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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人的发展〔∗〕

———基于马克思人学理论的考察

吴海江ꎬ 武亚运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ꎬ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日趋多样化ꎬ人工智能与人类生活逐渐深度融

合ꎬ为人的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挑战ꎬ有些专家学者对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产生了过度的焦虑和恐慌ꎬ
甚至认为人工智能会导致人类的毁灭ꎮ 从马克思的视角出发ꎬ人工智能拓展了人的发展向度ꎬ为人类解放和走

向“自由人的联合体”提供了可能性ꎮ 只有做到历史主义方法与辩证分析方法相结合ꎬ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人工

智能ꎬ从而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并规避人工智能的风险ꎬ科学地引导人工智能实践应用为人类造福ꎮ
〔关键词〕人工智能ꎻ马克思人学ꎻ人的发展ꎻ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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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现今的世界ꎬ 人工智能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ｃｅꎬＡＩ)的发展推动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ꎬ使
人类社会实现跨越式进步的同时ꎬ对人的发展也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
快建设制造强国ꎬ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ꎬ推动互

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ꎬ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

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指出:“发展智能经

济ꎬ建设智能社会ꎬ维护国家安全ꎬ构筑知识群、
技术群、产业群互动融合和人才、制度、文化相互

支撑的生态系统ꎬ前瞻应对风险挑战ꎬ推动以人

类可持续发展为中心的智能化ꎬ全面提升社会生

产力、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ꎬ为加快建设创新

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支

撑ꎮ” 〔１〕人的发展是党和国家布局人工智能战略

的核心议题ꎮ
马克思在讨论人和科技的关系时把“现实的

人”作为逻辑起点ꎬ“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

活动的人” 〔２〕ꎬ即“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

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

人” 〔３〕ꎮ 马克思曾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

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ꎬ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

人的本质力量的书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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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学”ꎬ〔４〕马克思以“现实的人”为基础认识

到科学技术是与人相关的ꎬ并且充分肯定了科学

技术的发展对人的积极影响ꎬ人工智能展示了人

类本质力量ꎬ为人的解放提供了可能性ꎮ 在«单
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一书

中ꎬ马尔库塞以激进的态度对技术进步所造就的

异化的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ꎬ
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ꎬ人被奴役而成

为“单向度” (Ｏｎｅ －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的人ꎮ 未来

已来ꎬ人工智能浪潮涌起ꎬ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

必将随之发生革命性的变化ꎬ人工智能潜在的危

险也引发了人们高度警惕和质疑之声ꎬ甚至霍

金、马斯克等人表达了人工智能将导致人类文明

终结的隐忧ꎮ
那么ꎬ人工智能是人类的自我否定吗? 人工

智能对人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ꎬ我们又该如何

应对?

二、人工智能的远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回顾技术发展史ꎬ我们不难看出每一次重大

的技术革新都会促进人类的解放和人类社会的

进步ꎮ 马克思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宏大视野中认

识到科学技术对人类进步起着重大推动作用ꎬ科
学技术对人的发展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ꎮ 近年

来人工智能正在以摩尔定律的速度呈现指数级

的增长ꎬ一种新的科技文明形态正在形成ꎮ 人工

智能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愈加丰富ꎬ人的发

展面临新的机遇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ꎬ人工智能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倒逼产业

结构改革ꎬ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将奠定人赖以发展

的物质基础ꎮ 人工智能的纵深发展ꎬ将带来大规

模的失业ꎬ正如马克思所说ꎬ“在最先使用机器的

地方ꎬ机器就把大批手工工人抛到街头上去ꎬ而
在机器日益完善、改进或为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

所替换的地方ꎬ机器又把一批又一批的工人排挤

出去” 〔５〕ꎬ以致一些人产生了“机器排挤工人”的
疑思ꎮ 但是ꎬ从长远来看ꎬ人工智能作为经济发

展的新引擎将变革生产方式ꎬ降低生产成本ꎬ提

高劳动生产率ꎬ制造新的经济增长点ꎬ促使单纯

依靠加大资金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传统企业改

造升级ꎬ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ꎬ进一步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ꎬ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升ꎮ 人

