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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ChatGPT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力工具，对技术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但也引发了显著

的知识产权伦理困境，包括生成内容所属权、数据隐私问题、虚假信息传播、阻碍创新等，对这些问题

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我们探索纾解ChatGPT引发的相关问题的有效途径。不仅如此，分析ChatGPT带来

的伦理问题并探索相关的纾解路径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即不仅促使公众正确认识ChatGPT的作用，而

且也可以促使我们树立正确的科技观，从而努力寻找人类与技术发展的平衡点，达到促进人类与ChatGPT
的关系朝着人机共生的良性图景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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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new type of productivity tool, ChatGPT has significant progressive significance for technology 
and human society, but it also causes significa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ethical dilemmas, including 
ownership of generated content, data privacy issues, spread of false information, and hindering in-
novation.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se issues can help us explore effective ways to alleviate the 
problems caused by ChatGPT. Moreover, analyzing the ethical issues caused by ChatGPT and explor-
ing relevant solutions has signific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s it not only helps the public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role of ChatGPT but also helps us establish the right view of technology, there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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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ving to find the balance between human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devel-
opment of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ChatGPT towards the goal of achieving 
a benign scenario of human-machine symbi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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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ChatGPT 作为一款聊天机器人程序自 2022 年发布以来，便迅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和热点，甚至成

为人类科技史上用户增长速度最快的应用程序[1]。ChatGPT 作为一种强大的人工智能语言模型，它在自

然语言处理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它能够回答各种类型的问题、生成文本，在诸多领域如教育、

娱乐、客服等方面展现巨大的应用潜力。然而，它的出现也引发了知识产权伦理困境，这不仅关系到创

造者、使用者的权益，也对整个社会的创新生态产生影响。 

2. 知识产权伦理 

(一) 知识产权伦理的定义 
知识产权伦理是指在知识产权的创造、使用、保护和管理过程中，涉及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

德实践的总和。它涉及到知识产权的合法性、公正性、公平性、透明度、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等方面的

问题。知识产权伦理的核心是平衡知识产权所有者的权益和社会公众的利益，确保知识产权的合理使用

和保护，同时促进知识的创新和共享。 
(二) ChatGPT 与知识产权伦理的关系 
知识产品的创造：ChatGPT 本身是一种知识产品。其一，它的开发涉及海量的文本数据，包括书籍、

文章、网页内容等等，这些数据构成它学习的基础；其二，ChatGPT 的技术核心在于其独特的算法设计。

开发商在算法研发过程中的投入巨大，因此，他们有权获得相应的专利保护，防止他人未经授权的商业

性复制或使用。因此，这些数据和技术的使用需要遵循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和伦理规范。 
知识产品的使用：ChatGPT 是根据用户的指令生成其各种文本内容，这些内容的知识的知识产权归

属问题需明确。开发商和用户双方均负有维护知识产权秩序的责任。对于开发商而言，应当建立健全内

部审核制度和技术手段，防范和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同时，向公众传达正确的版权意识教育也是一项

必要任务。至于用户，他们必须明白自己在享受科技便利之余还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知识产品的传播：在数字化时代，以 ChatGPT 为首的生成式技术正逐渐渗透至大众日常生活，催生

出无数新颖且引人入胜的作品在网络上广泛传播，这就涉及到对这些内容的版权管理和保护。然而，如

何有效保护这些数字资产免遭盗版侵权以及预防不法分子将其用于非法目的两大难题亟待解决。 
知识产权的保护：ChatGPT 面临技术变革与版权的挑战。研发团队应积极寻求专利申请，将独创性

的技术方案转化为无形财产，保护自身核心竞争力不受侵害，合理设定使用许可条款，以利于更广泛的

学术交流和产业升级。同时，他们也需要与用户合作，共同维护 ChatGPT 生成内容的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的合理使用：在使用 ChatGPT 时，用户需要遵循知识产权的合理使用原则。这意味着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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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使用 ChatGPT 生成的内容，但不得超出合理使用的范围，例如，不得将 ChatGPT 生成

的内容用于商业目的而不支付相应的版权费用。 
(三) 知识产权伦理困境 
在数字时代，知识产权伦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

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理念和法律框架正在受到冲击。这些技术不仅改变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方式，还引

发了一系列复杂的伦理问题。 
生成式人工智能，以 ChatGPT 为例，版权归属问题是当前最为突出的挑战之一。ChatGPT 可以根据

用户下达的指令快速生成大量高质量的内容，如文本、图像和音频等，这使得传统版权法中“作者”的

概念变得模糊不清。2023 年 9 月，包括乔治·马丁在内的 17 位作家向美国纽约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

