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陈静,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

　　　　

«学术界»(月刊)

总第２３２期,２０１７．９

ACADEMICS

No．９Sep．２０１７

科技与伦理走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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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历史上,每一次技术大变革并未使人类走向灭亡,反而是文化的消解、人

文精神的匮乏,更容易导致朝代更迭、文明消失.对人工智能过度悲观和盲目乐观均不

是科学的态度,毕竟,人类制造工具,而工具让我们走得更远.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人

文挑战,为人工智能体设置人类价值观十分必要.要强调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的道德

义务,从源头上堵住不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人工智能体出现.同时,以“机器人三大定

律”为法则,在“不伤害”原则的前提下,培养人工智能体与人类的良好交互能力.此外,

政府管控不能缺位,要保证研究结果获得分享,防止某个团体单独受益.人类仍要保持

对大自然的敬畏之情,对理性抱有谨慎的信心.在以上几点的基础上,将以人为本、公

正、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嵌入人工智能体,而这正是人工智能人文化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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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以来,人们围绕可能带来巨大利益,同时又具有不可预料风险的尖

端技术,展开一轮又一轮的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不是技术,而更多地聚焦

在伦理、政治以及决策层面.在这个过程中,应用伦理学的多个分支———科技伦

理学、生态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学科迅猛发展,它们的使命就是规

避科技进步所引发的伦理与道德风险,防止科技异化为奴役人的工具,使其必须

为人类造福.
科幻小说家亚瑟C克拉克(ArthurC．Clarke)写过一句著名的话:“真正

先进的技术在人民看来就像魔术一样.”〔１〕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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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以下简称“人工智能”)具有这样的效果.从１９５６年概念的提出,到２０１６年

“阿尔法狗”(AlphaGo)打败围棋高手李世石,６０年光阴,人工智能以意想不到

的方式深度参与人类生活,在交通、医疗、教育、家庭服务、公共安全、娱乐等领

域,努力为改善人类健康、保障安全以及提升生产力等方面,发挥积极正向的作

用.可以设想,未来几十年,其所带来的科技产品将推动社会各个领域的变革.
魔术是假的,但是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变革是真真切切的.变革总是充满

着争议,何况是有可能“颠覆”人类自身的人工智能? 就目前来看,尽管人工智能

技术发展距离人类智能还很遥远,但它所影响的多个领域已面临着各种不同难

题,比如:很难克服对人类被边缘化的恐惧(深度学习致使人类被某些就业领域

淘汰)、难以创造安全的感知和作业硬件(无人驾驶和客服机器人)、得不到公众

信任(低资源社区和公共安全)以及还存在减少人际交往的风险(娱乐领域).
到底什么是人工智能? 它将给人类带来怎样的世界? 如何对其进行伦理规

制? 本文试图从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文化,即强调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的道德义

务,呼吁他们创造出有道德的人工智能体,并立足于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类社

会公正、和谐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索科技与伦理的深度融合.

一、人工智能的悖论

２０１６年,全球最大的公共关系咨询公司万博宣伟(WeberShandwick)发布

了一份与领英(KRCResearch)联合调研的报告«AI－readyorNot:Artificial
IntelligenceHereWecome!»〔２〕.该报告调查了５个全球市场(中国、美国、加拿

大、英国和巴西)２１００名消费者对于人工智能的看法和前景预测.报告显示,消
费者对人工智能的理解比较粗浅,一提到人工智能,多数人的直接反应是机器

人.导致公众这样的认识并不令人意外,因为科学界在如何界定人工智能的问

题上至今尚未达成共识:谁也无法预料这一技术的终点是什么,何况目前人工智

能技术各个领域的发展并不均衡.举一个例子:电子计算器比人脑计算快得多,
而且几乎从不出错.然而,与智能手机相比,它所实现的功能只有后者的百万分

之一.计算机的功能远远超过智能手机,而且它既不会偷懒,也没有情绪,在某

些方面甚至比人更聪明,未来有可能会越来越聪明.计算器是昨天人们认为的

人工智能,而当计算机生产出来后,计算机代替计算器成为人们眼中新的人工智

能.
由此可见,随着技术的更新与发展,人工智能很容易推翻自定义的界限.因

为“人工智能领域是一个不断努力推动机器智能向前发展的过程.具有讽刺意

味的是,人工智能正在遭受失去话语权的长期灾难,最终不可避免地会被拉到边

界内,即一个被称为‘人工智能效应’(AIeffect)或‘奇怪悖论’(oddparadox)的
重复模式———人工智能将一种新技术带到了普通大众中去,人们习惯了这种技

