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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与技术和谐共生是新时代科技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主题，而理论内涵深刻的马克思科技伦理

观为此提供了世界观与方法论引领。马克思科技伦理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重要内容，在现代社

会进程中日益显示出其思想影响力。自ChatGPT以尖端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形象惊艳亮相以来，它便迅

速获得了业界的推崇及全球范围内的热烈讨论。这一事件进而促使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及其带来的担忧，

在业界及各领域层面广泛引起了人们的注意。ChatGPT凭借其“高度类人化的语言交流能力”，预示着

拥有深度学习能力的高级人工智能语言模型将在科技发展的历程中树立一座显著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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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and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theme for the construc-
tion of a str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try and an innovative country in the new era, and Marx’s 
eth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ch has profound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provides a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this purpose. Marx’s concept of eth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hich has increasingly shown its influenc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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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ss of modern society. Ever since ChatGPT made its stunning debut as a cutting-edge gen-
er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t has quickly gained the respect of the industry and heated 
discussions around the world. With its “highly humanized language communication capability”, 
ChatGPT signals that advanced AI language models with deep learning capabilities will set a signif-
icant milestone in the course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ChatGPT, with its “highly humanized 
language communication capabilities”, signals that advanced AI language models with deep learn-
ing capabilities will set a significant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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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科技伦理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重要内容，在现代社会进程中日益显示出其思想影响

力。马克思科技伦理观肯定人与技术之间的内在关联，将伦理关怀延伸至技术发展领域，促进人在尊重

技术价值进程中形成保护自我生存环境的道德责任，具有丰富深刻的理论内涵。 

2. 马克思科技伦理观概述 

2.1. 马克思科技伦理观的内涵 

第一，人与技术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技术作为“固定资本”，在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的技术二重性，是“对象化劳动”的凝结形式，构成了科技伦理观的

哲学根基。ChatGPT 的 Transformer 架构通过预训练海量文本数据，将人类语言能力对象化为可计算的参

数矩阵，其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数字空间的具象化，其对立统一关系需置于“对象化劳

动”与“异化劳动”的辩证框架中理解。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主体通过劳动将内在目

的转化为客观存在的必然中介，模型通过自注意力机制模拟人类语义联想，体现了技术作为认知范式物

质载体的属性。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技术不仅是肢体的延伸，更是人类认知范式的物质载体，

这种对象化劳动可能异化为“数据商品化”的工具。以 ChatGPT 与微软的合作为例，其算法被整合至 Bing
搜索引擎以优化广告推送，形成“数据–流量–利润”闭环，本质是技术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吸收器”。

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ChatGPT 的算法霸权可能瓦解传统劳动形

式，导致“数字无产阶级”的诞生——用户注意力被商品化，劳动者沦为数据生产的附庸。在异化维度

上，当技术系统被资本逻辑支配时，其发展偏离人的本质需求，导致“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在数

字资本主义语境下，这种异化具体表现为算法对人的认知殖民，技术由此从解放性力量蜕变为操控主体

的“自动机体系”。最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技术与人性的统一需通过生产关系变革实现。正如《德意志

意识形态》指出的，只有消除“旧式分工”，技术才能从“统治人的物质力量”回归“人的自我确证的本

质”。马克思提出，人和技术之间并非绝对的对立，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科技进步。人的

能动性让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但技术仍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只有在技术运用过

程中协调好人与技术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取得符合人类需求的理想结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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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实现人与技术的和谐融合被视为一项核心追求[2]。马克思强调，

人类最根本的特性在于能够自由地、有意识地行动，这一特性根植于通过技术性生产劳动实践对外部世

界进行改造的过程。人与物质在技术存在状态下的相互作用模式，对个体的自由程度及技术的演进路径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的本真状态既非原始的无为状态也不是遮蔽人的本质的异化社会形态，而是实现

了人与技术和谐统一的自由人联合体[3]。例如对存在论革命而言，技术性生产劳动构成人类“类本质”

的实现方式。不同于黑格尔将劳动视为精神外化，马克思强调物质生产实践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

常深刻的基础”。现代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模拟人类智能，将这一实践范畴拓展至数字存在领域。 
第三，社会制度性质决定人与技术统一的实现形式。马克思关于“社会制度决定技术实现形式”的

命题，需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考察。首先是技术的社会嵌入性，在《哲学的贫困》中，马