工智能技术与生产力和社会的变革具有内在关

联ꎬ“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ꎬ蒸汽磨产生

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６〕ꎬ生产力的普遍发展

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ꎬ人工智能对

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ꎬ必须充分认识到人工智

能所带来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对人的发展产生

的决定性影响ꎮ 例如劳动工具的复杂化促使人

的思维能力的提高ꎬ劳动者的智力也获得了发

展ꎬ马克思曾指出:“生产者也改变着ꎬ炼出新的

品质ꎬ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ꎬ造成新的

力量和新的观念ꎬ造成新的交往方式ꎬ新的需要

和新的语言ꎮ” 〔７〕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人的个性、
能力、潜能等的全面伸张ꎬ是人的发展的现实物

质基础ꎮ
第二ꎬ人工智能将使人的劳动回归自由自觉

的活动ꎮ 劳动是人类的存在方式ꎬ也是人的本质

规定性的体现ꎻ然而ꎬ现实中人被繁重乏味的劳

动所束缚ꎮ “一旦人不再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

象ꎬ而只是作为动力作用于工具机ꎬ人的肌肉充

当动力的现象就成为偶然的了ꎬ人就可以被风、
水、蒸汽等等代替了ꎮ” 〔８〕人工智能在进行自动化

和智能化的生产过程中可以代替人类单调的重

复性劳动ꎬ简化工作流程ꎬ大大缩短社会成员的

劳动时间ꎮ 并且ꎬ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可以帮助劳

动工人减少因重复操作产生疲劳而产生的工作

误差ꎮ 恩格斯曾经指出:“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

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

的能力的机会ꎬ这样ꎬ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

的手段ꎬ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ꎬ因此ꎬ生产劳动就

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ꎮ” 〔９〕除此之外ꎬ人工智

能可以通过创造虚拟劳动力帮助人类脱离危险

系数较高的工作环境ꎬ降低安全事故的可能性ꎮ
例如ꎬ消防员、抢险员等常处于高温高压、易燃易

爆、有毒有害的工作环境中ꎬ智能机器人可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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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急救员脱离危险场所ꎬ从现场采集精准的数据

进行分析ꎬ并提出解决方案和处置措施ꎬ抢险工作

的信息化、自动化和智能化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

少工作人员的工伤率ꎬ体现了人工智能对生命安

全的观照ꎮ 因此ꎬ人工智能解放了人类的劳动ꎮ
第三ꎬ人工智能将丰富人类的生活体验ꎬ不

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ꎮ 在马克

思看来ꎬ美好生活和人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ꎮ
“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 〔１０〕ꎬ
个性在消费上是全面的表现为人的需要的充分

满足ꎮ 历经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发展ꎬ人民对物质

和精神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ꎬ对满足需要的内容

和形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ꎮ 随着人工智能热

潮的涌进ꎬ人工智能服务和产品逐渐地走进千家

万户全面接入日常生活场景ꎬ赋能生活的各个领

域ꎮ 在 ２０１８ 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ꎬ代表人工

智能最前沿技术的中外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带来

了丰富的 ＡＩ ＋ 主题沉浸式体验ꎮ ＡＩ ＋ 交通、
ＡＩ ＋教育、ＡＩ ＋医疗、ＡＩ ＋金融、ＡＩ ＋ 零售等将对

人类的生活带来深刻的革新ꎬ从而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ꎮ 例如ꎬ用户只需要对着语

音遥控器发出简单的语言指令ꎬ语音遥控器就能

立即实现控制开关、切换频道、自动搜索等功能ꎮ
不仅解放了双手ꎬ也快捷方便、准确度高ꎬ大大提

升了用户的幸福体验ꎮ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

足ꎬ离不开高新技术的发展ꎬ新一代人工智能技

术的探索应用ꎬ必将助推建设智慧社会ꎬ使人民

的多层次、多样化的需要得以进一步的满足ꎮ
第四ꎬ人工智能创造的自由时间是走向人类

解放的前提条件之一ꎮ 人工智能日益普遍代替

人类的大量机械劳作ꎬ劳动过程变得智能化和自

动化ꎬ不仅把人从消耗过多的重复性劳动中解放

出来ꎬ而且大大节约了劳动时间ꎬ使社会成员可

支配的自由时间越来越多ꎬ自由时间使人的存在

发生质的变化ꎮ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ꎬ人的自由

个性发展有了现实可能性ꎬ人类活动能够多维度

的展开ꎬ因此更加有利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

发展ꎮ 自由时间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标

尺ꎬ“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ꎬ它不仅是人的

生命的尺度ꎬ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１１〕ꎬ自由

时间是人能够自由发展的空间ꎬ使人拥有闲暇

“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

和社会潜力” 〔１２〕ꎬ“整个人类的发展ꎬ就其超出人

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ꎬ无非是对这

种自由时间的运用ꎬ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

是把这种自由时间作为必要的基础ꎮ” 〔１３〕 “节约

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ꎬ即增加个人得到充

分发展的时间” 〔１４〕ꎬ充足的自由时间是实现人自

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ꎬ只有拥有了自由

时间ꎬ人才能进行“自由自觉的活动”ꎬ拓展社会

交往ꎬ丰富自由个性ꎬ从事科学、艺术等较高级的

活动ꎬ最终走向人类解放ꎬ人工智能绘制了未来

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的远景意象ꎮ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了与人们生产和生活息