术,它便不再被认为是人工智能,然后更新的技术出现了.同样的模式将在未来

继续下去.人工智能并没有‘交付’一个惊雷般改变生活的产品.相反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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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以一个连续的、进步的方式正在继续更好的发展”〔３〕.
(一)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

要明晰人工智能的涵义,首先要搞清楚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的区别.
智能(Intelligence)是一种复杂现象,«辞源»第三版注释为“智谋和才能”,一

般是指人在实践中对客观事物进行观察、记忆、分析、判断,以及有目的地行动和

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智能的生理本质是以人脑

和神经系统的生理活动为基础的心理活动,而它的社会本质是人在社会生活中

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智能是人类最核心的特征,如果脱离了对心智甚至大脑的

认识,就无法理解人.换句话说,智能特指人类智能,其主要特点是有着血肉之

躯.
人工智能是一门综合计算机科学技术、神经生理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的

交叉学科.它主要利用计算机模拟人类的智力活动,是没有肉身的智能体.其

产生可以省去有机物所需的很多活动,比如新陈代谢和繁殖.广义上讲,人工智

能技术是关于人造物的智能行为,这种智能行为一般包括知觉、学习、推理、交
流,以及在复杂环境中的行为.从工程角度来说,人工智能就是通过人工方法使

机器具有与人类智慧有关的功能,如判断、推理、证明、感知、理解、思考、识别、规
划、设计、学习和问题求解等思维活动.它是人类智慧在机器上的实现.〔４〕

综上,人工智能是对人的意识和思维信息过程的模拟,是人制造出来解决问

题、增强人类能力的机器.它不是人类智能,但它能像人那样“思考”,在单个领

域有可能超过人类智能.社会心理学巨擘马斯洛曾经说过,科学是人类的创造,
而不是自主的、非人类的东西;科学产生于人类的动机,它的目标也就是人类的

目标.〔５〕人工智能是人生产出来的机器,它为人类服务,从属于人,这是理解人工

智能的基本立场;由此而引出的服从原则可谓人工智能伦理的首要原则.
(二)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

伦理对科技的规制,使得伦理学家们仍然要先行思考科技可能为人类社会

带来的巨大风险.针对人工智能,来自伦理的担忧主要还是随着技术发展,当强

人工智能甚至超人工智能出现时,会否给人类带来灾难?
所谓强人工智能(ArtificialGeneralIntelligence),是指机器不仅是一种工

具,而且它本身拥有思维,是各方面能力均可与人类比肩的人工智能.有学者认

为,强人工智能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类人的人工智能,认为机器的思考和推

理与人的思维一样;另一种是非类人的人工智能,主张机器产生和人不一样的知

觉和意识,使用与人完全不同的推理方式.弱人工智能(ArtificialNarrowInＧ
telligence)是擅长某一方面的人工智能,比如“阿尔法狗”,但它只会下象棋,不
会进行其他复杂的智力活动,目前我们看到的人工智能多属弱人工智能.当强

人工智能发展到一定阶段,几乎所有领域的认知表现均远超人类时,就成为超人

工智能(ArtificialSuperintelligence),它能够进行科学创造、具有通识,甚至掌握

社交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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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工智能的出现,才是人类担忧人工智能威胁自身的根本.成功预言“机
器１９９８年战胜人类棋手”的美国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认为,在不久的将来,计
算机会拥有人类大脑新皮质功能并超越人类,人类将与机器结合成为全新物种,
一如美国科幻作家弗诺文奇在«深渊中的火»(AFireUpontheDeep,１９９２)
中描述的超级智能.库兹韦尔在«人工智能的未来»一书中,甚至预言２０４５年是

人类蜕变的奇点.不过,也有科学家表示了不同认识,“机器全面超过人类,保守

时间为２０５０年”.
预言并非危言耸听,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要比人们想象的要远得多,毕竟科

学家们最大的企图是让人工智能理解人类的情感和文化,而这个“冰山”依然沉

潜在实验室里.就目前来说,人工智能技术还停留在弱人工智能阶段,多数科学

家认为,创造强人工智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们期待有朝一日,人工智能像

«人工智能»中被输入情感程序的机器男孩大卫一样,能够理解人类的情感和文

化,这样的强人工智能才是他们意欲摘得的该研究领域桂冠.

