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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学技术的进步能够推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人工智能的出现以及在生活中的应用广受关注。人工智能

在为人类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科学技术毕竟是双刃剑，人类享受便利的同时，也

要注意防患于未然，善于发现一些潜在问题，尤其是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伦理问题。下文首先阐述人工

智能的概念、特点和应用领域，然后分析人工智能引发的伦理问题，最后提出应对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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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n promote great changes in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life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While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provides convenience for human life, there are also many problems. After al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double-edged swords, while human beings enjoy convenience, they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prevention and be good at finding some potential problems, especially the social ethical 
issues brought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following first describes the concept, characteristics 
and application field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n it analyzes the ethical issues caused by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and finally puts forward the path to deal with the ethical issues of artificial intel-
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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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 AI)是一门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理论、

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学科。它致力于创建能够执行通常需要人类智能才能完成任务的计算机系

统。这些任务包括但不限于学习、推理、规划、感知、自然语言处理、问题求解、知识表示、专家系统、

机器学习、模式识别、计算机视觉、语音识别、机器人技术等。最近几年以来，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社会

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中都在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让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便利。人工

智能是为研究人类智能而产生的，具体来说就是人类为了发现机器是否可以执行和人类智能有关的活动

而产生的。未来，人工智能将继续推动科技和社会的变革，带来更高效、更智能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同

时，随着技术的深入发展，也将面临更多伦理、安全和隐私方面的挑战，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确保

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和合理应用。但是，人工智能在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和

伦理方面有关，所以有必要重新审视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还需要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 

2. 人工智能相关概述 

2.1. 人工智能的概念 

人工智能指的是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模拟人类的思维和行为的一门科学技术。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使

用者以非常快的速度完成要求和目标[1]。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得到了完善和发展。希望能

够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来实现一些仅靠人力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 

2.2. 人工智能的特点 

人工智能需要进行实验研究，所以其特点在于可以融入到人类的日常生活中。人工智能的最大特点

是效率非常高，借助大数据。能够迅速检索、收集并分析信息，并且根据数据得出结论。除此之外，人工

智能利用数据能够迅速得出结果，可以模拟人类的思维，然后产生行动。这种计算结果可以帮助人类高

效解决问题。并且，人工智能的便捷性很强，人工智能的运行可以不受时空和环境限制。能够模仿人类，

实现人类的行动能力[2]。对于低级别的感知也可以实现。最后，人工智能的双面性，不仅能够带领人类

进入到智能社会，享受到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便利。同时，人工智能技术还处于发展初期，发展尚未成

熟。弱人工智能不等同于人工智能，并且开发强人工智能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 

2.3. 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人工智能已经得到了不断的发展，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且在很多领域

中都得到了应用。主要应用于无人驾驶汽车、翻译、声音指纹识别、客服机器人、个性化推荐等等。人工

智能应用在各个行业中，能够为行业带来经济利润，同时也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便利，正在深刻影响

着社会生活[3]。比如，人工智能可以让社会生活变得更加智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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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 

3. 人工智能引发的伦理问题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带来了许多伦理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隐私、公平、责任、安全等

多个方面。人工智能引发的伦理问题复杂且多样，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来解决。 

3.1. 隐私泄露问题 

隐私保护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隐私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每个人的隐私权都必须得到保

护。在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会收集到很多用户的信息。如果只单看信息本身，不过是些碎片化的内容，

不会透露过多的隐私，但是，利用智能算法对数据进行整合，就会描绘出一个人的行为。这就等于是说，

人工智能把个人的信息暴露在了公共空间中，一个人就已经不存在自己的隐私了。在当今时代，一个人

的生存或许已经离不开互联网了[4]。但是，只要使用互联网就一定会被收集到个人隐私信息，尤其是不

法分子会利用法律漏洞，收集大量个人隐私信息。除此之外，网络黑客也会通过非法手段窃取个人隐私

信息。因此，经常会出现很多人在不知不觉中被收集个人隐私信息的情况。网民们都会担心自己的隐私

是否被别人搜集到了。确实如此，在互联网时代，要在网络上不暴露个人隐私非常困难。每个人的隐私

都好像会被别人看到，已经不存在绝对隐私。人们既想要享受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但又害怕个人隐私

受到侵犯，这就是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伦理困境之一。 
因为人工智能可以自主学习，人们使用互联网的时候，在不知不觉中就被收集到了信息。而被收集

