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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技术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为社会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但是人工智能的飞速发

展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数据去隐私化、责任归属困境、社会公正缺失等伦理问题。为有效防范和控制人工

智能带来的伦理风险，应增强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文关怀，引导社会建立良好的伦理道德环境，并且进一

步完善伦理审查和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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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s the key to the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
trial transformation, bringing great convenience to social life. Howev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lso inevitably brings ethical issues such as data de-privatization, responsibil-
ity attribution predicament, and social justice deficiency. To effectively prevent and control the eth-
ical risks brought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humanistic car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guide society to establish a good ethical and moral environment, and fur-
ther improve the ethical review and supervis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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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工智能 

自人工智能技术诞生之日起，人类社会与人工智能的融合逐步加深，对于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

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 人工智能定义 
人工智能是一个内涵广泛的概念，通常指的是让机器或计算机系统具备某种程度的人类智能，比如

思考、学习、推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能够像人类一样分析、解构并处理各种复杂情境。而所谓的

人工智能技术，则是支撑这一目标实现的具体技术体系。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可以被视为人类

智能的一种模拟与延伸，既映射了人类对自身认知机制的理解，也拓展了智能在技术语境中的边界。正

如英国认知科学家玛格丽特·博登在她《人工智能哲学》一书中提到：“人的智能是意识的反应，人工

智能就是把人的一部分智能活动通过机械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了。这个外化的过程的具体细节是站在控制

论的理论上，实现电脑仿效人脑的部分功能的功能模拟方法。”[1] 
(二) 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 
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漫长而复杂，伴随着无数未知的挑战与跌宕起伏。从最初的理论构想到如今的

广泛应用，这一过程既反映了科技进步的轨迹，也折射出人类对智能本质不断探索的脚步。 
早在 20 世纪中叶，关于智能模拟的设想便已萌芽，其中以神经网络和“图灵测试”等理论为开端，

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初步框架。1956 年，达特茅斯会议的召开被视为人工智能正式形成研究的重要节点，

自此，相关研究逐渐系统化。然而，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尽管专家系统和逻辑推理程序等技术取得了一

定成果，但受限于计算力与应用环境的制约，人工智能数次遭遇热潮退却的“寒冬”阶段。直到 1980 年

代后期，统计机器学习崛起、数据资源逐渐丰富，加之硬件性能的显著提升，人工智能研究逐步从依赖

规则推理的传统模式转向基于数据驱动的算法体系。2010 年代初，迎来“深度学习”新革命，大规模神

经网络在图像识别等任务中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优势，引发了新一轮研究热潮，也极大拓宽了人工智能的

应用边界。而近年来，人工智能继续高速发展，迈入“大模型”时代，一批生成式人工智能涌现，拓展了

人工智能的能力边界，也为人类生活提供了诸多便利。 

2. 人工智能技术存在的伦理风险 

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与社会中的某些秩序发生了冲突，

引发了一定程度上的伦理问题。 
(一) 数据去隐私化风险 
人工智能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数据收集与隐私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作为模型训练和算法运行的基础

资源，数据被誉为“新时代的石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了提升系统的精准度与适应性，人工智能在

运行过程中往往会持续从物理世界中抓取并解析大量信息。这种高度依赖数据的运行机制不可避免地放

大了个体隐私的暴露风险。尽管目前多数人工智能系统在数据使用前会进行匿名化或去标识化处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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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保障用户隐私，但事实表明，这类防护措施并非牢不可破。随着数据融合技术与算法计算能力的

不断增强，模型可通过外部信息源进行交叉比对，从而反推出个体的身份和行为特征。更为严峻的是，

部分平台或企业在商业利益驱动下“超权限使用用户数据、超协定分析用户数据”[2]，进而形成隐蔽的

数据滥用风险。一旦这些数据系统遭遇黑客攻击或非法泄露，不仅会造成用户信息的不可控扩散，更可

能引发身份盗用、金融诈骗等严重后果，给个体带来切实损害。 
(二) 责任归属困境 
“责任伦理”[3]强调个体需对其行为所引发的后果承担相应责任。然而，在人工智能运行过程中，

开发者、平台运营商、算法设计者、数据提供方与终端用户等多方均参与其中，其职责边界往往交错重

叠、难以明晰，从而导致“责任主体模糊化”的伦理困境。这一问题在现实案例中已屡见不鲜，以 2018
年美国亚利桑那州 Uber 自动驾驶车辆撞击行人事件为例，事故发生时，系统将正在穿越道路的行人错误