克思强调“手推磨产生封建主社会，蒸汽磨产生工业资本家社会”。技术始终是特定生产关系的物质载

体，当代人工智能算法的价值负载性印证了这一判断。其次是制度的中介机制，资本主义将技术转化

为“吸纳活劳动的吸收器”，其创新逻辑服从剩余价值增殖；社会主义则要求技术发展遵循“人类需要

的满足与能力的全面发展”；以 OpenAI 与微软的合作为例，ChatGPT 被整合至 Bing 搜索引擎以优化

广告推送算法，通过用户点击行为实现资本增殖。这种“数据–流量–利润”的闭环，本质是技术异化

为“吸纳活劳动的吸收器”，导致用户注意力被商品化，加剧数字劳动的剥削性。这种制度差异在人工

智能伦理领域具象化为资本驱动型创新与人文导向型创新的本质分野。最后是技术革命的双向效应，马

克思既肯定机器大工业“撕碎封建羁绊”的进步性，又揭露其强化剥削的破坏性。这种辩证视角警示我

们，当前人工智能革命既可能通过认知自动化实现“劳动解放”，也可能因算法霸权导致“数字无产阶

级”的新压迫。 

2.2. 马克思科技伦理观的当代价值 

2.2.1. 引领物质文明发展 
一方面，马克思的科技伦理观念高度赞扬了科学技术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强调科技是人类本

质力量的对象化展现，是推动社会变迁及实现人类自由的关键工具。另一方面，该观念运用历史视角，

深入剖析并批判了以往的科技伦理议题，主张科学技术应致力于服务全人类，经济发展既要遵循科学规

律，更要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践行科学发展观变得尤为重要，需以此为指导原则，引领物

质文明迈向新的高度。在算法设计层面，马克思科技伦理观强调技术与社会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要求

算法设计遵循公平正义原则，避免歧视和偏见。例如，外卖平台算法应避免压缩配送时间导致的劳动异

化，信贷评估算法应避免阶层歧视，刑事司法算法应避免种族偏见。通过提高算法透明性、建立算法影

响评估制度，确保技术为大多数人服务，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在数据使用方面，马克思技术伦理思想

指导我们推动技术理性的人文回归，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大数据技术应遵循无害共济和公

平正义原则，防止数据商品化和隐私侵犯。通过建立健全数据确权制度，确保数据为公共利益服务，避

免数据资本主义的新型剥削形式。 

2.2.2. 引领政治文明发展 
鉴于科技社会化进程的加速，科技伦理随之兴起并逐渐发展。然而，面对科技领域的崭新动态与历

史演变，仅依赖道德教化与舆论引导来探讨科技伦理的社会构建显得不足。为此，需依托政策与法律的

强制力，同时以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科技伦理观念为理论支撑，来规范社会成员的科技行为。政策与法律

作为政治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不仅映射了政治理念的本质，还关乎政治目标的具体实现与贯彻。在制

定相关政策与法律时，必须全面考量正义性、公平性等多重维度。在当今科技广泛融入社会的背景下，

将科技伦理准则融入法律与政策的设计执行中显得尤为必要[4]。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5421


宋美祺 
 

 

DOI: 10.12677/ass.2025.145421 519 社会科学前沿 
 

2.2.3. 促进精神文明的发展 
马克思的科技伦理观念倡导人们采取审慎质疑的立场，并结合长远视角审视自我行为，以此激发持

续性的反思：何为真正的发展本质，何种道德堪称正义，以及科技及其伦理标准在何种条件下具备正当

性与善性。此观念的影响不仅局限于科技或伦理规范本身，而是深刻作用于人类社会的当前境遇及未来

走向。唯有秉持马克思科技伦理观，我们才能清晰地规划未来社会的演进路径，进而构建并实现科技成

果与人类生存发展和谐共融的局面。在这一愿景中，科技真正彰显为人类本质力量的体现，全心全意服

务于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应用场景中，马克思科技伦理观强调科技应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避免技术异化。例如，教育资源的算法分配不应加剧代际贫困，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需考虑患者的经

济承受能力。通过构建符合马克思主义伦理的算法治理框架，确保技术应用体现人文关怀，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 

