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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高水平、高速度的发展，人工智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潜移默化之中融入我们的

日常生活。然而，人工智能技术在便捷生活、开阔眼界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个人隐私数据泄

露、消费者角色的异变、企业责任意识淡薄等损害用户合法权益、侵害公共利益等负面影响，对此我们

需要在明确人工智能运作机理的基础上，警觉这些潜在风险并采取相关措施将人工智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降到最低，促进人技协同以期达到让人工智能趋好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平稳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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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high-level and high-spee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and is subtly integrated into our daily life. However, while ar-
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s convenient for life and broadens horizons, it also brings to a cer-
tain exten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personal privacy data leakage, consumer role changes, weak 
awareness of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and other harmful to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users and infringement of public interests, for which we need to be alert to these potential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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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ake relevant measures to minimize the negative impact caus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 promote human- 
technology collabor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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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众所周知，在数字化技术的助推下，人工智能的发展日新月异，在科学探索、医疗保健、金融服务

等多个领域广泛应用，逐部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大规模

普及，在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会不可避免的带来负面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类社会制度、政治经

济、伦理道德的阻碍。如何在现有法律框架和规范的基础上，制定适当的应对策略，是命运共同体下全

人类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我国网信办先后发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与《生成式人

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旨在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与规范应用。放眼国际，欧盟已

正式通过《人工智能法案》配搭以《数字服务法案》、《人工智能责任指令》等法律法规，为应对人工

智能技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形成规制体系并加以规范[1]。可以预见，国际上将持续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监

管规则进行探索，以形成更为丰富健全的理论体系。本文在明确人工智能技术相关概念及其运作机理的

基础上，分析其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结合国内外现有状况进行分析，为我国制度构建提出基本的应对

策略，以促进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及人工智能产业的有序发展。 

2. 人工智能的运作机理 

2.1. 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 

人工智能的英文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在汉语中翻译成“人工智能”，如同将

“Robot”翻译成“机器人”一样，表达了人们对智能技术的美好期待[2]。人工智能是一门研究如何让计

算机或机器具有智能行为的科学。智能行为是指能够感知、理解、学习、推理、决策和创造的能力。人

工智能的目标是让计算机或机器模仿或超越人类的智能，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和

社会效率。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包括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机器翻译、机器人、自动驾

驶、医疗诊断、游戏、艺术等。从广义上来说，人工智能是指机器或系统所呈现的任何模拟人类的行为，

而狭义的人工智能是指专门针对特定任务设计的人工智能，如搜索引擎、语音助手等。 

2.2. 人工智能的运行模式 

通常来说，人工智能作为一项让计算机或机器具有智能行为的技术，例如：感知、理解、学习、推

理、决策和创造等等[3]，其运作机理可以简单从以下三个角度说明。首先是数据转换，数据是人工智能

的基础，它提供了人工智能系统所需要的信息和知识数据可以来自各种来源，例如传感器、网络、数据

库等。数据需要经过预处理，例如清洗、标注、转换等，以便人工智能系统可以使用。其次是智能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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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是人工智能的核心，它定义了人工智能系统如何从数据中学习和执行任务。算法可以分为不同的类

型，例如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算法需要根据任务的目标和数据的特点

选择合适的模型和参数。最后是技术应用，应用是人工智能的展示，它将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到实际的问

题和场景中。应用可以涉及各个领域，例如语音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机器翻译、机器人、

自动驾驶、医疗诊断、游戏、艺术等，应用过程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和反馈进行评估和改进[4]。 

3. 人工智能的法律风险 

考虑到其多面性，人工智能本质上涉及法律领域的方方面面，事实上，从法律哲学、人权、合同法、

侵权法、劳动法、刑法、税法、程序法等，几乎没有哪个法律领域不受人工智能的影响。 

3.1. 个人隐私数据的泄露 

个人隐私数据是指与个人身份、生活、健康、财产等相关的信息，例如姓名、年龄、性别、住址、

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码、医疗记录、消费记录等[5]。个人隐私数据是个人的重要财富，也

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如果被泄露或滥用，可能会给个人造成严重的损失和伤害，例如被盗用身份、被骚

扰或威胁、被歧视或排斥、被欺诈或敲诈等。个人隐私数据泄露的风险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过程中。首

先，数据收集过程。为了让人工智能系统具有更好的性能和效果，需要大量的数据进行训练和测试。这

些数据往往涉及到个人隐私数据，例如语音识别系统需要收集用户的语音样本，图像识别系统需要收集

用户的面部特征，自然语言处理系统需要收集用户的文本内容等。这些数据收集过程可能没有得到用户

的充分知情和同意，也可能没有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导致用户的个人隐私数据被暴露或泄露。 
其次，数据传输过程。为了让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快速地处理和响应用户的请求，需要将用户的数据

传输到云端或其他服务器进行分析和计算。这些数据传输过程可能没有使用安全的加密和认证技术，也

可能没有遵守相关的法律和规范，导致用户的个人隐私数据被截取或窃取[6]。紧接着，数据存储过程。

为了让人工智能系统能够持续地改进和优化，需要将用户的数据存储在数据库或其他存储设备中进行管

理和更新。这些数据存储过程可能没有使用合理的访问控制和审计机制，也可能没有定期地删除或销毁

过期或无用的数据，导致用户的个人隐私数据被泄露或滥用。最后，数据分析过程：为了让人工智能系

统能够提供更多的功能和服务，需要对用户的数据进行深入地分析和挖掘。这些数据分析过程可能没有

考虑到用户的意愿和利益，也可能没有遵循相关的伦理和道德原则，导致用户的个人隐私数据被利用或

滥用。 

3.2. 消费者角色的异变 

人工智能等信息通信技术使得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移动设备等渠道获取海量的商品或服务信息，