二、解放人还是人类的“增强版”

在人类为什么需要人工智能这个问题上,有手段论和目的论两种观点.手

段论主张,作为一种技术,它的诞生以服务人类为宗旨,更好地促进人类社会发

展.目的论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是为了弥补人类的“先天不足”,再造一个人类的

增强版.目的论和手段论的核心是孰为主体,孰为客体的问题.手段论以人类

为主体,人工智能为客体;目的论则认为人工智能本身就是主体.
事实上,人类由于自身在宇宙中的局限性,对机器人的幻想由来已久.据史

料记载,西周时期能工巧匠偃师制造出歌舞艺人,进献给周穆王,其误以为真人,
后因机器人不懂君臣礼节,使得周穆王大怒;公元前２世纪,古希腊人发明了会

动的青铜雕像太罗斯,它以水、空气和蒸汽压力为动力,能够自己开门,还可以借

助蒸汽唱歌;１７３８年,法国技师杰克戴瓦克逊发明了一只机器鸭,它会嘎嘎

叫,会游泳和喝水,还会进食和排泄;１９２７年,美国西屋公司工程师温兹利制造

了电动机器人“电报箱”,它装有无线电发报机,可以回答一些简单问题.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如果机器能干很多活,岂不让人类解放出来.追溯人

工智能产生的历史,它的出现就是为了解放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１８世

纪英国发起工业革命,开启了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
国工业迅猛发展,人们迫切需要创造出一种机器,代替人进行体力劳动,这个想

法成为机器人产生的客观需求.１９３６年,被称为计算机科学之父的英国数学家

阿兰麦席森图灵设计了图灵机.图灵从理论上证明了任何数学运算过程均

可用图灵机进行模拟.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电子计算机出现,为人工智能的实现奠

定了技术基础.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在经历了孕育时期(１９５６年前)、形成

时期(１９５６—１９７０年)、暗淡时期(１９６６—１９７４年)、知识应用时期(１９７０—１９８８
年)和集成发展时期(１９８６年至今)〔６〕后,人工智能近两年又成为炙手可热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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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学术界、产业界和媒体均对该领域表达了高度关注.因为,正如库兹韦尔所

说,依据加速回报定律,“人类２１世纪的进步将是２０世纪１０００倍”.而作为２１
世纪世界三大尖端技术之一(基因工程、纳米科学、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带来的

变革一触即发,行业会被颠覆,旧的系统有可能面临崩溃.
(一)生活中的人工智能

不管对人工智能持何种态度,它都已经潜移默化地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去,并日益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AlreadyorNot:ArtifiＧ
cialIntelligenceHereWecome!»报告显示,全球消费者认为人工智能在完成危

险任务、更易获取相关内容、解决复杂问题、节约资源、提升人类健康等方面给人

类社会带来惊喜.未来,人工智能在很多领域大有可为.

１．医疗机器人:医生的超级助手

依据人类的构想,基于生物传感技术(可穿戴设备)和人工智能的新医疗选

择,将会使我们每个人成为自己的“健康CEO”.大规模的基因测序和机器学习

会使人类探明癌症、心脏等疾病的病因,而机器人外科医生则能完美地执行每次

外科手术.
变革悄然而生.２０１５年,由IBM 公司研究的人工智能计算机系统沃森

(Watson)受到全世界关注.这是纽约州威斯特彻斯特县北部IBM 研究中心一

个研究小组耗时近十年的研究成果.工程师们原意是生产出一个在电视智力竞

赛中击败人类高手的机器人,之后,它被广泛运用到医学等领域.现在的沃森可

以学习大量文献,通过“假设自动生成”完成诊断.美国最大的医疗保险公司

Wellpoint预测,沃森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缩短诊断癌症的时间.除了沃森,
一个名为“达芬奇系统”的机器人去年以来也迅速走红,它被誉为当今世界最先

进的微创外科技术平台,代表了世界外科手术机器人的最高水平.
同样被用于医疗领域的机器人,还有 来 自 日 本 的 “大 白”机 器 人 护 士

Robear.而早在２０１３年,由InTouch和Bedford公司联合开发的机器人被美国

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认可,标志着机器人拥有给人看病的能力.除此之外,
荷兰埃因霍温大学的 RoboEarth项目同样引起世人关注.该项目的４个机器

人通过与云端服务器的交互,进行信息共享和互相学习.也就是说,一个机器人

学会的知识和技能可以“教”会其他机器人.这项技术一旦成熟,将会迅速复制

一系列智能高效的护理机器人,帮助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难题.