息相关的各种产品和服务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

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ꎬ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

的展示” 〔１５〕ꎮ 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产业

革命为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ꎬ“通过工

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ꎬ改造人的生活ꎬ
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 〔１６〕ꎬ让我们对人的未来发

展增加了更多的美好想象ꎮ 人工智能对人类进

步和社会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ꎬ为人走向自

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ꎮ

三、人工智能的陷阱:技术社会对人的发展的抑制

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重塑着人类的未来ꎬ为
人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机遇ꎬ然而ꎬ人工智能的

风险也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ꎬ必须认真审视人

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各种冲击ꎮ 甚至有学者惊呼ꎬ
人工智能超越生物人智能的“奇点”(Ｓｉｎ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即将来临ꎬ东京大学人工智能专家松尾丰(Ｙｕｔａ￣
ｋａ Ｍａｔｓｕｏ)在其著作«人工智能狂潮:机器人会

超越人类吗?»中对人工智能的飞速进化表达了

深切的忧虑ꎮ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的发展产生

的牴牾ꎬ马克思早有洞见ꎬ他曾在«人民报»创刊

纪念会上的演说中描绘了一幅这样的人类景象: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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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时代ꎬ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

己的反面ꎮ 我们看到ꎬ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

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ꎬ然而却引起了饥饿

和过度的疲劳ꎮ 财富的新源泉ꎬ由于某种奇怪

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ꎮ 技术的

胜利ꎬ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ꎮ 随着

人类愈益控制自然ꎬ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

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ꎮ 甚至科学的纯

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

耀ꎮ 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ꎬ似乎结果是使物质

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ꎬ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

的物质力量ꎮ 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

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ꎬ我们时代的生产

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ꎬ是显而易见的、
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ꎮ” 〔１７〕 人工智能时

代对于人的发展来说ꎬ带来了多方面的问题与挑

战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ꎬ算法歧视将加剧人与人之间的不平

等ꎮ 算法歧视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ꎮ 算法、计
算力和数据是人工智能的三大基本要素ꎬ算法是

人工智能技术攻关的核心部分ꎮ 算法虽然是由

海量数据作为支持的数学表达ꎬ但是结果并不一

定客观ꎬ背后的歧视和偏见也更加隐蔽ꎬ这一现

象亟需得到公众的关注和重视ꎮ 微软基于算法

等的应用研发出了智能机器人 Ｔａｙꎬ她原被设定

为一个 １９ 岁妙龄的幽默少女ꎬ然而在上线不到

一天就被迫下架ꎬ缘由是她参与的话题涉及性别

歧视、种族主义ꎬ充满着反人类的仇恨ꎮ 她的语

料库来自于网友的对话内容ꎬＴａｙ 的言论正是习

得于和网友的互动ꎬ在学习人类语言时强化了偏

见和歧视ꎮ 类似的情境还有很多ꎬ例如利用 ＡＩ
招聘时ꎬ男性应聘者比女性应聘者更容易接收到

高薪广告的推送ꎮ 算法本身并不带有主观歧视ꎬ
人工智能数据库的单词嵌入取决于开发者的主

观价值选择ꎬ算法内嵌着人类的价值观念ꎬ实际

上被人们的偏见所掌控ꎮ 因此ꎬ算法会歧视特定

的社会群体ꎬ使处于劣势处境的社会成员遭遇更

多的不公平ꎬ固化刻板印象ꎬ甚至进一步放大偏

见ꎮ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不是物ꎬ而是一定的、
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ꎬ后
者体现在一个物上ꎬ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

