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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社会快速繁荣发展的时代，人工智能实现了从基于程序到基于算法的技术性

变革，极大地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我们由工业社会进入智能社会。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维度分析

人工智能(AI)的发展，我们发现人工智能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另一方面又对个人隐私和社会

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正确认识和利用人工智能是需要认真思考和亟待解决的时代问题，本文从生产

力与生产关系，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三个维度分析人工智能在当代社会的作用和引发的问题并提出解

决办法。目的在于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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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n era whe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advancing rapidly and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are ex-
periencing rapid prosperit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achieved a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being program-based to algorithm-based, greatly changing our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ushering us 
from an industrial society into an intelligent society.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A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e find that on the one hand, AI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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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had a profound im-
pact on individual privac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and utilization of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is an issue that requires serious thought and urgent resolution in our tim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o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the problems it rais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society, and proposes solutions. The purpose i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line with the laws of soc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untermeasures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科学技术对推动社会进步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关键性技术，也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已成为各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

重要的物质力量。人工智能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风险挑战，当今社会，人们对人工智能在促进生产力

发展，提高劳动效率，变革生产关系和调整就业结构等方面的影响高度重视，而针对其技术缺陷导致的

“算法黑箱，算法歧视”问题造成的失业人口增加、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现象却缺少关注，让我们难

以准确把控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向。因此不能仅看到人工智能的积极影响，而要将它纳入历史唯物主

义视野，充分而深刻地揭示它的本质和对人类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全面影响和深远价值。 

2. 人工智能本质 

“人工智能”概念在 1956 年被首次提出。所谓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 AI，是一门新

的技术科学，主要用于研究开发模拟、延伸、拓展人类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与应用系统。人工智能并

不具备人类意识，它是人脑思维的模拟与延伸，它可以替代部分的人类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进行人类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但是人工智能本质上只是人类思维部分的物化，是人类意识能动性的特殊

表现，不具备主观价值判断能力，没有人类所具有的思维情感等，因此不可能超越甚至取代人类[1]。包

括遗传算法、专家系统、自然语言处理、神经网络、深度学习、强化学习、超级智能等。 

3. 人工智能应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3.1. 促进生产力提质增效 

生产力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所谓生产力，就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以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

能力。主要包含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个要素，将科学技术渗透到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中，可以

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人工智能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

式。 
当科学技术为劳动者所掌握时，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能力。比如海尔品牌近几年通过 AR、VR

模拟技术，让工人在线模拟生产线操作，让工人快速熟悉生产过程并及时提供生产反馈，加快了对工人

技能培训。还有通过与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一问一答”交互模式，丰富了劳动者知识获取渠道，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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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了劳动者知识掌握速度，拓宽了劳动者的眼界，因此提高了工作效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在生产力的主要组成部分劳动资料中，生产工具起着决定作用。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指出，“各

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2]。这足以说明了劳动工

具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性。在智能社会，基于“算法模型”类的智能劳动工具更为常见，智能生产力工具

可以直接离开人的实体操作，由系统内部设置好的智能程序控制其有序地运作，从而进入自动状态，实现

传统上的“全受动–半受动–自动”的转变。劳动工具由传统意义上的实体工具，走向智能的虚拟的劳动

工具，不仅丰富了劳动工具形式，培育了新质生产力，也推动了未来我国绿色经济模式的实现[3]。 
将科学技术运用于劳动对象，会在劳动对象的范围、利用率、品质等方面带来诸多积极变化。第一，

拓展劳动对象的范围。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能够发现和利用更多新的物质和能源。同时，运用新的科

学技术，人类能够创造出自然界原本不存在的新物质作为劳动对象。第二，会提高劳动对象的利用率。

科学技术的运用可以提高资源回收利用和再利用效率，其次通过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和自动化技术优化

