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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技术视角

•机器人会因程序出错“发疯”
吗？
•机器人会不会和主人有一样的
脾气？
•能用人类的伦理道德约束机器
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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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技术视角

•挑战之一
•能否保证人工智能的应用开发
被用于正确的目标。
•如果用于错误目标，由于人工
智能的强大能力，其产生的负
面效果可能是快速而大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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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技术视角

•挑战之二
•即使人工智能是为了合理的目标
而开发的
•但智能系统开发时存在严重缺陷
• 技术人员能力不足或者偶然的疏忽

•会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
程序员会出错，机器人当然也会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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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技术视角

•例如：在深度学习算法中，人
无法知道机器“思考”的具体
过程
•而且机器学习的数据来源和质
量可能存在问题
•人工智能可能会被教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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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技术视角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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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技术视角

•挑战之三
•人工智能设计者在制作机器人
时，当然会将自己的想法加入
到机器人的思维系统中
•从而使得很多人工智能应用没
法同时使所有用户满意
•存在文化背景或者意识形态的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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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技术视角

•人工智能研发者的多元化有助于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技术人员
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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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技术视角

•挑战之四
•人工智能毫无疑问具有强大的
能力
•但是终端用户不一定具有充分
地使用该应用的知识和技能。
•如何对人工智能的服务群体进
行指引和监管，将是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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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技术视角

•挑战之五
•如何让机器人们能和我们一样
遵守伦理道德？

机器人们都是真善美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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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技术视角

•我们能否在技术上融入伦理道
德？
• 也许机器人们对友情，爱情，亲
情并不能完全理解
• 可以交给机器学习？

世界这么大，
我也想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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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技术视角

•可以把人类的道德准则通过算
法转化为人工智能的行为准则
•让系统做出人类认为正确的道
德决策
•人工智能的道德判断可能比人
类更理性、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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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技术视角/总结

•人工智能系统当然会出错
•会出现单一化、难操控、难预
测等各种问题
•这都需要我们来不断解决、不
断优化，创造一个更加智能的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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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人文视角：对人的认知的冲击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们对
自身的理解越来越物化和去意
义化，人和机器的边界越来越
模糊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机器和自身
的关系，人和机器是否应该整
合？
• 如何定义新的整合体？人有超越
机器的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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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人文视角：对人类思维的挑战

•机器人真的能模仿人类思维模式理解人的意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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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人文视角

•深度学习可使机器高度模拟人
的思维方式，不断学习。
• AlphaGo深度学习两年就打败围
棋世界冠军。

•但是，人工智能，正让人类渐
渐失去学习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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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人文视角

•对人类社会结构的冲击
•人工智能一方面可以为解决贫
困与不平等问题提供方案
•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技术的壁
垒将一部分人永久性地排斥在
劳动力市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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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人文视角

•对人类心理的冲击
•机器人越来越聪明，我们有朝
一日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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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人文视角

•人工智能可以推动进一步的专
业分化和创造新的工作机会，
•但并非所有人都有能力迈过技
术性和社会性的壁垒。
•未来社会可能出现“无用阶级”
•人对技术进步和快速经济社会
转型所产生的“无用感”和
“无力感”，会挫伤人的发展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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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人文视角

•对隐私保护的冲击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即使合
法地获取和利用数据也会对隐
私产生威胁
•大数据技术揭示人的行为规律，
使人前所未有地暴露在他人面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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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人文视角

•对经济市场的冲击
•迄今为止的经济学理论都是为
物化的商品准备的
•在人工智能介入知识经济时代
后，经济规律将如何改写？
•在知识经济时代，有条件接触
到大量数据的企业会拥有独特
的竞争优势，这种垄断对于公
共福祉的影响同样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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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人文视角

•人类应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的发
展？
•人工智能一方面给我们带来极
大的便捷与财富
•另一方面又给我们带来许多社
会焦虑。

技术的革新无法阻挡，与其逃
避，不如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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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人文视角

•总结：
•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机遇也是
挑战，挑战着我们的智力，也
挑战着我们的心理，但新时代
会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到来，我
们要做的应是：