3. ChatGPT 发展现状分析 

3.1. ChatGPT 的发展历程 

2022 年 12 月 1 日，OpenAI 推出人工智能聊天原型 ChatGPT，为 AI 界引发了类似 AIGC 让艺术家

失业的大讨论。ChatGPT 是一种专注于对话生成的语言模型。ChatGPT 作为专为对话生成设计的语言模

型，能够通过深度学习用户输入的文本内容，灵活生成智能化回复。这些回复既可以是简短的词汇，也

能够是长篇的论述。其中，“GPT”代表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即生成式预训练变换模型。

通过深度学习大量现成的文本与对话数据集(诸如维基百科等)，ChatGPT 能够模拟人类实现即时对话，并

流畅地解答各类问题。无论面对的是英文、中文还是日文等语言，从回顾历史问题、创作故事，到起草

商业计划书乃至进行行业分析，ChatGPT 都展现出了近乎全面的能力。 
追溯至 2018 年，OpenAI 已开始发布用于内容生成的预训练语言模型 GPT，该模型能够支持文章撰

写、代码生成、机器翻译、问答系统等多种应用场景。每一代 GPT 模型的参数量都爆炸式增长：2019 年

2 月发布的 GPT-2 参数量为 15 亿，而 2020 年 5 月的 GPT-3，参数量达到了 1750 亿。ChatGPT 是基于

GPT-3.5 架构开发的对话 AI 模型，是 InstructGPT 的兄弟模型。 

3.2. ChatGPT 的主要功能 

3.2.1. 核心功能 
一方面，当用户开始与 ChatGPT 对话时，可以使用多种语言向 ChatGPT 提问或给 ChatGPT 任务，

从而获得反馈结果，ChatGPT 会根据用户的对话上下文选择使用哪些工具。 
另一方面，当用户上传文本文档(Word、PowerPoint、PDF、TXT 等)时，ChatGPT 会使用工具提取文

本并查找相关信息，并支持摘要等任务。 

3.2.2. 拓展功能 
一是网页浏览功能，由于 ChatGPT 的训练数据是静态的，因此它们有一个知识截止点，并不了解专

业主题和时事的一切，使用 Bing 浏览器可以使 ChatGPT 能够在互联网上搜索回答问题和完成任务所需

的其他信息。 
二是图像处理功能，当用户上传图像作为提示的一部分时，ChatGPT 使用 GPT Vision 模型来解释图

像，使它能够回答有关图像的问题，或使用图像中的信息作为其他提示的上下文。 
三是图像生成功能，当用户从 ChatGPT 请求图像时，它会使用名为 DALL-E 的工具来创建它。用户

无需担心制作完美的描述，只需使用简单的日常语言告诉ChatGPT用户希望看到的内容，它就会处理细节。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5421


宋美祺 
 

 

DOI: 10.12677/ass.2025.145421 520 社会科学前沿 
 

四是高级数据分析功能，付费用户可以使用高级数据分析(ADA)与数据文档(Excel, CSV, JSON)进行

交互。使用 ADA，ChatGPT 可以回答有关数据的定量问题，修复常见的数据错误，并生成数据可视化。 
五是语音交互功能，用户可以通过使用 ChatGPT 移动应用程序说话来与 ChatGPT 互动。使用网页版

ChatGPT 时，还可以让 ChatGPT 大声读出它的任何答案。 

3.3. ChatGPT 的主要特征 

其一，OpenAI 使用 RLHF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人类反馈强化学习)技术对

ChatGPT 进行了训练，且加入了更多人工监督进行微调。 
其二，具备自我纠错的能力，一旦用户指出错误，它能接纳反馈并据此改进其回答。 
其三，可以质疑不正确的问题。 
其四，可以承认自身的无知，承认对专业技术的不了解。 
其五，支持连续多轮对话，在对话过程中会记忆先前使用者的对话讯息，即上下文理解，以回答某

些假设性的问题。 

3.4. ChatGPT 在各领域的应用情况 

ChatGPT 的用途涵盖从客户服务到医疗保健等各个领域。其类似人类的文本生成和任务精简能力使

其成为提高各行业生产力的有力工具，巩固其在现代技术和日常应用中的关键作用。 
科技行业在 ChatGPT 的采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截至 2023 年 5 月，77%的营销人员使用该工具。教