生产流程，减少生产过程中对原材料的浪费。第三，提高劳动对象品质。比如，在农业和畜牧业领域，生

物技术的应用可以培育出更优良的品种；在工业领域，运用先进的加工技术能够对劳动对象进行更精细

地处理，提升其品质和性能。 
在当今世界，生产力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人工智能的出现成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在新时代的新体现。在智能技术与传统生产力的紧密结合下诞生的智能生产力，是生产力的新形态，

新发展。 

3.2. 推动生产关系调整变革 

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引发了生产关系在所有制形式的调整、劳动形态的变化等方面的深刻变革。生产

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主要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

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产品分配关系。 
首先，推动生产资料数字化和智能化，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由私有化向共享化转变。人工智能使数

据和算法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的形态发生了变化，拓宽了生产资料的范畴。同时，人工智能

也为生产资料的共享和协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一些大型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公共数据平台建设和使

用需要政府部门和社会企业，包括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维护。这种共享和协作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传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促进更加多元化和分布式的所有制结构的发展，这种情况促使公有

制和私有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融合、相互补充。 
其次，改变就业结构与分工协作方式。人工智能不仅催生了新的就业形态，如数据标注师、人工智

能算法工程师等新职业。而且也使一些重复性、高强度，高危险的工作被人工智能所替换，保障了人民

生命安全也改变了就业结构。同时，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形式，打破了时空限制。可以将劳动时间延伸

到极致，可以 24 小时连续使用更多碎片化的时间来工作，工作模式灵活化，员工借助人工智能工具进行

远程办公、分布式办公等灵活的工作模式更加普及，员工可以实现居家办公，远程办公[4]。此外，人工

智能正在重塑企业组织管理模式，推动企业组织管理向扁平化方向发展。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快速处理和

分析大量信息，使企业决策层可以更直接地获取基层信息，提高决策效率和管理效能。 
最后，促进收入分配方式多元化，产品分配个性化。人工智能的发展促成了按数据、技术等新要素

的分配，掌握先进人工智能技术和大量数据资源的企业和个人，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同时，一些

基于人工智能的共享经济模式，如共享出行、共享办公等，也创造了新的分配方式，让参与者可以通过

共享资源获得收入。同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偏好定制产品和

服务，产品的个性化、定制化程度将越来越高，促进更加灵活和多样化的产品分配形式的发展和提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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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生活质量。 

3.3. 人工智能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人始终是主体。人工智能以其独特的算法技术推动人类的解放，不断满

足人类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 
第一，减轻劳动负担，增加自由时间。人工智能的发展，产生了一种“新的工作模式”，使传统的雇

佣关系被更加丰富的劳动关系所替代。人工智能不仅能够承担大量繁琐、重复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让人

从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人工智能还可以通过算法模拟人的脑力劳动，提高生产效率，缩短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使工人的劳动时间减少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实现个人发展[5]。 
第二，拓展教育与学习途径，促进知识传播，提升人类认知水平。人工智能拥有大数据分析、机器学

习等技术功能，人们可以借助人工智能的自适应学习系统，根据自身的学习进度、能力水平为自己提供个

性化的学习方法，快速掌握知识，挖掘自身的潜力。其次，人工智能为我们提供了在线教育和虚拟的学习

环境，我们可以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进行沉浸式学习，丰富了学习资源和方式。 
第三，激发创新与创造活力，促进社会交往，改变人们生活方式。人工智能作为工具，可以帮助人

类突破自身生理和认知的局限，拓展人类的感知、思维和行动能力，为人们的创新创造提供支持。它可

以快速处理和分析大量数据，为人类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人工智能把人们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同

时开发了 Facebook、微信等社交媒体和通讯工具，使人们能够跨越地域时空的限制扩大交往空间，与不

同背景的人交流合作，丰富社会交往体验，促进思想碰撞和知识共享，使人们的视域变得宽广，对环境

的适应力和自主发展力驾轻就熟，促进人的发展。 
第四，促进个性化发展，提升生活品质。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智能推荐系统，精准了解每个