OpenAI 使用他们的作品训练 ChatGPT，称其为“大规模、系统性盗窃”。这个案例反映了作家们对 AI 训
练数据来源的担忧，虽并未直接涉及著作权归属问题，但值得深思。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 ChatGPT 训练过程中的数据使用。ChatGPT 的运行需要大量数据进行训

练，其中包括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这种使用是否构成侵权？目前尚无统一的答案。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也带来了新的伦理挑战。一方面，大数据分析能够帮助企业更有效地管理和保护

知识产权，如通过实时监测和分析网络数据来发现潜在的侵权行为。另一方面，大数据的使用也可能侵

犯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如何在保护知识产权和保障个人隐私之间取得平衡，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3. ChatGPT 引发的伦理问题 

在数字化、智能化的时代背景下，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语言模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

变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作为一项前沿科技成果，ChatGPT 不仅展现了人工智能的强大潜能，也引

发了关于其背后的知识产权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一) 生成内容所属权问题 
ChatGPT 的编写能力已获得大众的认可，因生成的内容和研究者的自撰高度相似，所以对于 ChatGPT

生成的论文是否拥有著作权饱受争议。赞成者认为 ChatGPT 具备超强的写作能力，从作品质量出发，应

将其纳入作者署名；反对者则认为作者需要为自己的作品负法律责任，实际上，ChatGPT 无法为自己的

行为负责[2]。例如，英国科研诚信办公室的Matt Hodgkinson表示，已经对作品署名做出明确规定，ChatGPT
不被视为合著者[3]。 

然而，目前鉴别 ChatGPT 生成的内容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难题。无论是利用查重系统还是邀请专家鉴

定，想要准确辨别研究者的论文是否存在利用 ChatGPT 的情况比较困难。一篇发布于 bioRxiv 的文章显

示，作者选取 JAMA、Nature Medicine、The BMJ 等刊登的 50 篇医学论文的摘要，对 ChatGPT 下达指令

以论文题目及其来源期刊格式生成相应的摘要。结果显示，ChatGPT 生成的摘要全部通过论文剽窃工具

的检测，即未检测到剽窃；人工智能检测器检测出 50 篇 AI 生成摘要中的 32 篇(66%)，专家准确鉴定出

了 50 篇 AI 生成摘要中的 34 篇(68%)，但也将 7 篇原创摘要(14%)误判为 AI 生成[4]。所以，在论文审核

过程中，鉴别使用 ChatGPT 的论文中是否存在虚构、造假、捏造的情况对于编辑和专家来说也是一大挑

战。甚至于出现作者将未经审核且内容不知是否准确的论文发表，问题将会更严重。 
(二) 数据隐私问题 
ChatGPT 作为一款基于人工智能的聊天机器人，其数据隐私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用户在与

ChatGPT 交互时可能会提供或透露个人信息，这些信息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成为了用户和监管机构关心

的重点。 
1. 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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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的数据来源主要包括多个语料库，这些语料库由各种类型的无监督文本数据组成，例如网

页、书籍、新闻文章等。为提高程序的使用性能，ChatGPT 会最大限度的收集数据[5]。以数据收集为参

照，开发商 OpenAI 尚未对 ChatGPT 的数据来源进行详细说明，因此，使用的数据既可能是通过网络爬

虫技术获得，也可能是购买的第三方数据。其一，这些数据未经用户同意和授权进行数据训练，并用于

提供商业化服务，存在非法收集数据、侵犯个人隐私的风险，进言之，非法数据获取不仅关乎个人与企

业，还触及国家数据安全与主权领域。其二，第三方提供的数据可能存在侵权、权属不清等问题，数据

来源缺乏正当性。此外，OpenAI 规定在使用程序时，对用户输入和输出的信息具有广泛的使用权，故

ChatGPT 利用自身的连续问答功能，引导用户回答，分析用户的兴趣偏好、行为习惯等隐私，从而对用

户进行“精准画像”，给用户的隐私权和生命健康权带来影响[6]。 
2. 数据泄露 
如今，我们被海量的数据包围，在这样复杂的社会环境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隐私权

是必要条件。2023 年 3 月，ChatGPT 出现了技术漏洞，部分用户的个人信息、与 ChatGPT 的对话内容被

泄露，韩国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对此表示，韩国共计近七百名用户受到此次信息泄露事件的影响[7]。此