育是另一个关键领域，43%的大学生报告使用 ChatGPT 进行学术目的。其余领域例如作家和营销人员使

用 ChatGPT 生成博客文章、社交媒体内容以及产品描述，简化他们的工作流程并提高生产力；企业整合

由 ChatGPT 驱动的聊天机器人，以提供全天候客户支持，处理查询并有效解决问题；开发人员利用

ChatGPT 调试代码，生成代码片段并解释复杂的编程概念；研究人员和分析师使用 ChatGPT 来解释数据、

生成报告并集思广益分析方法。 

4. ChatGPT 发展中的伦理问题剖析 

4.1. 加剧算法偏见与歧视 

人工智能的核心使命是模拟并拓展人类智能边界，而人类社会固有的偏见与歧视问题极有可能会被

镜像反映到人工智能系统内。首先，与人类社会结构紧密相连的大数据资源，内含根深蒂固的偏见成分。

大型模型在数据学习的过程中，不仅会习得刻板的关联模式，还会从训练素材中吸纳偏见，并将这些偏

见传递给特定社群，从而强化或深化社会刻板印象，导致某些群体遭遇不公平的对待[5]。其次，ChatGPT
这类系统在人机互动环节中能够捕获并分析用户的反馈，通过持续的回馈循环与自我强化学习机制，不

断提升其准确性。然而，若用户怀有不良意图，故意散布虚假信息或含有偏见、歧视等个人立场的回复，

那么系统便可能产生有害的输出，进而引发不良影响。例如清华大学 2022 年的研究中，通过输入“教师

通常具备耐心和细心”等中性描述，GPT-2 生成的职业画像中男性占比 70.59% (n = 10,000)。进一步对比

ChatGPT-3.5，实验显示其将“护士”关联为女性的概率仍高达 82.3% (置信区间 ± 2.5%)，表明模型偏见

未因参数量提升而显著改善。2023 年，美国劳工部调查发现，某招聘平台使用 ChatGPT 筛选简历时，女

性候选人通过率比男性低 19%，最终该平台因违反《公平就业法》被处以 320 万美元罚款[6]。此外，2024
年 Meta 公司因 ChatGPT 生成的广告推送算法涉嫌种族歧视(非裔用户被定向推送高利贷广告的概率是白

人的 2.3 倍)，遭到民权组织集体诉讼[7]。这些案例表明，算法偏见已从技术问题演变为系统性社会风险。

除此之外，ChatGPT 可能会成为别有用心者散布有害信息的工具，用以传播不当言论，制造人身攻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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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冲突等。 

4.2. 加剧数字鸿沟问题 

在全球信息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迅猛进步不仅重塑了人类的日常生活模

式，还极大地促进了数字终端与网络接入的广泛渗透。然而，这一趋势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数字鸿沟

的现象。在那些经济基础薄弱、设施建设滞后的地区，以及面临互联网接入局限的群体，往往难以承担

智能设备的购置成本，同时也欠缺操作这些设备及利用相关服务所需的技术知识与能力[8]。另外，

ChatGPT 等应用的兴起，进一步对用户的隐私保护标准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对于网络安全意识淡薄、

相关知识匮乏的用户群体而言，其个人隐私面临的风险显著加剧。国际电信联盟(ITU)于日内瓦发布的

《2024 年事实与数据》年度报告显示，非洲农村地区仅 12%的学校具备稳定网络接入，而同期挪威农村

地区的网络覆盖率高达 98%。在肯尼亚，一项针对教育工作者的调研显示，83%受访者因网络延迟无法

使用 ChatGPT 辅助教学；相比之下，新加坡教育部已为全国中小学部署定制化 ChatGPT 教育版，学生使

用率达 91%。技术可达性的两极分化，揭示了全球互联网发展的结构性矛盾。以印度为例，2024 年其城

市地区 ChatGPT 用户数增长率为 58%，而农村地区仅为 6%，进一步印证了技术普惠的困境。数据显示，

尽管全球网民规模持续扩张，但数字鸿沟呈现结构性深化特征：全球未联网人口达 26 亿，占总人口的三

分之一，其中农村地区及经济欠发达地区成为信息孤岛的重灾区。这意味着在农村地区及部分经济欠发

达地区，仍有大量民众无法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红利，不仅限制了他们的信息获取渠道与社会参与度，

也成为了制约其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高收入国家，互联网普及率高达 93%，而在低收入国家，