性质ꎮ” 〔１８〕我们还需要关注数据理性也在加剧不

平等ꎬ缺少人文关怀的自动化数据处理会带来对

特殊群体的忽视ꎬ预先设定的算法在进行决策时

很容易带来进一步的社会不平等ꎮ
第二ꎬ人工智能将导致社会疏离的现象ꎬ对

伦理道德规范带来冲击ꎮ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新

的生产力带来了人机社会的关系变化ꎮ “随着新

生产力的获得ꎬ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ꎬ随着

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ꎬ人们也就会改变

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ꎮ” 〔１９〕人工智能使得社会关

系智能化和虚拟化ꎬ“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

有的抽象物ꎬ在其现实性上ꎬ它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ꎮ” 〔２０〕社会性是人的本质ꎬ根植于现实性

的世界ꎮ 随着依托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移动手机、
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的日益普及ꎬ通讯、娱乐等

功能在带来便捷和愉悦的同时ꎬ过度沉溺于虚拟

的空间容易造成自我封闭ꎬ孤独感上升ꎬ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变得淡漠ꎬ隔离了人的社会性ꎬ甚至

会增加与伴侣的冲突等问题ꎮ 还有人热衷于网

络交友的“伪参与”ꎬ却在现实生活中与社会产

生疏离ꎬ社会交往能力与群体意识逐渐下降ꎮ 除

此之外ꎬ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ꎬ养老机器人

逐渐渗透到医院、养老院、家庭等生活场景ꎮ 养

老机器人具有情感交流、家政服务、定位追踪、睡
眠辅助等功能ꎮ 人工智能在社会老龄化加剧的

背景下被赋予了更多的期待ꎬ“智慧养老”对护

工人员不足的境况提出了正向的解决方案ꎬ大大

节省了人力ꎬ同时也提升了老人的安全感和幸福

指数ꎮ 但是人工智能养老产品可能冲淡家庭成

员之间的亲密关系ꎬ甚至亲情会被剥夺ꎮ 我们设

想ꎬ当机器人深度参与家庭生活后ꎬ尤其是当机

器人能够产生自主意识和感情时ꎬ人与机器人或

许会产生夫妻、母女、父子等的感情ꎬ这不仅会对

人类的社会交往模式带来负面影响ꎬ还将对既有

的人伦秩序带来不小的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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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数字鸿沟”将造成社会成员贫富不

均ꎮ 人们在智能化时代利用媒介信息机会和能

力的差异会导致“数字鸿沟”ꎬ“数字鸿沟”分为

接入沟和使用沟ꎬ接入沟是指用户无法接入网络

服务ꎬ而使用沟是指缺少利用智能化信息的知识

和技能ꎮ 在一些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ꎬ较低的互

联网接入率产生了大量的“信息穷人”ꎬ信息的

封闭致使他们难以做出正确的经济决策ꎮ 消弭

“数字鸿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数据开放ꎬ然而

大数据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的重要支撑ꎬ蕴含着潜

在的巨大商业价值和经济红利ꎬ基于排斥竞争对

手和保护用户隐私等的考虑ꎬ国家、地区、企业之

间筑起了难以打破的数据藩篱ꎮ 人工智能的发

展不仅依托于云计算和大数据的基础技术平台ꎬ
还建立于机器学习、模式识别和人机交互的通用

技术平台ꎬ并且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将不断加快

技术演进ꎬ然而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平台布局更加

完善ꎬ创新能力更强ꎬ高新技术的垄断必然会加

剧信息富裕者与信息贫困者之间的撕裂ꎮ 不可

否认ꎬ在人工智能带来的数字化时代ꎬ因数据和

技术垄断导致的“数字鸿沟”扩大了城乡收入差

距ꎬ造成落后地区的贫困深度加深ꎬ从而带来更

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化ꎮ 数据资源的公

共性问题或者说数据的“民主化”问题在一定程

度上成为智能时代实现社会公正的关键ꎮ
第四ꎬ人工智能将引发信息自主权的丧失和

人的主体性的消解ꎮ 人工智能科学技术的发展

也带来了人的异化ꎬ人工智能劳动产品成为异己

的力量反过来反对人类自身ꎮ “异化劳动使人自

己的身体ꎬ同样使他之外的自然界ꎬ使他的精神

本质ꎬ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ꎮ” 〔２１〕 一方面ꎬ媒
体为了取悦用户提升流量ꎬ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洞