２．智能交通:人机交互是关键

人工智能研究者痴迷的领域还包括智能汽车,目前,相关研究正在大步向

前.当这套智能汽车技术成熟,被广泛用于城市时,不仅可以改变城市的整体面

貌,解决交通堵塞和停车难问题,还会大幅度提高人类的工作效率.
商业巨头们看好这一行业的美好前景,纷纷将大量资本注入智能汽车的开

发中来.虽然过去几年这一技术高歌猛进,但由此而认为无人驾驶投放市场的

时机已经到来,还为时过早,安全问题仍然是其中的关键.２０１６年５月,特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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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动驾驶汽车未能在明亮的天空下,识别出一辆白色的拖拉机,导致驾驶员死

亡.由于事故的发生,这一技术再次受人质疑.业界认为,如何实现人与汽车的

良好交互,仍是其中最大的障碍.

３．智能家居:珍视意识共享和物理共享

家,以物理空间的形式再现居住者对文化的理解.它不仅是住宅产业化的

商品,还是多个产业的交叉点,更是人类文化生活的基础.伴随时代发展和科技

进步,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老龄化、少子化现象以及远程

工作者和“全球游牧族”的逐渐增多,迫使各国在崭新的时代背景下思考新的商

业模式.“这里面蕴藏着把‘家’囊括其中的可称为‘生活产业’的巨大产业前景.
无论是房地产、家电、住房设备、建材,还是建筑领域之外的诸如车辆、食物、能
源、物流、医疗以及福利等,都将与生活融为一体,并作为全新的产业形式滋生出

各种新的消费需求.”〔７〕

智能家居并不简单指通过智能设备控制照明和温度等,而是强调所有物品

和服务能够以惊人的速度轻易到手.比如,近几年广受人们关注的一种新型居

住模式———共享社区.一定数量的陌生人共有同一空间并生活在一起,在形式

上,与大学学生宿舍、公司宿舍以及社会上的合租房相似,这些群居方式主要是

以经济的合理性为目的,体现了一种共享的生活方式.而在体验角度,智能家居

能够在一个私密空间内提供多样的个性化服务.
近几年来,在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CES)上展出的智能家居让人脑

洞大开:帮主人减肥的冰箱、能展示新闻的桌子、远程遥控的儿童看护系列产品

等.基于人工智能技术而实现的智能家居,使人们生活变得越来越便利的同时,
也可能导致无法体验的社会.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增长实践经验,跨越无法体验

的社会这一鸿沟,需要从文化和人文的角度去思考.
(二)争议:机器之心迷人又可怕

尽管人工智能的前景令人向往,但数年来对它的批评也始终不绝于耳,最著

名的代表人物是霍金.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由于患有运动神经元疾病,霍金需要

使用机器与外界交流.美英两家科技公司为他量身定制出一款打字软件,使其

“说话”速度因此而提升一倍.这种可“猜测”使用者思维的软件,让霍金这位“人
工智能悲观论者”成为人工智能的受益者.霍金担心的是人工智能技术最终会

发展出与人类智慧相当,甚至超越人类的机器,“到时它将可能以不断加快的速

度重新设计自己.而人类则受制于生物进化速度,无法与其竞争,最终被超

越.”〔８〕

据外媒报道,美国当地时间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９日晚,霍金出席“未来智能中

心”开幕仪式时,再次表达了他对“人工智能可能导致人类毁灭”的担忧.他说,
强人工智能的崛起,可能是人类遇到的最好的事情,也可能是最坏的事情,人工

智能的发展可能帮助人类消除疾病、消除贫困、防止气候变化,但是也可能产生

人们不愿意看到的种种后果,包括产生自主武器、造成经济灾难以及发展出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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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发生冲突时拥有自己意愿的机器.〔９〕

人工智能悲观论的另一个代表休伯特德雷福斯,则运用海德格尔和维特

根斯坦的观点,对认知模拟和人工智能的生物学假设、心理学假设、认识论假设

和本体论假设进行反驳,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当前人类面临的风险,不是超智能

机器的降临,而是低智能人的出现.人工智能悲观论者大多受牛津大学哲学家

尼克波斯特洛姆的影响,其著作«超级智能:路径、危险性与我们的战略»中的

理念说服了很多人.与此同时,更多科学家表示,不必对人工智能的未来过于悲

观.虽然人工智能正根据人类几十年前确立的逻辑及科技上的可能性取得进

步,然而在实现真正的智能方面并没取得任何突破.就像“西尔勒中文屋子”所
揭示的那样:计算机只有语法,没有语义,因此,机器永远代替不了人脑.