这一比例仅为 27%。这种巨大的差距不仅体现在互联网接入上，还反映在 5G 网络覆盖上：高收入国家

的 5G 网络覆盖率高达 84%，而低收入国家则仅为 4%，最弱势群体由于无法接入互联网，难以获取信息、

教育和就业机会，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9]。 

4.3. 对人类主体性与自主性的影响 

从人本主义伦理视角出发，人类被赋予了固有的、优先的价值地位，伦理体系的架构紧密围绕人类

中心展开，其核心在于“人类对世界的塑造作用”。然而，在人机共生的现代社会背景下，人工智能正逐

步具备实施自主道德行为的能力，且凭借其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能够轻易地分析、辨识并影响人类的

观念结构与认知体系，进而可能导致“人类被人工智能所塑造”的现象，这无疑会对作为终极目的的人

类主体性构成挑战。一方面，在当前 ChatGPT 构建的数字环境中，大众心理所生成的逻辑会受到这一新

型数字形态的干扰，形成“排斥–疑惑–信任”的心理逻辑，陷入其所营造的算法舒适圈，消磨使用者

的主体性与独立性。另一方面，当使用者在与 ChatGPT 进行对话时，其谈话过程与“人类交互”高度相

似，会令使用者陷入“认知舒适圈”，使应用者获得精神认知的舒适性，造成对现实事物的误判，从而导

致认知狭隘化[10]。以搜索文献为例，使用 ChatGPT 能够迅速找到相关文献并生成文献综述，但过度依

赖令使用者失去了相关学术训练甚至丧失能力。2023 年，美国田纳西大学健康科学中心的一名放射科医

师涉嫌利用 ChatGPT 进行批量论文撰写的学术事件引发广泛争议。据披露，该医师在短短四个月内通过

人工智能技术生成 16 篇科研论文，其中更有 5 篇已通过同行评审流程在专业期刊正式发表。这一事件显

然对学术研究的专业性与严谨性构成了严重威胁。 

5. 马克思科技伦理观对 ChatGPT 发展的启示 

5.1. 对人类主体性与自主性的影响 

马克思科技伦理观是对科学技术进行批判的伦理关照，这种批判性的伦理关照实质是科学技术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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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在遵循技术发展规律与人文价值导向的双重维度上，人的发展与科学技术具有内在

统一性。在探讨人机共生这一议题时，我们迫切需要采取以人为本的视角，来明确两者在社会结构中的

相应地位[11]。在人类集体福祉层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于促进人类共同确认的社会目标的实现，如创

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升经济效益、推动社会进步、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等。在个体福祉层面，生成式人

工智能应促进或者补充人类能力，如在客观上提升人的认知效率、提升人类快速获取信息的能力、准确

处理与评估信息、作出正确合理的决策等。对弱势群体，除考虑成本效益外，还应关注公平可及。 

5.2. 以批判性思维审视 ChatGPT 技术发展 

批判资本逻辑推动的资本主义技术全球化统治，是马克思科技伦理观的重要内容之一。ChatGPT 犹

如一场宏大的奇幻展演，激发了人们对科技远景的无限遐想。在遭遇此番震撼性变革之际，人们既目睹

了它赋予的种种便捷与优越，也日益深切地体悟到，有必要深刻反思并严谨应对其可能招致的广泛社会

风险及伦理价值挑战。 
为系统性消除算法偏见，需构建数据“预处理–模型优化–后处理”三阶段治理架构。在预处理阶

段，可采用 Google 的 TFX (TensorFlow Extended)数据验证工具，自动检测训练数据中的敏感属性(如性

别、种族)分布偏差，并结合合成少数类过采样技术(SMOTE)平衡样本[12]。模型优化环节需引入 IBM 的

AI Fairness 360 开源库，通过“平等机会”(Equal Opportunity)和“Demographic Parity”(人口统计均等)指
标约束损失函数，确保不同群体间的误分类率差异不超过 5%。以微软 Azure ML 平台为例，其内置的“公

平性仪表盘”可实时监控 ChatGPT 输出的偏见水平，并生成可视化报告供开发者调整参数。后处理阶段

建议部署动态阈值校准，如采用 Adversarial Debiasing 算法，通过对抗网络动态修正输出结果中的歧视性

内容。在数据预处理阶段，应通过清洗与平衡样本、运用对抗训练等去偏技术、变换或移除敏感特征，

从源头降低偏见风险。模型优化环节需引入公平性正则化约束，采用对抗训练机制，并同步监测平等准

确率等评估指标，确保学习过程不放大偏见。后处理阶段则通过实施动态阈值校准与补偿算法，实现群

体间误分类率的再平衡。技术实现层面，需融合 LIME/SHAP 等可解释性工具进行决策审计，建立数据溯

源文档和用户反馈通道，形成“技术–管理”双轨透明机制。最终通过建立实时监控与动态评估体系，

根据应用场景变化迭代优化模型参数和约束条件，形成“检测–修正–反馈”的闭环治理架构，确保算

法公平性在动态环境中的持续有效。 
对于 ChatGPT 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可以通过明晰技术应用的公平机制、完善伦理风险的预警机制、