次事件揭示了 ChatGPT 在数据安全方面的不足之处，同时也引发了对数据隐私和人工智能伦理的广泛关

注。这不仅涉及到个人隐私的泄露，还可能导致更广泛的安全问题，例如身份盗窃、网络诈骗等犯罪行

为。同时，数据泄露事件可能损害了 OpenAI 及其产品 ChatGPT 的声誉，引起用户对使用这些生成式人

工智能的信任危机。如果用户感觉他们的敏感信息无法得到妥善保护，他们可能会选择停止使用这些服

务，这对 OpenAI 来说可能意味着用户基数的减少和潜在的经济损失。 
此外，研究人员的发现也突显了在设计和部署这些系统时需要考虑的伦理和隐私问题。个人身份信

息的泄露可能会对个人造成严重的隐私侵犯，并可能导致诸如身份盗窃等安全问题。因此，ChatGPT 的

开发者和运营者需要确保他们的系统能够保护用户数据的安全，并且在处理潜在的敏感信息时采取适当

的预防措施。 
(三) 虚假信息传播 
ChatGPT 等人工智能系统通过分析大量文本数据来学习语言模式，并基于这些模式生成生成流畅、

连贯的文本，模拟人类的对话[8]。然而，这种能力也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尤其是在虚假信息传播方面。

研究表明，ChatGPT 和类似的人工智能系统可以产生几乎无限量的虚假观点，这些观点可能会被用于网

络上的影响力活动，削弱公共话语中的信任基础[9]。 
1. 生成不准确内容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训练样本有较强的依赖性，数据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的内容

[10]。即 ChatGPT 的回答是基于其预训练数据。其一，如果数据存在偏差、过时或者不完整，就可能导

致输出内容不准确。例如，对于一些新兴的、快速发展的领域，如最新的科技突破或者社会文化现象，

如果其预训练数据没有及时更新，那么生成的内容可能不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其二，ChatGPT 可能会

生成不准确或者虚假的信息。由于它是基于概率模型生成文本，可能会出现与事实不符的表述。例如，

在回答历史事件时，可能会给出错误的时间、人物关系等。这种虚假信息如果被广泛传播，会干扰人们

对事物的正确认知。 
2. 误导公众 
生成式 AI 生成内容具有排他性与无源性，为信息的真实性验证设置了障碍，由此为不法行为敞开了

大门。例如，有非法分子利用 ChatGPT 撰写一篇“2023 年 3 月 1 日起，杭州市政府将取消机动车尾号限

行政策”的“新闻报道”，许多公众并没有辨别出其真实性，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另外，特别是在一

些重要领域如医疗、科学研究等，虚假信息的传播可能会误导公众做出错误的决策。例如，ChatGPT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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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提供错误的医疗建议，导致患者延误治疗或者采取错误的治疗方法。 
(四) 阻碍创新 
近年来，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崛起，其卓越的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让许多人看到

了无限潜力。然而，ChatGPT 的应用却引发了一些争议声音，有人担忧它可能成为阻碍创新的因素之一。 
1. 商业领域 
ChatGPT 作为一个开源工具，可以通过对以往知识、文化贡献者的高效学习，批量整合出具有商业

价值的产品。但这也意味着可以被众多企业轻松地运用到自家产品中来，原本依靠差异化优势吸引客户

的原创公司面临众多模仿者，整个行业内出现大量雷同的产品和服务，企业难以突破重围，创新动力受

到压制。同时，这些产品的商业利润并没有回流给原初的知识文化生产者，商业利润完全被知识文化整

合者与 ChatGPT 的技术提供方获取。长期看来，此是对知识文化原初生产环境的破坏，不利于知识文化

的长期发展。且以 ChatGPT 为首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整合参与的市场，将螺旋强化已有的文化特点，进一

步挤压新文化的生存、成长空间。 
此外，优秀人才往往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但在 ChatGPT 等类似技术面前，某些工作岗位被替代已

经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这种情况下，高素质员工们往往会寻找更有前景的发展机会离开原有组织，造

成人才断层现象严重，从而降低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 
2. 学术领域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整合功能与螺旋强化效应同样存在。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简称 LLM)会强化已有学术观点，挤占创新观点的经费、版面等学术资源，从而起到阻碍创新的

作用。同时，结合算法黑箱的现状，LLM 所生成的观点往往无法通过其引用与参考文献进行追溯，其可

靠性是诉诸 LLM 的大算力与大规模语料；此与诉诸专家经验具有同样的学术风险：不经逻辑检验的权威

观点，有可能隐藏着微小但致命的错误前提，这将浪费其后进行跟进的科研资源，从而起到阻碍创新的

作用。同时，LLM 使得科研抄袭、炮制论文的成本降低，这也将挤占正常科研的发展空间。 

4. 知识产权伦理困境纾解之策 

对 ChatGPT 产生的知识产权伦理困境的纾解，关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趋势。以知识产权伦

