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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慎而樂觀面對AI的軍事應用

美國五角大廈積極推動「AI」於戰場情資與前線決策方面的應用，盼能借重AI強大的學習運算能力，來處理各種先進
情蒐技術所取得的資料，以期在實戰上洞悉形勢，制敵機先。美軍今年四月才滿一週年的「大AI計畫」專案成果豐碩
，不只已分析大量無人機在中東地區所取得的影片、影像，現在還已完成擴大部署，涵蓋到非洲地區，不只要藉以驗
證機制的成果，還讓該機制大量曝光於新情資中，快速學習成長。然此同時，國際資訊巨擘「谷歌」旗下三千一百位
員工集體發表聲明，勸告公司切莫涉足戰爭領域，以維其企業「不造惡」的精神；而科技界對人工智慧發展失控的憂
慮也從未間斷，一直以來都有專家害怕萬一人工智慧發展出自主意識，恐不利於人類文明的續存。到底面對「ＡＩ」
科技發展與應用，特別是在軍事科技方面的精進，我們應該要採取怎樣的態度呢？

美國該專案副領導人、空軍中校佛洛伊德表示，這項計畫旨在應用機器學習的技術，分析戰場情資，並不涉及電腦意
識與自主能力的發展，而五角大廈一直以來，始終將「AI」定位在於協助戰場指揮官的決策，不會允許電腦具有自主
意識。目前情蒐科技已經十分進步，除了衛星攝影之外，日益發展的無人機動載具科技，也大量蒐集到巨細靡遺的現
場情資，此外，在數位國土中，每日不間斷地在產出大規模人類網路行為數據，現在的戰事決策所面臨的挑戰，可說
是情資爆量，而資料處理產能不足以匹配的窘境。「AI」技術高效能的學習與分析能力，用來將這些數據分類、分析
，以作為戰事決策的參考依據。從這個面向來說，相關技術的軍事應用，應屬正面。

機器學習的基本原理，是在給定的有限資料中，讓一組在有限條件下可自動窮舉該條件所能衍生的一切可能性，並從
中分析而獲得規律的演算法，並且進一步再以所「習得」的規律，處理新取得的資料，來預測最有可能的成果，同時
，也給予演算法自我修正的建議，讓演算法隨著處理越來越多的資料而進步。藉由優異迅速的計算能力，能自我學習
的系統能在極短時間內，隨著所「經驗」（處理）的資料，累積並優化鎖定目標的分析、比對與預測能力。例如在開
發新藥的場合中，以往，這些資料的累積與分析比對，往往需要透過漫長時間的臨床實驗、記錄與分析，然而越來越
多的藥廠，在導入機器學習的技術之後，能夠透過上述的機制，在相當節制的時間之內，就分析並預測出幾個最有可
能成功的配方，以及其藥理作用和能誘發的機轉，依照分析結果，搭配實際的臨床實驗，可以先剔除多數預估值不高
的方案，省去相當程度的不需浪費的時間與人力，目前，我們已經看到許多大幅降低開發時程的成功案例。

這樣的技術，應用在軍事情報的分析上，當然可以對於戰情的掌握與不必要衝突的避免有相當程度的輔助。自古以來
，優秀的軍事家總以能不戰而驅人之兵為優先方案；在無法避免的軍事衝突當中，也都以最少傷亡、最少成本、最短
時間等因素，以己方或甚至是雙方百姓的最大福祉為念作綜合考量，將無可避免的傷害程度將到最低。戰情的掌握與
精準的分析，正是能制敵於未發，並在形勢中找出最有效率攻略的關鍵。以往，囿於情報科技的限制，大多引人注目
的科技突破，都是在於資訊取得技術的突破，例如通訊攔截、諜報活動等等；同時令人驚豔的戰略，往往都出於對於
戰情完整且深邃的洞悉。如今，如衛星、無人載具、網路等等，要取得巨量資訊的技術門檻已經太低了，反倒是要從
這些訊息當中，解讀出對戰事決策有參考價值的意義，成為了挑戰。

機器學習能與時俱進，隨著所處理資料而不斷精進其對該類別資料的處理能力。在汰除無意義資訊、主動推薦策略方
案以及結果評估的協助之下，決策者當能更清心從容面對戰情。然而誠如美軍現在謹慎的驗證精神，機器學習系統對
全局的掌握，以及策略方案的分析，不論設計的方法論或者是實際應用，都還需要我們以嚴謹的態度去驗證與判斷。
不過，也正因為如此，機器學習的系統只能是輔助性角色，而其學習、驗證、以及成長，都需要人為因素的介入與幫
助，因此害怕這類系統發展出自主意識並且不受人類控制，恐怕只是不必要的擔憂。倒是主事者或者決策者若因過度
依賴機器的方便而怠惰於判斷，不僅很有可能在關鍵時刻沒有去察覺出系統給出的建議並不恰當而隨便放行，更有可
能讓人的心智在怠惰之中判斷力失準，這是我們在軍事場合中使用科技技術協助，所需注意的地方。

機器學習系統有可能判斷失常的原因，除了演算法方法論以及監控標注設計上的人為失察之外，恐怕「價值」的無法
規則化，是其根本關鍵。既然被處理的是資訊，而系統自身所賴以自我修正與進化的也是資訊，但凡是資訊，都必然
是某種形式的「被認知結果」，不僅僅都是一種既成事實的事物，也都是一種被動的事物，雖然有某種程度的隨機性
看似可以給出開放空間，但是在誠如一個人或五個人的性命價值哪個高、庶民或者顯要的生命安全何者較為重要、民
意或者專家對公共政策的見解何者優先等等價值選擇上則無從決斷。然而，攸關價值與公眾福祉的綜合衡量，才是戰
事決策之核心，正是因為如此，AI系統在技術限制上，僅僅只能是輔助角色，而不會是決策角色。正因資訊的這種「
被動、既定」特性，當前人工智慧技術在優越的自主學習與資訊處理上再怎樣進步，距離從被動模式真正進入「自主
」模式，還有相當距離。面對戰情判斷輔助技術的智慧化，決策者應當秉持「價值優先」，善加利用智慧系統輔助篩
選的長處，全盤並巨細靡遺地掌握所有取得的情資，時時驗證，也謹慎判斷。相信，智慧化科技的軍事應用，我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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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審慎而樂觀。

https://www.ydn.com.tw/News/288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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