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中国智慧”规划未来路径

防范化解人工智能伦理风险，需要主动预防

及构建制度化措施。尤其是着眼未来，要立“东

方魂”，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促进人工

智能算法的不断完善。

早在多年前，我国即围绕人工智能发展认真

谋划，不断提升人工智能的安全性、可靠性、可

控性、公平性。2023年10月，中国发布的《全球

人工智能治理倡议》 提出“以人为本、智能向

善”的人工智能发展方向；2024年7月，第78届

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由中国主提的加强人工智能

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该决议进一步强调了我

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中提出的人工智能

发展应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造福人类的原

则，积极构建“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人工智

能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

基于治理优势，我国可以发挥有为政府的超

前引领作用。专家建议，可以建立人工智能伦理

风险敏捷治理机制。在制度设计、框架确立、过

程管理等方面，建立敏捷的反馈系统，尤其要加

强动态跟踪、科学研判、风险预警和伦理事件应

急处置。健全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等级评估体系，

细化分级分类评估标准，做到准确识别、精准评

估。鼓励多元参与和协同共治，更快速、高效地

协调各方资源，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符合伦理规范。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先行发展强国，“中国智

慧”可以拓展为全球价值共识。在维护人类福祉、

坚守公平正义方面，我国可主动作为，就全球普遍

关切的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治理问题给出建设性建

议，为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治理相关国际讨论和规则

制定提供参考蓝本。努力推动各国在人工智能伦理

治理中实现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尤其

为发展中国家争取代表性和发言权。

除此之外，在人工智能领域不断丰富中文语

料正逢其时。张宜春认为，如果把大模型的训

练过程看成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孩茁壮成长的

过程，那么抚育婴孩成长的乳汁就是高质量语

料数据。如今，高质量语料数据已经成为推进

大模型建设的核心生产要素。政府相关部门要

加快公立文化艺术相关机构的语料库建设和开

放工作，尽快将主流声音、主流意识注入互联

网中，使中文原则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网络

中占据一席之地。

（据新华社电《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毛振华）

为人工智能立“东方魂”

在北京石景山区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工作人员展示动作捕捉技术。（郑焕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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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风险难回避

伦理问题的本质，是技术发展与社会规则

之间的冲突。尽管通用人工智能的自主决策能

力远超传统工具，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可以随心

所欲，仍需在制度框架内合理运行。

早在1942年，美国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

莫夫就提出了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即机器

人不得伤害人类，也不得因不作为而使人类受

到伤害；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给予它的命令，

除非这些命令与第一法则相冲突；机器人必须

保护自己的存在，只要这种保护不与第一或第

二定律相冲突。

尽管阿西莫夫畅想的机器人充满智慧的时

代尚未到来，但人工智能时代面临相似境遇。

缺少类似“机器人三定律”的框架约束，人工

智能能否好用、可控，已经成为摆在眼前的现

实问题。

人工智能如同一个不知疲倦的信息猎手，

全方位收集个人信息：从日常出行的位置信

息，到网络冲浪的浏览记录；从手机通讯录里

的人脉关系，到每一笔支付背后的消费习惯。

这些海量数据经过复杂的算法整合与深度分

析，如同拼图一般勾勒出一个精准且详尽的

“数字画像”，可能将百姓不愿公开的隐私信息

暴露在外。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给社会提供便利的同

时，也存在泄密风险。三星公司在引入ChatG-

PT后，短时间内曝出多起机密资料外泄事件。

经调查，泄密事件是由三星员工直接将企业机

密信息以提问的方式输入ChatGPT中所引起

的，该做法导致三星公司半导体设备测量资

料、源代码、产品良率等机密内容进入学习数

据库导致泄密。

人工智能还颠覆了传统的“行为—责任”，

即“谁犯错谁担责”的责任伦理观念。比如在

智能辅助驾驶事故中，往往不易确切判断是哪

个具体技术环节出现故障或过错，确定承担责

任的主体存在困难。

人工智能编制的算法也存在不平衡，如在

外卖、网约车等平台上，新就业群体在算法的

指引下疲于奔波，是因为算法规划的路径没有

考虑到劳动群体的权益保障。面对消费者，算

法又容易形成“大数据杀熟”，忽视了消费的公

平性与平台的社会责任。

在人类情感方面，人工智能创造的“虚拟

伴侣”正重塑人际伦理关系，在部分年轻群体

中甚至有取代真人的趋势。浙江大学传媒与国

际文化学院副院长赵瑜佩认为，人工智能伴侣

其实就是聊天机器人在情感陪伴方向的具体应

用，本质上仍然是基于统计模型和模式匹配的

“模拟”，也就是依赖于如今的“情感计算”技

术所赋予的情感能力。

西方技术驱动模式存在局限

既然通用人工智能的自然发展存在伦理风

险，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发展逻辑才是可行的呢？

对此，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朱松纯表

示，西方主导的“大数据+大算力+大模型”模式

曾被认为是唯一的发展路径。不过，几十年的探

索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数据与统计方法驱动的

人工智能发展道路存在自身的局限性。

以当下爆火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例，在某款

爆火的工具诞生之初，记者试用发现体验感并不

好。例如，对“刘翔在哪一年夺得世乒赛冠军”

这样一个显然错误的提问，它给出了“刘翔在

2004年获得了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冠军”的回答。

重复一遍提问，又给出了2005年的答案。而对于

“泰山是济南的著名景点吗”，它第一次的回答是

“是的，泰山是济南市的著名景点。它位于山东省

泰安市，是中国五岳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

富的文化。”相隔一段时间再次提出相同问题后，

它才对答案进行纠正。时隔近一年再次提出类似

问题，该工具如今已经能够很好应对，不会再出

现类似低级错误。

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数字艺术部主任张宜春

认为，看到人工智能带给人类新纪元曙光的同

时，也必须看到当前的大模型在涉及文化判断和

价值取向的领域，输出结果仍不尽如人意，在一

定程度上存在着“胡说”“胡写”“乱画”现象，

干扰了人们对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认同与判断。

西方逻辑下的人工智能滥用还催生出一个新

问题，那就是人类数据库的“污染”。这是一个渐

进式的过程，隐蔽性强，不易被察觉。

技术越进步，其生成内容的真假就愈发难分

辨，对传统世界形成“吞噬”。很难想象，未来人

们检索的图片、数据、问答等有相当一部分是经

过人工智能修饰过的，甚至包括动物的外貌、植

物的外形、书画的内容。将这些“美化”过的内

容与真实世界对比的时候，未来人们又会以怎样

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世界，做出怎样的判断？

根据最新研究，将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反

馈给同类模型训练，可能导致模型质量下降甚至

崩溃。这种自我吞噬现象被科学家们称为模型自

噬。研究人员指出，大模型算法在图像、文本等

领域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持续使用合成数据来训

练模型会导致模型变得封闭，并最终失去多样性

和准确性。

筛选海量信息分析出
用户的健康隐私、招聘系统
由于数据偏差歧视特定群
体、智驾系统判断失误酿成
交通事故……近年来，通用
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在
给大众生活带来切实便利
的同时，也暴露出伦理风
险。尤其是在西方技术逻
辑下，通用人工智能的伦理
风险有被进一步放大的趋
势。当前亟待为通用人工
智能装上伦理“导航仪”，注
入“中国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