人的兴趣、偏好和需求，为人们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求。人工智能还可以改

善人们的生活环境和健康状况。在智能家居领域可以根据人们的生活习惯自动调节室内环境，在医疗健

康领域，智能医疗设备和诊断能够实现疾病的早期检测和精准治疗。 

4. 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 

技术成为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直接器官”，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前沿技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提升

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也逐渐发生技术异化。人工智能已经渗透进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其引

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不容忽视[6]。 

4.1. 劳动者就业方面 

人工智能的出现取代了一部分的人力，大量重复性、规律性的工作被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所取代，

导致许多劳动者面临失业风险，需要进行职业转型，但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需要一定的数字技能和知

识储备，这对于那些年龄较大、技能单一的劳动者来说困难较大，无法及时掌握这些技能，因此在就业、

获取资源和机会等方面处于劣势，进一步扩大了与其他收入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加剧社会的贫富差距

和阶层固化。同时人工智能和人相比，人工智能聘用成本更低，工作效率高效。大量人员不仅面临失业

风险，而且可能引发职业倦怠和心理压力，影响社会的稳定性。 

4.2. 社会文化结构方面 

人工智能暗含数据偏见加剧意识形态风险。首先，引起文化、语言和意识形态领域方面的偏见。研

究发现，在当前 AI 训练数据中，英文语料库的占比为 56.6%，中文语料库仅占比为 1.5%，这会导致基于

单一语言优势的算法模型在生成中文内容时面临系统性偏差风险，造成对中文的歪曲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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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人工智能的发展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原本的社会结构，人工智能算法机制加剧了“回音壁”效

应。在重大社会公共事件场域中，技术黑箱的缺陷为算法操控提供了实施空间。黑客通过入侵智能平台

系统，实施算法注入攻击，将特定意识形态语料库与价值导向程序植入系统内核，然后基于用户行为数

据挖掘构建的认知模型，在算法操控下形成具有选择性的信息过滤机制，通过强化用户既有认知框架的

信息推送策略，最终构建起闭合的认知闭环，造成“信息茧房”导致信息多样性的系统性衰减，长期以

来会削弱公众对复杂社会问题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形成对公共事务片面认知[7]。比如，发生某些社会事

件时，大型语言模型可能会将某些社会事件与特定的种族或性别联系起来，形成人们对某一种族或性别

的刻板印象，加剧性别和种族方面的偏见，危害国家政权安全。 

4.3. 人的发展方面 

首先，公民隐私存在泄露风险。人工智能系统需要对大量信息和人类偏好知识进行大范围的搜集来

进行训练和学习，这种技术特性为不法分子提供了技术滥用空间，使得公民个人信息在智能系统运行过

程中面临被窃取泄露风险。这种基于算法黑箱的隐私侵犯行为，不仅构成对个体权利的新型侵害，更对

社会治理体系构成严峻挑战。 
其次，人的主体性地位受到弱化，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一生的最高追求，然而研究表明，基于人工智

能算法管理系统形成的劳动过程的数字化监控，却增加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人类由于过度依赖智能搜索

导致人类记忆能力衰减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对手机的沉迷，导致其在生活中懒于学习与锻炼，不利于促进

素养提升和锻炼，这些极大地影响了人类身心健康发展。然后，人工智能应用的不断普及和推广，造成

收入分配不均，引起贫富差距。很多工人由于产业转型升级沦为“无用阶级”，与资本家和其他劳动者

的收入差距拉大，不利于个人全方位发展。 

5. 人工智能的发展策略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生产力的变革，也是社会关系的重塑。国家、道德法律、企业和个人应协同合作，

推动技术的合理应用，确保其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和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 

5.1. 国家层面 

国家通过制定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完善政策体系，加大科研资金支持等生产关系的变革来适应人工

智能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体现了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辩证原理。 
第一，制定国家级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和规划，明确人工智能在国家发展中的定位和目标，给予人

工智能高度重视。第二，构建一套完善的政策体系，对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给予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

鼓励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第三，国家加大对人工智能科研的资金支持，设立专项科研基金和建设国家级

智能科研平台，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鼓励创新合作，提

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加强对“算法黑箱，算法歧视”等问题的追踪治理，实现技术反制。第