察和分析用户的偏好和需求并进行定制推送ꎬ用
户的兴趣和注意力被锁定在既定的范围内ꎬ受众

的信息域被窄化ꎬ个性化的算法推荐破坏了信息

呈现的全面性和多样性ꎬ部分信息被智能遮蔽和

过滤ꎬ人的思维被算法规制ꎬ单一化的信息来源

使受众失去了全面获取信息的权利ꎬ不可避免地

影响个体的信息选择ꎻ数据操纵着受众的价值取

向ꎬ产生“信息茧房”(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ｃｏｏｎｓ)效应ꎬ
算法主导的智能推荐提升了信息传播的精准度

但无形中使人丧失获取信息的自主权ꎮ 另一方

面ꎬ人们过度依赖搜索引擎获取信息容易产生思

维惰性ꎬ人工智能致使人的主体性被消解ꎮ 虽然

互联网搜索引擎提升了人们检索信息的效率ꎬ但
是人们不知不觉地失去了主动思维能力ꎮ 思维

是人的特性ꎬ但是互联网搜索引擎获取信息的方

便快捷可以使用户直接获取问题的解决方案ꎬ用
户对于搜索结果浅尝辄止ꎬ甚至不在意信息内容

的真实性、可靠性ꎬ从而失去探索问题的主动性

以及在问题解决过程中进行思维训练的主动性ꎮ
无疑人工智能将带来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

变革ꎬ但也可能带来很大的风险ꎮ 除了上述问题

之外ꎬ人工智能生产内容版权的法律问题、国家

信息安全问题、个人隐私权问题、人工智能带来

的失业问题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等也不容忽视ꎮ
“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ꎬ而在

于认识这些规律ꎬ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

为一定的目的服务ꎮ 这无论是对外部自然的规

律ꎬ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

律来说ꎬ都是一样的ꎮ” 〔２２〕 对于人工智能对人的

发展所带来的挑战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ꎬ不
必产生不必要的恐慌ꎬ更不能因噎废食ꎬ更重要

的是要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的本质问题ꎬ从而对

其进行科学的引导ꎮ

四、历史与辩证逻辑的回应

在信息化社会ꎬ人工智能在人类文明发展历

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ꎬ对人的发展的影响

复杂而深远ꎬ回答人工智能对人的发展来说究竟

是“喜”还是“忧”ꎬ首先要对人工智能做出正确

的价值判断ꎬ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做好规避人工智

能可能对人的发展产生风险的措施ꎬ这是我们在

现时代亟需解决的议题ꎮ
(一)价值判断:人工智能与人的发展

对人工智能的价值判断决定了人的思想和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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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ꎬ从马克思的视角出发ꎬ只有做到历史主义

方法与辩证分析方法相结合才能得出正确的价

值判断ꎮ
一方面ꎬ人工智能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于

人类文明的进程ꎬ我们不能割裂开来看ꎮ “人的

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ꎬ是最初的

社会形式ꎬ在这种形式下ꎬ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

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ꎮ 以物的

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ꎬ是第二大形式ꎬ在
这种形式下ꎬ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

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ꎮ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

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

自由个性ꎬ是第三个阶段ꎮ” 〔２３〕 人工智能推动了

新一轮的科技革命ꎬ必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极大

提升ꎬ生产方式也必将产生深刻的变革ꎬ人被

“物”的支配和奴役减轻ꎬ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提供了可能性ꎮ 历史地考察人的发展ꎬ人的思想

解放和科学精神是推动科技发展的重要推动力ꎮ
因此ꎬ人工智能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是辩证的统

一ꎮ
另一方面ꎬ辩证地看待人工智能对人的发展

的影响ꎮ 对于人工智能的出现如果我们只是站

在批判的立场则显得思辨贫乏ꎬ人工智能同样昭

示了人类走向自由解放的美好未来ꎮ 除此之外ꎬ
我们需要认真审视人工智能ꎮ 其一ꎬ人工智能本

质上是一种劳动工具ꎬ属于生产力要素之一ꎮ 人

工智能在产生之初是为了模拟和执行人的智力

活动以减轻或代替人的智力活动ꎬ从而可以提高

劳动生产率ꎮ 劳动是人的本质ꎬ智能化劳动工具

的运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

全部能力即体力和智能的机会ꎬ这样ꎬ生产劳动

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ꎬ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ꎬ
因此ꎬ 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 一 种 快

