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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敏!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教师"历史学博士#

最近读完且颇感具有分

量的著作 ! 要数知名华裔学

者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

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

老师的新书 $观念的力量 %崛

起中的中国智库与思想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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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 ! 智库研究是

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界至为关

心的议题之一 ! 国家从顶层

设计层面也出台了一系列助

力智库发展的重要文件 !而

从学术发展自身的规律而

言 ! 寻求学术话语与现实问

题相结合 ! 智库建设确实提

供了一个殊为难得的广阔平

台 ! 为走出象牙塔创造了条

件)

不必讳言 ! 在经历过去

几年智库建设与发展的狂飙

突进后 ! 不少人都在思考智

库繁荣现象背后出现的各类

问题 ! 特别是有学者提出的

中国智库建设过程中的 *跟

风造库 +,*库多智少 +"*有库

无智 +等突出现象后 !有关智

库建设的利与弊成为业内同

行们绕不开的话题)

在本书作者看来 ! 当前

中国智库跨越式发展所折射

出来的 ! 恰是中国改革发展

进入了新阶段 !因此 !可以从

更为广阔的政治经济与社会

文化背景中寻求中国智库崛

起的答案 ) 李成近些年来关

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的新兴

力量与思想潮流 ! 以及知识

分子 " 学者讨论并参与公共

政策背后的观念逻辑 ! 提出

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 ) 进

而 ! 这些内容需要有效传递

给中国以外的读者与研究

者 ! 从而避免让他们对中国

当前的智库发展产生千篇一

律 " 或是运动式兴起的刻板

印象)

书中对于当前中国智库

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突出现象

和问题 ! 都做了非常坦率的

解读 ) 由于中美两国社会发

展阶段的不同 ! 一些美国特

有的现象 !如智库 *旋转门 +

机制 !并不一定适合中国 -中

国智库发展过程中如何使自

身定位清晰化 ! 如何处理各

方面关系 ! 也是智库长期发

展与健康运行的前提保证)

本书内容布局兼具宏观

性的整体介绍和具体智库的

个案介绍 ! 也包含作者对于

若干具有重要学术和社会影

响力的学者 " 知识分子的访

谈式介绍) 作者始终认为!中

国崛起的背后必然是思想的

崛起 ! 而这需要有一大批中

国思想者的原创性贡献为世

界所知 ) 书中所列举的如胡

鞍钢 "俞可平 "何怀宏等学者

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观点 !都

被列入布鲁金斯学会选编的

$当代中国思想家 & 丛书 !进

入美国大学的主流课堂 ) 该

书不少内容是作者过去几年

接受媒体和专栏约稿集结而

成的文章编辑而成 ! 反映了

作者关于中国智库发展的系

统性思考)

作为常年穿梭于太平洋

两岸的智库学者 ! 李成始终

是中国智库发展的观察者 "

建言者与合作者 ) 过去几年

当中 ! 笔者在工作与研究中

都受惠李老师颇多 ) 他对中

美两国关系的乐观与想象

力 ! 以及为之身体力行的种

种努力!都令人心生敬意)

出过这个想法! 但最近人们在
人工智能方面取得的进展又引
起了新的担忧" 牛津大学哲学
家 尼 克#博 斯 特 罗 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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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提出了&回形针最多
化 '$

787)#'9(7 68:(6(5)#

%的思
想实验! 这个实验假设人工智
能希望能收集尽可能多的回形
针! 它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收集
回形针" 并且通过自我升级来
找到收集回形针的新方法 "而
且还会反抗一切阻止它这样做
的企图!最后它&把整个宇宙空
间都变成了一个回形针制造工
厂'! 正如博斯特罗姆所说的(

&人工智能不需要人类一样的
行为和心理动机! 它们可能不
会出现人类常会犯的错误 "但
是会犯别的错误" 例如执着于
收集回形针! 它们的目标一开
始可能看起来是无害的" 但如
果它们能够自主升级自己的性
能就会非常危险! 即使是运行
在一台不联网的计算机上的被

束缚的超级人工智能也会竭尽
全力地劝说它的主人让它获得
自由!因此"超级人工智能不仅
仅是一种新技术" 而是对人类
的威胁! '技术专家尽管不相信
人工智能会失去控制" 但普遍
还是会有社会伦理上的忧虑 !

要避免&弗兰肯斯坦回形针'隐
忧" 必须尽快建构起相应的伦
理框架和法律规制!

一是合伦理的人工智能设
计" 并在人工智能研发中贯彻
伦理原则" 即将人类社会的法
律) 道德等规范和价值嵌入人
工智能系统* 这主要是电气和
电子工程师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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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英国等在大力提倡,

早在上世纪
=>

年代 "科
幻小说家阿西莫夫就提出了
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 ( $

0

%机
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个体 "或者
目睹人类个体将遭受危险而
袖手不管 -$

.

% 机器人必须服
从人给予它的命令 "当该命令
与第一定律冲突时例外 - $

?