到的信息会做出怎样的处理，用户是不知道的。如果人工智能系统出现了严重的漏洞它必然会侵犯人们

的隐私权，而隐私数据如果得到了意外泄露，就会给犯罪分子提供可乘之机，他们就会利用这些隐私数

据进行犯罪，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而人工智能技术又必然会收集到用户的大量信息。因为它要对用户

信息做出分析，但是信息收集以后，却没有得到有效管理。导致很多人的隐私被泄露，进而出现信息安

全问题，不仅没有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反而造成诸多伤害。所以隐私问题急需得到解决。 
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人工智能似乎无处不在，比如人脸识别、社交通信和移动支付等等。除此之

外，智能软件采集用户信息从多个角度进行的。不仅包括人们的性别喜好，还可以了解到用户的住址、

行踪和健康状况。这就造成了信息采集者能够全方位获得用户信息。政府机构获取用户的隐私信息之后，

对信息的归属权并没有做出明确划分，然而，对于这些信息的后续处理将会如何进行，也是非常模糊的。

数据是否得到保护，是否会泄露用户隐私，以及会不会被犯罪分子非法利用，这些情况都让人感到非常

的担忧。 
为了有效避免以上问题。人工智能收集到的数据必须是透明的，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收集到的数据，

必须非常明确地得到用户认可，并且信息后续如何使用也要做到透明公开。针对信息和伦理二者的关系，

有人认为应当优先考虑伦理，人工智能技术不可能以牺牲个人隐私权为前提。人脸识别技术已经引发了

很多人的担忧。 
人工智能引发的伦理问题在于责任。在设计和使用人工智能的过程中，必须审查伦理，收集用户信

息需要得到用户的许可，用户的存储信息必须得到保护。只有这样，人工智能才可以发展得更加规范有

序，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3.2. 取代人类的工作岗位 

人工智能非常智能化，它可以代替人类完成很多高难度的操作，并且工作效率远远高于人类。科学

技术迅速发展的新时期各个行业。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以更低的成本完成工作，都会选择引进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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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技术。有很多人工智能已经代替了人类劳动，出现很多失业现象，对社会公平也会产生严重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看，每个时期出现的技术革命都会造成严重的失业现象。科学技术代替了劳动力之后，

这些劳动力就会失去工作，会淘汰掉很多工作岗位。人工智能确实可以代替人类的体力劳动是一种高端

技术，并且雇佣机器人的成本远远低于雇佣劳动力，而且会产生更高的工作效率，所以人工智能对于劳

动密集型产业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会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致命的打击。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很多传

统岗位，尤其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岗位，以及一些需要进行重复工作的岗位就会被代替。而且在这些工

作中，工作效率会大大提升，节省了大量生产成本，但是会剥夺工人的劳动权，工人就会面临下岗，并

且收入减少，生活质量降低，增加工人的挫败感。严重加剧了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甚至导致社会结构

出现不稳定。不仅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此，智力密集型产业也会受到影响，比如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等

等，都已经有了人工智能代替工作岗位的现象。如果人工智能应用范围继续拓展下去，绝大多数工作都

可以由人工智能完成，那么，人类就会面临大规模失业，人类的主体地位将受到质疑，因为工作不仅仅

是为了谋生，而且是人的主体标志[5]。如果因为人的技术比不上人工智能技术，就面临下岗，遭到时代

的抛弃，这将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当然，现在也出现了一个新的说法，认为新技术的出现，也必然

会带来一些新的工作岗位。但是这些工作不是那些普通的劳动工人可以胜任的。并且，头脑简单的工人

从事简单劳动，不需要太多的劳动技能，即使对他们进行培训之后，他们也不一定能胜任需要高端技术

的岗位。即使可以在市场中找到工作岗位，但是也会被机器所淘汰。人工智能的出现对这些头脑简单的

工人是非常不公平的。人工智能技术如果继续发展下去，除了可以增加工作效率，也会加剧社会的不公

平。谁能够全面掌握人工智能技术，谁就可以在社会中获得优势地位，在社会上形成了人工智能鸿沟，

这是不可跨越的[6]。并且这一鸿沟存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为了避免技术主宰人类，劳动者必须进行

两项准备，包括心理和技能。政府也要全面考虑人工智能对传统工作的打击，要为那些头脑简单的工人

找到新的出路，借助教育帮助他们提高专业技能，保障他们的生存权利。 

3.3. 人工智能导致的社会伦理问题 

3.3.1. 对环境产生的伦理问题 
人工智能为人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严重危害了环境，主要产生两个方面的危害。第一个是制造产