理困境为背景，以 ChatGPT 为对象讨论其衍生出的问题，挖掘其产生的原因，以优化生成式人工智能技

术和培育正确的主体意识是完善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论难问题的有效治理路径。 
(一) 加强技术监控，规范审稿流程 
随着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人工智能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随之而来的是写作内容的

侵权、学术造假等伦理挑战，使得学术诚信度的认定变得更加复杂。相关部门需要建立完备的监管体系，

拿出针对性的检测手段对学术论文内容的新生产模式进行有效监管，洞察其生成文本背后的逻辑；同时，

对人工智能参与撰写论文的所有环节，详细记录，做到有可追溯的过程。这不仅是技术的展现，也是透

明度的化身[11]。 
然而，各类学术机构需加大科研监督力度，对学术论文涉及的伦理道德问题进行严格审查。首先，

学术机构需完善收稿规则，改进审查技术。期刊要求作者主动声明是否使用机器参与写作，凡是机器参

与写作的部分都需区别标识。在传统审稿流程加入技术和人工审查，利用大数据自动挖掘、智能图像数

据、人工智能分析、区块链技术应对学术不端行为。其次，培训编辑鉴别处理机器参与稿的能力。分析

总结机器参与稿的共性，建立问题库，留意奇怪的机器表达方式，调查提供写作服务的工作，熟悉其写

作风格特点。最后，建立更严格、开放的同行评议机制，将论文出版的全部流程置于评审和监督之下，

确保机器参与稿的质量和学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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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早已介入人类的生活，人与人工智能共生已成定局。ChatGPT 的出现标志着人工智能在内

容领域的突破性进展，虽然它带来了学术伦理道德挑战，但并不意味着绝对禁止其使用，而是需要科研

机构的监督审查力度和研究者的自我规范意识，共同治理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学术伦理风险。 
(二) 推动算法透明，监控数据风险 
当前，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广泛应用，也引发了数据泄露、算法黑箱难解、“信息茧

房”等问题[12]。企业作为第一责任人，应依法健全常态化的数据风险管理机制。首先，需推动 ChatGPT
的算法透明，其算法模型中包含的信息茧房问题，导致算法模型和数据画像产出的内容形成黑箱状态，

为避免此类状况，企业应优化监督算法设计，将伦理道德融入研发和实践环节，确保数据和算法公正无

偏见，确保人工智能应用以人为本。其次，强调数据源的合法性、可追溯性。企业在收集训练数据时应

当依法遵循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规定，在获取用户个人信息或第三方的数据信息时，有

义务保证用户的数据安全，确保用户的知情权并获得其授权，通过用户许可协议等方式合法收集相关数

据的用途[13]。最后，企业要做到对数据的全方位监控，及时检测到错误的、不良的数据，定期对人工智

能顺利俺的数据进行质量评估和更新，保障算法数据分析结果的客观性、中立性和合理性。 
(三) 坚持主体地位，强调责任意识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

现人的意志的器官自然物质[14]。其存在目的是服务于人类，提高人类的生活品质，而不是取代人类。因

此，我们需要培育正确的主体意识，加强主体责任意识，处理好人机关系。首先，要树立正确的生成式

人工智能认识论。我们需理性认识生成式人工智能和人类主体意识的本质差异。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基于

算法和数据的模拟智能，缺乏道德判断和自我意识，并非真正的主体意识。我们应当将生成式人工智能

视为人类的辅助工具，而不是视为独立意识而存在。其次，在人工智能时代，每个个体应遵循使用者是

第一责任人的原则，使用者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受益者，其在使用时应深刻理解所需承担伦理责任，以

及伦理规范的执行。最后，人的创造力、责任感和社会性如今愈发重要，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研究、开发

和应用过程相关人员应进行伦理原则和价值观培训，与相关领域的专家合作，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伦

理和认识问题，承担相应的责任。 

5. 结束语 

2022 年 12 月 4 号，OpenAI 的联合创始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在推特上表示“我们离强大到

危险的人工智能不远了”。总之，ChatGPT 作为当今炙手可热的技术明星，无疑给我们带来了诸多便利

和惊喜。但是，与此同时，它所引发的知识产权伦理困境也提醒我们要审慎行事。所以，我们应以积极

的态度面对 ChatGPT 引发的伦理困境伦理问题，运用合理的手段约束技术的滥用，坚持人的主体地位，

促进人机关系协同发展。坚持让“科技更好地增进人类福祉”[15]，未来，在充分认识新人工智能技术的

基础上，更好地与人类社会相结合，塑造美好的人机共生智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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