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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如何避免!弗兰肯斯坦回形针"隐忧

近日! 一段百度董事长李
彦宏乘坐无人驾驶汽车上北京
五环的视频引发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和热议"我认为!从更深
层意义上看! 这里涉及人们对
科技进步的风险担忧和科技创
新中的责任问题"

!机器问题"卷土重来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 科技
创新在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
步带来福祉的同时! 也给人类
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
挑战和不确定性" 当前人们对
人工智能发展最大的担忧就
是! 认为人工智能短期会带来
大面积失业! 而长期可能会危
及人类生存! 甚至导致人类灭
绝"这就是所谓的#机器问题$!

也称#机器换人问题$%

&机器问题$的产生是伴随
着工业革命和自动化的发展而
兴起的% 早在两个世纪以前工
业革命时代的英国 ! &机器问
题$ 就曾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和
激烈的争论% 有些人担忧机器
只是有选择地让少数人受益 !

它会抢走所有人的工作并最终
彻底颠覆社会%比如!当时的经
济学家大卫'李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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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十分关注机器对于
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的影响 !特
别是劳动阶级认为使用机器通
常不利于他们自己的利益 (托
马斯)卡莱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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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认为 &机械恶魔$ 的破坏性
将会扰乱整个工人团体,

如今!&机器问题$ 又卷土
重来! 只不过它伪装成了另一
副面孔%科学家-经济学家和哲
学家都在热议人工智能技术带
来的深刻的潜在影响" 人工智
能技术突飞猛进! 机器人能够
执行曾经只有人才能胜任的各
种任务" 很多人担心机器会让
越来越多的人下岗! 引发不平
等问题和社会动荡" 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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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经济学人/杂志在其专
题报告 .人工智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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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重点关注了&机器问题$% 牛津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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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一项研究表明!

在未来
=>

年里!美国
ABC

的工
作都有转向自动化并被机器所
取代的风险! 这令现在的许多
工人感到更加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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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皮尤研究中心发布报告 .人工
智能 ! 机器人学和工作的未
来/!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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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专家认为!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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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人类完成的许多
工作将会被机器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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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半年! 英国央行首席经济
学 家 安 迪)霍 尔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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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 ! 英国大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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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个工作岗位*大约为总
量的一半+ 可能受到机器的威
胁! 而欧洲主要国家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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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岗位估计面临被机器替
换的风险% .未来简史/和.人类
简史/的作者-以色列著名未来
学 家 尤 瓦 尔)赫 拉 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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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预言!随着人工
智能技术的发展! 必将造就更
多的 &无用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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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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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人工
智能为经济价值的生产带来了
新的方式! 也对价值分配产生
了新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人
工智能的价值分配会使一部分
群体受益! 从而延续甚至加剧
现有的财富分配差距%

更有些人担忧人会像机器
一样思考! 人工智能会威胁人
类的生存% 未来超级人工智能
可能会不认同人类的目标 !转
而去摧毁创造了它们的人类 %

著名科学家霍金在接受英国广
播公司采访时表示0#人工智能
技术的研发将敲响人类灭绝的
警钟% 这项技术能够按照自己
的意愿行事并且以越来越快的
速度自行进行重新设计% 受限
于缓慢的演化速度! 人类无法

与之竞争和对抗! 最终将被人
工智能取代% 当人工智能发展
成熟时人类的末日就将来临% $

令人惊讶的是! 一直致力于无
人驾驶领域的特斯拉公司掌门
人埃隆)马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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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警告人类0#我们正在用人工智
能召唤恶魔%$苹果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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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克在今年
NI,

的毕业典礼上
的一句话更是发人深省0#我所
担心的并不是人工智能能够像
人一样思考! 我更担心的是人
们像机器一样思考! 没有价值
观!没有同情心!没有对结果的
敬畏之心% $

!负责任创新 "应运

而生

面对技术创新过程中可能
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欧美学界
首先提出了 #负责任创新 $问
题% #负责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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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将更多要素纳
入责任系统之中! 更多考虑人
的权利! 追求创新成果的绿色
性- 人文性与普惠性! 通过对
!