乐ꎮ” 〔２４〕其二ꎬ人工智能是人类机体能力的延伸ꎮ
例如ꎬ计算机视觉和语音识别模拟的分别是人的

眼睛和耳朵ꎬ自然语言处理模拟的是人的嘴巴ꎬ
人工智能进一步延伸和扩展了自然人的感知能

力、记忆能力、推理能力、运算能力等ꎬ拓展了人

类的生存和生活空间ꎮ 人工智能使人类的各项

能力大幅跃迁ꎬ各项潜力得以充分发挥ꎮ 其三ꎬ
人工智能是人的知识的对象化ꎮ 人工智能“是人

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ꎻ是对象化的知识力

量ꎮ” 〔２５〕“一般社会知识ꎬ已经在多么大程度上变

成了直接的生产力” 〔２６〕ꎬ这意味着ꎬ人工智能作

为“知识形态的生产力”使知识进入生产过程从

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ꎮ
(二)规避人工智能风险的建议

对于人工智能对人的发展的影响ꎬ我们不应

简单停留在价值判断的层面ꎬ更重要的是付诸实

际行动规避人工智能的现实风险和潜在风险ꎮ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

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ꎬ而问题在于改

变世界ꎮ” 〔２７〕建立和谐的人机关系ꎬ需要做到以

下两点:
一方面ꎬ追寻人工智能的价值理性ꎮ “科学

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ꎮ 怎样用它ꎬ究竟是给人带

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ꎬ全取决于人自己ꎬ而不取

决于工具ꎮ” 〔２８〕人工智能对人的发展是“喜”还是

“忧”ꎬ取决于人类即行为主体秉持什么样的价

值理念ꎬ资本的介入推动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深

化ꎬ然而ꎬ人类不当的价值诉求把人工智能的工

具理性过度放大ꎬ一部分群体的利益空间被挤

压ꎬ若仅仅是奉行逐利原则ꎬ过度追求效率的最

大化和利益第一ꎬ人工智能将成为威胁人的异己

力量ꎬ把人的发展置于危险的境地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ꎬ在美国加州的阿西洛马 ( Ａｓｉｌｏｍａｒ ) 市的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ＡＩ”会议上由数百名人工智能领域的

专家联合编制了«阿西洛马人工智能原则»ꎬ在
其“伦理与价值”部分强调:“需要确保高度自动

化的人工智能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秉承的目标和

采取的行动ꎬ都符合人类的价值观”ꎮ〔２９〕 技术不

是中性的ꎬ算法不是客观的ꎬ研发者的偏见、歧视

可能会被以编码的形式隐藏在人工智能的设计

之中ꎬ如何平衡协同人工智能的价值理性和工具

理性ꎬ赋予人工智能人本精神ꎬ这是在智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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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 ３学科前沿



必须积极应对的问题ꎮ 只有在人工智能的设计

中彰显价值理性ꎬ避免人工智能的发展走向扭

曲ꎬ才能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ꎬ最终走向人类的

解放ꎮ
另一方面ꎬ坚持人工智能的人本导向ꎮ 人工

智能在产生之初就和人的发展密不可分ꎬ满足人

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发展人工智能的出发点ꎬ坚
持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发展理念ꎬ发展智能产

业ꎬ建设智慧社会ꎬ持续推动民生福祉的改善ꎮ
马克思通过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和重建ꎬ最终指向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欧洲政治战略中心 (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ｅｎｔｒｅꎬＥＰＳＣ)发布了«人工智能时代:实
施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战略»的报告ꎮ 人工智

能的发展应在世界历史视野下观照全人类的整

体命运ꎬ人工智能在全球治理中大有可为ꎮ 例

如ꎬ通过建立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研究中心ꎬ进
一步实现人工智能的技术交流、数据分享和应用

创新等ꎬ构建网络空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ꎬ使人

工智能的高新技术普惠世界ꎮ 人类解放是马克

思终生的价值理想ꎬ坚持人工智能的人本导向ꎬ
可以保障人工智能对人的发展以及全人类的解

放发挥积极的作用ꎮ
科学技术的作用具有两重性ꎬ这也就决定了

人工智能对人的发展既有机遇也有挑战ꎮ 人工

智能使人的发展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ꎬ受社会现

实条件和人类认知水平所限ꎬ人工智能的潜在风

险可能难以评估ꎬ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

说:“从历史的观点来看ꎬ这件事也许有某种意

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ꎬ而
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ꎬ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

度”ꎮ〔３０〕人工智能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必须引起我

们足够的重视ꎬ在人工智能热潮下我们要保持理

性的态度ꎬ人工智能的发展无疑将极大推动人类

文明的进步ꎬ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做好人工智能威

胁人的发展的风险防范ꎬ让智能时代的人类未来

更加美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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