识别为静止障碍物，最终未采取任何紧急避让措施。尽管存在感知算法缺陷、安全员疏忽与道路设计不

当等多重因素，但责任认定却陷入各方互相推诿的僵局，最终仅现场操作员被追究刑责，算法开发方与

企业主体并未承担相应后果。类似的情形亦发生在 IBM Watson 肿瘤辅助诊疗系统的争议中，其多次提供

不恰当的治疗建议，却因责任链条的复杂性，使医院、算法提供方与数据服务商之间彼此推卸责任，令

患者维权举步维艰。 
(三) 社会公正缺失 
人工智能所依赖的数据及其算法逻辑并非中立，其运行机制中往往隐含着对社会公正的潜在威胁。

由于多数人工智能模型是基于既有的历史数据进行训练，而这些数据往往嵌入社会长期存在的偏见与不

平等，如性别歧视、族群隔阂和经济地位差异等问题。而人工智能又具备“垃圾进、垃圾出”[4]的特性，

在处理此类数据时，极有可能将这些扭曲的现实识别为“常规”，从而在算法推荐、自动筛选甚至判断

中延续原有的不公，甚至加剧不平等现象。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对劳动市场结构

造成深远影响。大量依赖重复性操作的传统岗位正逐步被算法或机器人所替代，从而增加引发失业浪潮

的风险。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社会或将出现“技术鸿沟”所催生的新型阶层结构：一方面是掌握人工智

能技术的社会精英，另一方面则是因缺乏技术适应能力而在就业竞争中被边缘化的群体。 

3. 应对人工智能技术伦理问题的策略 

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问题，我们应当增强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文关怀，塑造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

环境，并进一步完善伦理审查与监管机制。 
(一) 增强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文关怀 
要实现科技更好的增进人民福祉[5]，关键在于增强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文关怀。首先意味着在技术开

发阶段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在算法设计、系统搭建与数据管理中，开发与管理人员应充分考虑人

的多样性与差异性，避免将技术推向冷漠的极端。其次，需要构建可供社会各界参与的开放式技术治理

机制，赋予使用者知情权、选择权与申诉权，使个体不再是被动接受者，而是人工智能演进过程的主动

参与者。尤其在涉及教育、医疗、养老、司法等高度敏感的公共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应以维护人的尊

严与基本权益为前提，避免仅以技术的可行性作为决策标准。最后，人工智能还应实现对弱势群体的包

容与保护。技术不应加剧社会鸿沟，而应成为弥合不平等的工具。这就要求在政策制定中关注数字弱势

群体的培训与使用权，防止其在智能化进程中被进一步边缘化。 
(二) 建设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环境 
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不仅源自技术本身的复杂性，更反映出社会整体伦理道德基础的缺位。若公众

缺乏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认知、伦理反思与价值判断，即使技术层面设置再多防护机制，也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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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有效防线。为此，应通过舆论监督、制度引导与价值共识，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形成积极的规范力量。

首先，伦理道德教育应贯穿人工智能的设计、开发、应用与监管全过程。高校与科研机构应将技术伦理

纳入人才培养体系，推动工程技术人员在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具备伦理辨识能力与社会责任意识。其次，

企业也应建立伦理审核机制与伦理风险预警制度，在算法设计、数据使用和结果呈现等环节主动承担道

德义务。最后，政府与社会组织应联动推进伦理价值的普及工作，通过立法、宣传、教育等手段，提升全

社会对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关注度与参与度，形成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治理格局。 
(三) 完善伦理审查与监管机制 
构建完善的伦理审查与监管机制不仅关涉技术的可持续发展，更关乎社会公正与公共信任的维护，

已成为应对人工智能伦理挑战的必要路径。首先，有必要在人工智能设计的初始阶段引入伦理评估机制。

类似于生物医学领域的伦理审查，人工智能在研发与应用之前，应由具备多学科背景的审查机构对其数

据采集、算法设计、应用场景与潜在影响进行系统评估，通过设立伦理前置关口，从源头减少决策偏差

与风险扩散的可能。其次，监管机制应具备灵活响应与持续监督的能力。考虑到人工智能具有动态学习

与自我迭代的特征，其输出可能随环境和数据变化而偏移。为此，亟须建立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全

过程的动态监管体系。同时，相关机构之间也需实现信息共享与协同治理，确保监管标准统一、响应高效。

最后，还应鼓励多元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推动形成包容性强的伦理治理结构。公众、企业与学术界等

都可共同参与到伦理议题的讨论与监督之中，通过设立开放性反馈平台、开展公众听证与算法解释机制

等，提升人工智能系统的透明度与公众可质询能力，增强社会对人工智能运行过程的信任感与掌控力。 

4. 结论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其在提升社会效率、重构产业格局和变革人类生活方式等方面展现出前

所未有的潜力。然而，技术扩张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伦理层面的挑战，包括侵犯数据隐私、责任归属模糊

以及社会不平等加剧等多重风险。这些问题不仅反映了技术本身的复杂性，更折射出技术背后所嵌套的

社会关系。因此，构建一套科学、系统、可行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体系已成为全球范围内亟需面对的重

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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