科技
+

创新的管理!力求使创新
在体现技术效用与经济效益的
同时!为应对社会挑战提供#智
慧性 -可持续性 -包容性 $的解
决方案%

首先! 负责任创新是理论
与实践双重逻辑必然性展开的
结果% 从理论维度来看! 一方
面!为了缓解科技与自然-科技
与伦理之间的内在张力! 人们
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及
企业社会责任-职业伦理-风险

管理-技术评估等理论!虽起到
了一定的作用! 但效果却不尽
如人意 ! 理论发展面临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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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以#责任伦理 $应对
技术带来的巨大威胁! 呼吁各
类群体参与到科技创新活动
中!以防止其造成严重后果%另
一方面! 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
忽视了社会与环境的影响 !而
伦理转向则面临伦理外在化问
题%因此!技术哲学的荷兰学派
倡导一种 #内在主义 $和 #价值
转向$进路!即技术与伦理并行
研究! 强调直接介入技术实践
以应对社会问题从而增强技术
创新的建设性! 而负责任创新
就是这一进路的主要代表% 从
实践维度来看!一方面!过往的
技术滥用带来的恶果和灾难迫
使人们对科技创新加以规制 %

随着公众的觉醒! 多元利益相
关者的协同成为创新的必然 !

科技创新必须充分考虑其利益
诉求%另一方面!科技创新是人
类社会进步的源泉! 但其作为
#创造性破坏$存在不可避免的
负效应!因此!应当对科技创新
的社会- 伦理维度进行更多考
量%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大力推
进科技创新! 比如我国的创新
驱动战略-美国的#能源新政$-

欧盟的#地平线
=>=>

计划$等!

这更要关注科技创新的环境 -

伦理-社会风险!确保科技创新
无害化-人性化!实现科技创新
成果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
场需求相结合%

其次!负责任创新的提出!

也是转变科学家的传统观念之
需%在当前科技创新过程中!某
些自然科学家仍然主张科学技

术 #价值中立论 $!有的公然宣
称科学家必须#为了科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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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步而不断努力! 甚至可以
不择手段 $! 也有的顽固坚持
#科技创新仅仅是为了满足科
学家的好奇心$ 的观念% 实际
上!高技术必然意味着强责任!

相比于一般社会公众! 由于科
学家掌握着科技创新发展的主
导性和权威性! 从而他们对科
技创新可能产生的风险更有发
言权! 也必将为其风险性承担
更大的社会责任%

正是在此背景下! 大批关
注科技创新的风险以及公众参
与的项目开始实施! 相关研究
也出现了爆炸式增长! 旨在通
过对科技创新过程中多元价值
的关照! 探求一种具有可持续
性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路%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负责
任创新并非消极压制科技创
新! 而是时刻警醒我们如何在
问题丛生的世界中#合宜地$发
挥科技创新的价值% 人类的生
存本质上是一种技术化生存 !

科技对人类的生活方式与生存
境遇具有重要的型塑作用 !在
当今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尤其
如此% 而人的目的对规制技术
至关重要! 因此人类需要通过
对目的的规约来融洽人机关
系% 负责任创新的价值在于把
伦理- 社会等多元因素纳入科
技创新中! 力求破解科技造成
的负面效应! 同时降低高技术
可能带来的风险! 实现人类对
科技及其影响的规制! 增强对
科技创新风险的防范意识 !从
而实现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最优
化% 这正是负责任创新所追求
的目的!也是其终极意义所在%

如何避免 !弗兰肯

斯坦回形针"隐忧#

机器能够脱离人类控制而
自己独立运行并不是一个新鲜
想法 ! 英国作家玛丽)雪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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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技术创新过程中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欧美学界首先提出了"负责任创新#问题$ "负责任创
新%!强调将更多要素纳入责任系统之中!更多考虑人的权利!追求创新成果的绿色性&人文性与普惠
性!通过对'科技(创新的管理!力求使创新在体现技术效用与经济效益的同时!为应对社会挑战提供
)智慧性&可持续性&包容性%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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