但这也使得消费者面临着信息过载和决策困难的问题。消费者往往难以从众多的信息中筛选出真实、有

效、有用的信息，也难以从众多的商品或服务中选择出最适合自己的商品或服务[7]。这可能导致消费者

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信息搜索和比较上，也可能导致消费者产生后悔、不满或失望的情绪。 
首先，消费心理和行为的异变。信息通信技术使得消费者可以与商家进行更加频繁和深入的交流和

互动，也可以与其他消费者进行更加广泛和多样的分享和参与，但这也使得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行为发

生了变化。一方面，消费者可能受到商家或其他消费者的影响或诱导，产生不理性或过度的消费行为，

例如冲动购物、盲目跟风等。另一方面，消费者可能受到商家或其他消费者的评价或反馈的影响，产生

不自信或不满意的消费心理，例如选择困难、后悔感觉、失落感觉等。 
其次，消费文化和社会价值的异变。信息通信技术使得消费者可以接触到不同地域、国家、文化的

商品或服务，也可以表达自己对商品或服务的看法和态度，但这也使得消费者面临着消费文化和社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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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冲突。一方面，消费者可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或冲击，忽视或放弃自己本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另一方面，消费者可能受到自身价值观的限制或约束，难以接受或尊重其他文化的差异和多样性。 

3.3. 企业责任意识的淡薄 

人工智能使得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移动设备等渠道进行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售后等，但这

也使得企业面临着产品质量和安全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更新和变化，企业可能难

以跟上技术的发展和变化，导致产品出现缺陷或故障。另一方面，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

性，企业可能难以控制和管理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导致产品出现漏洞或风险。例如，网络攻击、数据泄

露、系统崩溃等现象屡见不鲜，给企业和消费者造成了损失和危害[8]。 
从服务质量和满意度角度来看，人工智能使得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移动设备等渠道提供更加便捷

和多样的服务，但这也使得企业面临着服务质量和满意度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高效性

和低成本性，企业可能过分依赖或替代人工服务，导致服务缺乏人情味或个性化。另一方面，由于信息

通信技术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企业可能难以保证服务的连续性和可用性，导致服务出现中断或延迟。

例如，网络拥堵、系统故障、客服繁忙等现象时有发生，给消费者造成了不便和不满。 
从产品创新和竞争力角度来看。人工智能使得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移动设备等渠道获取更多的市

场信息和消费者反馈，但这也使得企业面临着产品创新和竞争力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

普及性和开放性，企业可能难以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或商业秘密，导致产品被仿制或抄袭。另一方面，

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同质性和易替代性，企业可能难以区分自己的产品或服务特色或优势，导致产品缺

乏创新或竞争力。例如，同类或类似的产品或服务充斥市场，给消费者造成了选择困难或决策困难。 

4. 人工智能法律风险的应对之策 

人工智能的诞生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帮助人类解决许多难题，提高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但也可能

带来一些风险和挑战，如上述的失业、歧视、隐私侵犯、安全威胁等。因此，我们需要在发展和使用人工

智能的同时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加以规制，注意保护人类的利益和价值，避免人工智能的误用和滥用。 

4.1. 加强法治惩戒力度 

针对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需要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信息技术的定义和

分类，规范信息技术的使用和管理，保障信息技术的安全和合法性。例如，我国已经出台了《网络安全

法》《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等相关法律法规，对信息技术的运用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

和规范[9]。在此基础上，明确各类信息技术的范围和标准，根据不同类别的信息技术，制定相应的使用

和管理规则，明确各方的责任和义务，防止信息技术的滥用和误用。例如，《电子商务法》第十六条规

定了电子商务经营者的基本义务，包括“遵守诚实信用原则，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与消费者、其他

经营者或者平台经营者约定的规则”。旨在保护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公民个人权利以及市场秩序，

促进信息技术的健康发展和创新应用。 

4.2. 扩展法律宣传渠道 

针对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影响，需要加强法律教育和宣传，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和素养，增强公众的

自我保护和维权能力，预防和减少信息技术带来的纠纷和损失。例如，可以通过媒体、网络、学校等渠

道，普及信息技术相关的法律知识和案例，引导公众合理、合法、安全地使用信息技术，通过法律教育

和宣传，让公众了解信息技术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原则，认识信息技术的权利和责任，树立遵守法律、尊

重法律、维护法律的观念，形成良好的法治文化，提高对信息技术可能造成的侵权、欺诈、诈骗等行为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927


陈琦 
 

 

DOI: 10.12677/ojls.2023.116927 6464 法学 
 

的警惕性和应对能力，增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和信心。 

4.3. 提升法律服务意识 

针对信息技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需要加强法律服务和监督，提供专业、及时、有效的法律咨询、

代理、仲裁等服务，解决信息技术带来的争议和问题，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秩序。例如，可以建

立专门的信息技术法律服务机构或平台，为公众提供便捷、优质、低成本的法律服务。此外，由于信息

技术的发展速度快，法律规制滞后，可能导致一些新的或尚未明确的争议和问题出现，需要有专门的法

律服务机构或平台来协调和处理，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或影响。例如，如果公众在使用信息技术时涉及

到了知识产权、数据隐私、算法责任等方面的争议和问题，可以向信息技术法律服务机构或平台寻求专

业的法律意见和解决方案。 

5. 总结与展望 

习总书记提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时要构建新一代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增长引擎，

但同时也强调人民至上的发展思想”，这说明人工智能不仅要注重技术发展，更要以人为底线，切实保

护使用者利益，针对其在发展过程面临的重重风险，要正确甄别做好提前预防工作，当风险发生时，做

好善后解决工作。总之，人工智能作为新兴技术在运行过程中不可能尽善尽美，这就需要多方配合，形

成治理合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有效归正并化解人工智能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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