四，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从基础教育阶段向学生普及人工智能知识，在高校设置人工智能相关专业，

培养多层次的人工智能人才，加强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培养。对于在职人员开展人工智能职业培训，提

升劳动者的数字技能，以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需求。最后，可以制定优惠政策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参

与人工智能工作。 

5.2. 道德法律层面 

道德和法律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道德规范，坚持依法治国，完善法律法规，推动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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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治理走向法制化，体现了上层建筑调整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人工智能的设计，

开发和应用过程中，要予以系统化的伦理规范和法律保障。 
首先，在人工智能设计过程中，不仅要加强对人工智能本身的道德原理思考，形成道德共识，还要

加强科技人员道德素养习得，促进程序正当和公平正义。其次，在人工智能的应用过程中要加强法律监

管，完善法律监督体系[8]。具体而言，针对网络上利用大数据信息故意扩散虚假信息引起社会恐慌，侵

害社会权益的行为实现入罪化。其次，针对网络上不同领域的行为构建专项法规与政策体系，建立监管

体制，秉持因事制宜的治理逻辑，通过建立“问题导向–领域适配–方案定制”的三维治理架构，对不

同的问题进行“量体裁衣”式地治理。 

5.3. 企业层面 

第一，落实互联网平台主体责任，从源头治理化解风险。互联网平台应构建风险源头治理机制，通

过建立 "技术治理矩阵" 实现主体责任的有效落实。首先，与执法机关协同构建网络谣言特征库，识别网

络谣言的特点，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解构谣言传播模式；其次，依托大数据分析构建动态监测网络，

实时捕捉舆情演变轨迹；再者，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建立犯罪行为特征图谱，掌握侵权行为的技术作案手

法；最后，与国家网络监管部门开发智能反制系统，集成内容溯源、进行相应的技术反制，当好网络安

全的“守门人”。 
第二，各个企业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响应国家号召，坚持科技创新进行产业改革升级，发展服务行

业和新的经济业态模式，创造就业机会。适应市场竞争和技术进步的要求，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5.4. 个人层面 

坚持人类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动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

的创造者的观点。第一，我们要学会积极主动思考，减少对网络和人工智能依赖，同时要具备批判性思

维，认识到人工智能的“意识”与人类意识的本质区别，对于网络上搜索生成的内容要有自己的见解，

不能盲目搬抄。第二，主动学习大数据人工智能科技相关的知识，运用丰富的知识不断创新求索，攻克

人工智能的技术难题，防止技术异化，引导人工智能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6. 结论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人们既享受着这一革命性技术带来的巨大机遇，也面临着许多现实

问题。人工智能在很多领域的应用，可以帮助人类社会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质量，在实际生产活动中，

人与人工智能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协同效应。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建构一个利益与风险共

生的平面世界，在创造巨大价值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们的隐私安全问题，就业结构失衡和社会伦理等问题。

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对人工智能加以引导与规制，推动人工智能日益成为全体劳动

者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巨大物质力量，使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者从游手好闲、丧失劳动能力的“全新且

庞大的无用阶级”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精准预见的“掌握未来命运的共产主义阶级。”[9] 

在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给世界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风险挑战。人工

智能治理攸关全人类命运，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联合国聚焦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协同发展，积极

推动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工作。通过组建高级别人工智能咨询机构，以决议、契约等方式提升人工智能国

际治理水平。不仅如此，联合国内部的专门机构也全力以赴，推进专门领域的人工智能治理事宜[10]。中

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着眼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呼吁各国同舟共济，在人工智能治理中秉持共

同的安全观，协力促进人工智能治理。并且倡议增强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

权，减少技术鸿沟，技术壁垒。以英、美等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遵循一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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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优先与保护主义思维，实行“小院高墙”策略，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军事备战领域，以求实现智能军

备，并有在向核武器领域发展的趋势，一旦发生战争，就会对世界人民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引发极

大的伦理问题，置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和安全利益于不顾，不利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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