品时发生的危害，比如出现的废料。第二个是产品更新换代产生的危害。比如，在太空中进行探索的机

器人。基本上只能进行一次使用，就会变成太空垃圾，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环境问题。 

3.3.2. 对医疗产生的伦理问题 
医疗机器人首先会冲击医疗公平，因为绝大多数患者无法承受昂贵的医疗费用而，人工智能医疗也

只是针对少数群体。其次，会影响到病人的隐私。比如人工智能会分析病人信息，但病人信息就会泄露，

即使进行手动删除，也存在隐私泄露的风险。最后，对医疗安全提出挑战，即使人工智能技术非常精准，

但是处理突发情况的能力还是远远不如医生。并且，责任界定也存在问题。 

4. 应对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路径 

4.1. 加强人工智能的隐私保护 

人工智能采集到个人的隐私信息之后，如果不进行正确管理，就会出现隐私泄露，严重影响用户的

隐私权。因为每个人的隐私权都是不可侵犯的，如何正确使用人工智能保护好用户的个人隐私，已经成

为了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7]。一方面，国家应该制定出有关人工智能隐私保护的法律。因为人工智能发

展非常快，之前提出的隐私保护法。不能符合现代生活需要。因此，要做到与时俱进，紧紧跟随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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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技术的发展。根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提出新的隐私保护法，为用户隐私提供保

障，防止由于人工智能隐私保护法的不完善，制约人工智能的发展情况。另一方面，一定要强化人工智

能数据收集的监管工作。防止无良商家或机构借助职务之便，侵犯用户隐私信息。数据采集也要有专门

的工作人员进行，采集后的数据也要做好保护，不可以让无关人员接触到这些信息。如果发生信息泄露，

也能够很快找到相关人员。除此之外，有关单位用完数据信息后，一定要加强保护工作，对数据做好后

续的安全处理[8]。也要加强采集应用数据的监管工作，在监管过程中，如果发生违反隐私保护法的行为

一定做出严格惩处，坚决杜绝违法行为。 

4.2. 提高民众的科技知识水平 

人工智能对劳动密集型岗位的影响比较大，可以代替劳动力从事重复的生产劳动。但是也出现了新

的岗位，即知识密集型岗位，在这个岗位上只有具备高技术的专业人才才能胜任，但是绝大多数员工不

具备这样的专业技术，他们缺乏专业的理论知识[9]。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政府大力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优先发展教育，在教育领域增加各方面的投入。高

科技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让学校和相关的机构对学生展开科技教育。让学生从小树立起科技创新意识，

为国家打造高水平的人才团队，满足新时代对高质量人才的需求。其次，企业也要承担责任，不仅追求

经济效益，也要追求社会效益，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帮助缓解就业压力，

并且对内部员工经常组织有关人工智能的培训活动，定期举办知识竞赛。通过合理的惩罚激励员工学习

积极性，提高员工胜任人工智能相关工作的能力。最后。科研人员也要树立起责任意识，不仅肩负研发

责任，还要对科学技术进行普及，让更多的群众了解到科学技术，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应用到科学技术。

帮助群众树立起严谨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运用科学方法解决问题，提高他们的科学水平，让更多群

众熟悉和了解科技智能产品的使用。 

4.3. 加强伦理制度建设 

随着人工智能的后期发展，非常有必要建设伦理制度。伦理制度的构建，需要人类对曾经出现的制

度重新进行审视。也可以建立新的制度研究人工智能产品。与伦理制度进行结合，或许是解决人工智能

伦理问题的有效方式。制定伦理制度是为了保障人工智能产品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提高人工智能应

用中的安全性，需要同时进行。针对使用人工智能产品的用户提出伦理制度规范。因为人工智能不仅需

要帮助人类减轻劳动，而且还要满足人类的各种社会需要。如果人工智能缺失道德主体，用户就会成为

他的道德主体，所以需要制定伦理制度规范，比如用户不可以为了自身利益损害他人的利益。因此，如

果人工智能会对社会造成危害，应该禁止在这个领域内使用。除了制度规范也要培养责任意识，也就是

说，人工智能使用者要培养主体信念，加强道德修养，提高责任意识。 

5. 结论 

综上所述，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伦理问题正对人类生活产生严重的影响，所以针对这一系列伦理挑

战，社会各界都要广泛重视，各个领域都要参与研究人工智能出现的伦理问题，认识到人工智能在发展

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因地制宜地提出当今时代的伦理道德规范，促进人工智能实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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