人类社会的积极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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