在我国人工智能研究领域,持乐观主义态度的科学家居多.例如,在２０１５
年中国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理事长谭铁牛提

出,“人的大脑是一个通用智能系统,可以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与之相比,当前

人工智能的差距还比较大,比如有智能没智慧、有智商没情商、会计算不会‘算
计’”.他认为,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各有所长,因此需要取长补短,“人机共存”
将成人类社会结构的常态.

如果说科学家们看待人工智能更多地从全人类视角,那么普通大众关注的

人工智能变革则更接地气,失业和隐私泄露的问题不容小觑.人们预测,律师、
记者、上班族,甚至CMO均会因此加入人才迭代的大军.也有人认为,虽然人

类一部分职业未来会被机器人代替,但是人工智能也会改善现有岗位,并催生一

些新的行业.总之,站在人工智能的风口浪尖,人们唯有不断更新知识体系,增
加新的技能,持续“长本领”,才不致于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浪潮中被残酷淘汰,
这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优胜劣汰的规律.

三、人工智能的人文化:做人类的合作伙伴

人工智能技术既会带来技术上的变革,也会带来文化上的变革.比如,随着

“情感智能机器人”进入家庭,它们承担部分家教和陪伴的任务.相关的人文挑

战也日趋显著:与机器的情感关系将怎样改变家庭关系和婚姻关系? 谁来主导

情感软件? 人类有无操纵情感甚至放纵情感的隐患? 这些伦理问题不容忽视,
因为家庭关系是一切社会的人文基础.再如,手术机器人进入手术台后,医生的

角色和功用是什么? 如何界定医疗事故的责任? 谁对濒临死亡病人的医疗方案

做最后“判决”? 除此之外,人工智能技术创造的财富在社会上如何分配,会不会

加剧贫富差距或不平等现象? 机器伤害或杀害人类的事故,到底是机器的责任

还是人类自己的责任? 这些机器的开发者、使用者是否要负相应责任,分别应负

什么样的责任诸如此类的伦理问题,均是这一技术所带来的人文挑战.
(一)人工智能的人文化

“人文”(humanitas)一词,最初与“天文”相对应而提出.«周易»中«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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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彖传»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
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什么是人文? 即文明以止.也就是说,人要规范自己的言

行举止,根据自己的身份做该做的事情.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它有人

文,有独特的精神文化,知道止于何处.
科技的本质在于创造先进工具,使人类世界更美好.其精神实质是求真,获

得真知,意即“打破砂锅问到底”.而伦理贵在求善,帮助人类在复杂多变的客观

世界里寻求安身立命之道.近年来研究热度不减的应用伦理学既不是案例应

用,也不是模型应用,而是一种批判性、反思性的应用.它批判的是先进的科学

技术不能偏离人道主义的轨道,不能成为奴役人的工具;反思的是“枪不会杀人,
只有使用枪的人才会杀人”的价值理念.

近代以来,科技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并日益脱离人类的控

制.始于叔本华、尼采的反对科学主义的思潮由是兴起.作为现象学代表的德

国哲学家胡塞尔就曾表示:“我们的出发点在于对科学的估价的改变,这种改变

是２０世纪的末期出现的,这种估价的改变并不牵涉到各门科学的科学性,而只

牵涉到各门科学、即绝对意义上的科学,对于人的实存所已经赋予的和可能赋予

的意义.”〔１０〕胡塞尔认为,科学的基础应该是以人作为主体而进行的探索.
所谓人工智能的人文化,意即强调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的道德义务,督促他

们创造出有道德的人工智能体.这种人工智能体关怀人和人类社会的利益,以
人为主体,重视人的价值,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力,与人类一起迈向自由、平等和解

放.
(二)延展智能:将人类价值观嵌入人工智能体

“机器的自由化程度越高,就越需要道德标准”.〔１１〕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人

文挑战,为机器设置人类的价值观十分重要.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里,
科学家用“延展智能”来表达这个问题.所谓延展智能,也就是说如何将人类的

价值观嵌入人工智能.
首先,从源头上堵住不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人工智能体出现.规范人工智