补足伦理审查的追责机制等方式进行补足解决。例如在完善伦理风险预警机制方面，建立伦理风险智能

监测、预警及管控机制，构建三级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低/中/高风险)，并利用类似 ChatGPT 的生成式人工

智能对安全风险点进行识别与分析。同时，针对不同的伦理风险制定相应预案，开发风险预警系统进行

监测。一旦发现潜在风险，及时向执法部门、应用企业、用户等发送预警信息，以便及时应对。 

5.3. 促进 ChatGPT 发展与社会公平协调共进 

一方面，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数字经济的底座支撑，网络基础设施质量直接影响国家竞争力

和社会公平实现。政府需制定《人工智能普惠基础设施法》，明确将一定比例年度财政收入定向投入偏

远地区网络建设，并通过税收减免鼓励企业参与“数字乡村”项目。例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象

明乡倚邦村委会茨菇塘村得益于中国移动云南公司在全省实施的“数字边疆”行动方案，实现边境地区

5 户以上自然村 4G/5G 网络综合覆盖率达 100%。截至 2024 年 10 月，实现 25 个边境县(市)及下辖乡镇

政府驻地 4G/5G 网络连续覆盖、沿边行政村 4G/5G 网络覆盖率 100%、边境管理机构及贸易机构 4G/5G
综合覆盖率 100%，这标志着云南移动已提前完成大部分“宽带边疆”2025 年工作目标[13]。此外，可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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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欧盟“数字欧洲计划”，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农村地区 AI 培训中心建设，为每村至少培养 2 名“数字导

师”，负责教授 ChatGPT 基础操作与隐私保护技能。例如，印度喀拉拉邦通过该模式，使农村地区 AI 工
具使用率提升 37% (2024 年数据)特别是在农村及偏远地区，可通过 PPP 模式(公私合营)吸引社会资本参

与，结合政府补贴，实现快速且可持续的网络升级。此外，还可以利用光纤、5G 及卫星通信技术，打造

全方位、多层次的网络体系，确保信息时代的红利能够惠及每一个角落。在教育领域，ChatGPT 可以被

用于为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如阅读障碍、学习障碍)提供定制化学习方案，如生成有声文本、简化复杂知识

点，或通过模拟对话场景辅助语言学习，降低教育门槛；在电信行业，ChatGPT 可以被利用于优化多语

言客户服务，例如为不同语言用户提供 24/7 自动化支持，并通过数据分析识别欺诈行为，保护弱势群体

免受经济损失，或通过 ChatGPT 处理基础咨询，将人工客服资源优先用于复杂问题，提升服务响应公平

性。通过低成本、高效率的人工智能服务覆盖更多人群，特别是服务资源匮乏的地区[14]。 
另一方面，增强公众的数字能力至关重要。数字能力不仅局限于技术层面的操作能力，还广泛涵盖

了信息筛选、个人隐私维护以及网络安全保障等多个方面的综合素养。教育体系应从头抓起，将编程思

维、数据处理、网络安全等内容纳入基础教育课程，形成系统的数字素养教育体系。对于农村地区和老

年人群体，利用志愿者、社区力量开展针对性强的培训，同时开发简单易用的智能终端和应用软件，降

低学习门槛。政府还应鼓励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多方参与，形成数字素养提升的社会合力，构建终身学

习的数字环境，让公众在不断变化的数字世界中保持竞争力。 

6. 结语 

马克思对科学技术赋予了极大的伦理关怀，他立足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对人的发展行为进行伦理规

范，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对科学技术的异化现象展开伦理维度的批判，并据此构建关于人类解放的伦理

框架。马克思科技伦理观要求我们关注自然、社会、他人，这也正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价值取向。伦理的

发展能够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张力，从而解决科学技术的异化问题。故而，若能彻底揭开科学技术的

神秘面纱，消除其被妖魔化及异化的种种表象，实现全面的“去神秘化”，那么科学技术非但不会成为

制约人类发展的枷锁，反而将构筑起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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