%

机器人在不违反第一 )第二定

律情况下要尽可能保护自己
的生存, 也有学者提出兼容人
类的人工智能三原则 ( $

0

%利
他主义 "即机器人的唯一目标
是最大化人类价值的实现 -

$

.

%不确定性 "即机器人一开
始不确定人类价值是什么 -

$

?

%考量人类 "即人类行为提
供了关于人类价值的信息 "从
而帮助机器人确定什么是人
类所期望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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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0

月在美国加州
召开的 &阿西洛马会议 '"近千
名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的
专家们联合签署了称为 &阿西
洛马人工智能原则 '" 呼吁全
世界的人工智能工作遵守这
些原则 "共同保障人类未来的
利益和安全 , &阿西洛马人工
智能原则 '的核心是 &为了人
类的人工智能 ', 在 &阿西洛
马人工智能原则 '

.?

条中 "

其中具有纲领性的条目有 (第
0

条 &研究目的 '确立了人工
智能研究的目的是创造服务
于人 )并为之所控的人工智能
和机器人原则 "这个原则是人
机之间的基本伦理保证 "而这
个保证最先由研究和开发人
员的伦理意识体现在研发中
并遵守 -所以第

0@

条 &人类规
制 ' 表达了一种热切的期望 ,

第
.

条 &研究经费 '中对人类
资源 )意志 )价值体系的基础
地位的坚守 ,第

0>

条 &价值归
属 ')第

00

条 &人类价值观 '"

进一步提升为机器对人的价
值归属是高级人工智能的设
计准则 -第

A

条 &责任 '则将人
机伦理关系作为责任明确地
加在研究人员身上 - 第

0.

条
&个人隐私 '和第

0?

条 &自由
和隐私 '体现了人的尊严 , 第
@

条 &安全性 '是为研究工作
设定机器对人的保障条件 ,第

1

条 &故障透明性 ') 第
B

条
&司法透明性 '"是对人工智能
现有研究 )开发的法律规制方
面的伦理要求 ,第

0=

条 &分享
利益 ')第

0C

条 &共同繁荣 ')

第
01

条 &非颠覆 ') 第
0B

条
&人工智能军备竞赛 '"则是人
类社会的伦理原则在人工智
能研究领域的具体体现 ,上述
原则都是基于人的目的而理
解的人

D

机关系 " &阿西洛马
人工智能原则 '第

.?

条 &共公
利益 ' 甚至包括了 &超级智
能 '" 但这仍是作为全人类整
体利益的考虑 ,为了人类的人
工智能 "这种把尊重人的道德
地位放在人工智能领域不同
层次上多次被强调 "都是基于
人的道德和人类尊严的朴素
性 ,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类
自身的地位和价值产生了影
响 "对此担忧由来已久 , 其中
由一些著名的人工智能问题
专家以志愿者身份创立的 &未
来生命研究所 '"于

./EC

年
E

月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为稳健
性和利益性的人工智能而进
行研究 /提出 "人工智能必须
只做我们要它们做的 "即 &有
益的人工智能 '口号 , 同样 "

此前也已经引起了业内外的
广泛注意和严肃讨论并有所
行动 "如 (

;<<<

关于人工智
能及自主系统的伦理考虑的
全球倡议 " 人工智能未来总
统委员会 " 人工智能百年研
究计划 " 人工智能伦理与治
理基金会 " 艾伦人工智能研
究所 "等等 ,

二是必须对人工智能应
用进行必要的监管 " 避免作
恶 "同时针对人工智能可能带
来的风险及造成的人身财产
损害 " 提供必要的法律救济 ,

现在的人工智能越来越复杂 "

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 "未来可
能需要对其进行监管 , 责任 +

透明性 +可审核性 "并使无辜
受害者不至于无助地沮丧和
恐惧 ,可能的监管措施包括标
准制定 "涉及分类标准 +设计
标准 +责任分担等等 -透明性
方面 "包括人工智能技术代码
和智能决策的透明性 "如果用
自动化的手段进行决策 "则需
要告知用户 " 保障用户知情
权 "并在必要时向用户提供解
释 "国外已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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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
些人工智能开源运动 , 此外 "

还需要确立审批制度 "比如对
于无人驾驶汽车 +智能机器人
等试验和应用 "未来需要监管
部门进行预先审批 "未经审批
向市场推出必须审慎 ,对于人
工智能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害 "

无辜的受害者应该得到及时
合理的救助 -对于无人驾驶汽
车 + 智能机器人等带来的挑
战 "厘清责任分担 +差别化责
任 +强制保险 +确立智能机器
人法律人格等都是可以考虑
的法律救济措施 ,

在今天这个人工智能快速
发展"人类在诸如围棋+图像识
别+语音识别等等领域开始落后
于人工智能的时代"对人工智能
进行伦理研究日益重要"包括道
德代码+隐私+正义+有益性+安
全+责任等等,遗憾的是"现在的
人工智能界更多是工程师在参
与"缺乏哲学+伦理学+法学等其
他社会学科的参与,未来人工智
能伦理需要加强跨学科的研究"

我们的研究必须直面这些伦理
道德挑战"毕竟它关乎着我们人
类的未来,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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