能科学家的行为,在技术研发前引入伦理委员会机制,预测风险,并在程序设置

中加以控制,重要的是找到使用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人.其次,人工智能体的设

计,尤其是机器人的设计和应用必须遵循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大定律”,并以此

为法则,在“不伤害”原则的前提下,培养人工智能体与人类的良好交互能力.
“机器人三大定律”首要原则是不能伤害人类,或者保护人类不受伤害;其二是听

命与人,但不得违反第一原则;其三是保障自身安全,但同时不得违背上述两点

原则.三大定律定位了作为人工智能体的机器人,仅仅是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

中创造的一个工具.不管机器人有无意识,有无自我决策能力,它都必须遵守

“不伤害”的原则,这是应用伦理学秉承的核心原则,而其产生的最大诉求就是为

了人类社会运转更经济、更有效率.再次,政府的管控不能缺位,要保证研究结

果获得分享,不让某个团体单独受益.当一项能够给人类带来很大便利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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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市场时,政府、私人企业和学术界谁来控制它,就成为一个必须明晰的课题.
政府的管控是否缺位、及时,引导是否正确、到位,都是制约人工智能发展偏离轨

道的重要因素.最后,人类要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对理性抱有谨慎的信

心.要知道,我们目前拥有的这些难以置信的感觉,相对于宇宙和自然界来说,
还仅仅是沧海一粟,我们没理由狂妄自大,而应时刻提醒自己,科学探索无止境,
技术使用有禁区.

(三)人工智能的价值观

在有限制的基础上进行人工智能研究,从第一个关口“卡”过人工智能被滥

用的可能.接下来的问题是将人类哪些价值观注入人工智能,使其更好地为人

类服务.首先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以人为本是最基本的人文素养,也是技术

应用于人类的终极价值.其深层涵义在于:第一,珍视人的生命、保护人的尊严;
第二,尊重人的自由和平等;第三,发扬民主精神和互爱精神;第四,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人工智能的产生是为了人,使用是为了人,它的消灭同样也是为了人.
假设科学家或者伦理学家预测到人工智能体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时,必须果断

中止研发,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其次是公正的价值观.技术进步最终受益者应是全人类、全社会,而不应成

为加剧贫富差距,促进社会不公平的工具.以导航和无人驾驶为例,人工智能已

经开始改变交通技术,但它绝不能止于让驾驶更安全、更经济、更便利.智能车

的未来在于“消灭三大差别”:高档车和低档车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别、有无停车位

的使用成本差别、开车能力高低之间的安全差别.
再次是和谐的价值观.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实践应用中,其与人类和大自然

之间的关系必须秉承和谐原则,这将有利于人工智能深化服务质量,满足人类需

求.在人工智能的应用过程中,单纯以善为指导的伦理标准已越来越不适应社

会发展以及人类当下的道德评判标准.随着科学的进步,人工智能的应用逐渐

融入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不伤害”原则虽然是基本原则,但是也存在一些弊

端.例如片面性,考虑并体现了一方的利益,必然就忽视了另一方的利益.而基

于三大定律的最后一条原则,对于将来有可能出现的具有自主性,或半自主性的

机器人而言,尤其是类人型、智能化机器人来说,为了实现人机之间的互相尊重,
机器人与自然间的相互融合,这就需要一个更有效的价值观,即和谐的价值观.
它不仅体现在机器与人之间,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机器、人与自然三者之间的和

谐.
最后是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科技的进步理应对现在和未来负责,对子孙

后代负责.现代科技的不可逆性,警示我们不能随便拿人类命运冒险,更不能将

技术的进步当作“赌注”,与人类未来和大自然较量.在现实社会,科技的进步方

便了人类,但是也有可能使人的某些能力退化.例如,计算机时代的到来,特别

是最近几年 VR的兴起,有可能给人类的沟通能力带来障碍,导致无法体验的社

会.再如,人工智能可能替代执行标准化的常规任务,但不是消灭工作岗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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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发明一项技术,并不只是要看它的短期效用,还要看它能否促进人类的进化,
有利于人类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四、结　语

科技的发展显示了人类智慧的无限潜力.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大变革并未

使人类走向灭亡,反而是文化的消解、人文精神的匮乏,容易导致朝代更迭、文明

消失.我们没有理由武断地认为人工智能就是善的,或者就是恶的,因为简单以

此判断,已经不适合现代文明,播种善因、规避恶意,才是更加理性的作为.毕

竟,我们制造工具,而工具让我们走得更远.
伦理对技术彰显的是责任,而技术的发展需要伦理的介入和匡正.诚如马

云所言,过去的机器是人类的工具,未来的机器是人类的合作伙伴.我们要明白

机器不可能有智慧、使命、价值观和文化体系,人类最大的优势在于对文化的把

握、对愿景的思考,以及巨大的想象力.未来,不是机器换人,而是机器扩人、机
器升人、机器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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