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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在特朗普總統和美國科技巨頭宣布「星際之門」這充滿雄心壯志的人工智慧計

劃之後，中國的低成本大型語言模型「深度求索」向他們投下一個震撼彈。面對中國的挑

戰，美國能否繼續維持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導地位呢？讓我們來探討一下美國在這方面的

優點與缺點。 

首先，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人工智慧突破都是源自美國尖端學府，包括了麻省理工學

院、史丹佛大學、卡內基美隆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哈佛大學和華盛頓大學。美國

科技巨頭也是推動人工智慧的主力，例如谷歌、Open AI、微軟、Meta、亞馬遜、蘋果。

這些財雄勢的高科技企業不單止擁有大量運算資源，而且他們可以將人工智慧的研究成果

投入實際應用，這包括了搜尋引擎、社群媒體、自動駕駛汽車。這些高科技公司亦主導了

開發人工智慧的硬體，例如英偉達的圖形處理器（ GPU ）、谷歌的張量處理器 （ TPU ）

、英特爾的人工智慧加速器（Gaudi AI 處理器）。此外，美國在人工智慧新創企業融資方

面處於領先地位，2023年，美國人工智慧新創公司的總投資額超過一千億美元。 

美國政府亦積極支持人工智慧研究，2019年，特朗普總統簽署行政命令，呼籲增加對

人工智慧研發的投資。2023 年，拜登總統簽署了另一項行政命令，繼續推動美國人工智

慧的發展。2025年，特朗普總統宣布成立星際之門，OpenAI、甲骨文、軟銀和MGX共同

合作，計劃在未來四年內投資高達五千億美元，用於建造發展人工智能的資料中心。 

在高科技領域，美國是人才濟濟，2023年史丹福人工智慧指數報告顯示，超過60%的

頂尖人工智慧研究人員在美國工作。圖靈獎（Turing Award）是「電腦領域的的諾貝爾獎

」，而絕大多數得獎者都是美國人，例如並稱為「人工智慧之父」的明斯基（Marvin 

Minsky）和麥卡錫（John McCarthy）。  

說到這裏，讀者可能得出這個印象：美國的人工智能研究看來是天下無敵。不過，美

國仍潛伏着很多隱憂，其中之一是過度依賴外國研究人員和工程師。根據安全與新興技術

中心的數據，2022年美國所有最頂尖的人工智慧研究人員中，70%都是外國出生或接受過

外國教育的。〈全球人工智慧人才追蹤報告〉也顯示出類似的結果：2022 年，美國頂尖

人工智慧研究人員中有38%是華裔，只有37%是美國本土人士。為什麼呢？因為美國教育

體系實在太糟糕，美國學生程度低落，缺乏良好的數學和科學基礎。正如美國政府效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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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聯合主管拉馬斯瓦米所說：「長期以來，美國文化崇尚平庸，而非卓越，這種文化不可

能培養出最優秀的工程師。」 

美國大學和科技巨頭聘請外國人才是頗具爭議性的，一來這會觸發本地人的排外情緒

，認為外國人搶走了自己的飯碗；二來包括中國等其他國家亦可以提供優厚條件，跟美國

搶人才，中國還有一件強力的武器，就是以民族主義來吸引在美的華裔科學家、工程師。 

不過，除了H1-B簽證，美國科技巨頭還有另一件秘密武器，就是直接在國外招募人才

。例如谷歌於2014年收購了英國的人工智慧新創公司 DeepMind，IBM在瑞士及愛爾蘭都設

立了實驗室，微軟在英國、中國、印度、加拿大、及日本亦有機器學習和自然語言處理的

研究中心，Meta AI 在法國、加拿大、以色列、英國成立了類似的實驗室。OpenAI 宣佈在

巴黎和倫敦設立辦事處，加強其在歐洲的人工智慧研究力度。相比之下，中國企業在海外

的人工智慧實驗室仍然相對有限。美國這一招非常高明，因為H1-B的配額有限，而且正

如上面提過，外國技術人員會觸犯起反移民浪潮，在外國設立研究中心，便可以避免以上

問題。 

若果審視美國在境內和全球各地的研究資源，那麼無可置疑，美國在人工智慧領域佔

有極大優勢，在短期內其他國家似乎很難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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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_VA17MLd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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