• 克服恐惧，
• 勇往直前！



北京大学陈斌 gischen@pku.edu.cn

目录

•挑战：技术视角
•挑战：人文视角
•挑战：伦理规范
•科幻电影中的人工智能
•奇点理论：畅想未来



北京大学陈斌 gischen@pku.edu.cn

人工智能的伦理规范

•人工智能毫无疑问已经成为马
力惊人的社会发展加速器
•如果人类想要利用好因此带来
的无限机遇，最好在这辆“快
车”冲进未知之门前给它装上
刹车。
•这个刹车就是伦理规范，只有
符合社会伦理规范和公共政策
的解决方案，才能设计出可信
赖的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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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开发应用的道德原则

•透明和负责是其他四项原则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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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规范：社会层面

•人类会因人工智能的到来失业
吗？
•人工智能的安全性如何保证？
•智能医疗机器人造成安全事故
谁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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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规范：社会层面

•就业问题
•有科学家提出在未来5年内，
预计将有5百万人因人工智能
而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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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规范：社会层面

•前三次工业革命是机器代替人
的体力劳动
•正在到来的人工智能革命将开
始代替脑力劳动，这将导致劳
动力市场大变革。
•因此造成的大量失业现象是否
可能威胁到社会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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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规范：社会层面

•安全问题
•任何技术创新最大的应用前提
是安全
•最大危险是人类对它失去控制
•或者是新技术落入非人道主义
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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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规范：社会层面

•实例
• 2015年7月2日，在德国大众工厂里，一名22岁的技术工人就被他安装的
机器人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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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规范：社会层面

•一方面，人工智能得益于互联
网的大数据发展资源优势；
•另一方面，互联网人为因素的
黑客、病毒又能对人工智能的
安全性构成巨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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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规范：社会层面

•责任与义务问题
• 智能医疗机器人造成的医疗事故谁负责？
• 如何防止利用人工智能的金融诈骗等有关人工智能所引发的道德和责任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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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规范：社会层面

•责任与义务问题
•目前，这些问题没有答案。
•由于刑事责任可能不适用，在
这种情况下，这个问题必须通
过民法来解决
•于是关键的问题在于人工智能
系统是服务还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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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规范：社会层面

•如何应对？
•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前瞻性的
科技伦理、人文和哲学研究。
•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广泛对话
和持续合作。
•鼓励企业和行业协会设立科技
伦理部门或委员会。

•风险投资机构和资本市场应该
鼓励和引导企业进行负责任的
产品开发。
•社会组织应该积极参与人工智
能伦理规范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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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规范：社会层面

•总结：
•人工智能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
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需要我
们一起努力，创造一个美好的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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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规范：公共政策层面

•国家在人工智能方面颁布了什
么政策？
•安全问题在政策层面下如何解
决呢？
•如何普及人工智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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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规范：公共政策层面

• 中国正一步步进入人工智能时代
• 2015年7月5日，国务院印发的
《“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提出，
大力发展智能制造。

• 2016年4月，工信部、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联合发布《机器人产业发展
规划(2016-2020年)》，为“十三五”
间，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描绘了清
晰的蓝图。

• 2016年12月19日，国务院印发的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规划的通知》要求发展人工智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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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规范：公共政策层面

•明确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的政
策准则
•人工智能的研发和应用的政策，
应该将人置于核心位置
•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
•推动社会成员的良性互动与融
合
•加强对用户数据和隐私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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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规范：公共政策层面

•加大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投入
•政府应资助人工智能技术的长
期基础研究和开发
•同时应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大
学和研究机构开展人工智能等
前沿科技的伦理、哲学和其他
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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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规范：公共政策层面

•成立人工智能研发及维护的专
业协会
•作为政府的研发公司之间的桥
梁的专业协会
•向政府传达研发成果以及可能
面临的问题
•也有责任协助当局拟定和实施
相关的产业规划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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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规范：公共政策层面

•加强对人工智能开发利用的伦
理和法律监管
•通过监管体系的构建，约束不
符合公共利益的人工智能开发
和利用
•确保搜索引擎和自媒体的关注
推荐保持客观性和中立性
•立法限制可能会导致数据垄断
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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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规范：公共政策层面

•促进充分隐私保护和安全前提
下的数据共享合作
•数据对人工智能的持续发展至
关重要
•各国政府应促进数据共享技术，
并使更多的政府控制和资助的
数据集可用
•为人工智能的培训和测试提供
共享的公共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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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规范：公共政策层面

•人工智能的安全评估和管理
•对生产技术先进行安全评估，目的是防患于未然，这是安全生产
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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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规范：公共政策层面

•人工智能的安全评估和管理
•人工智能和其它技术不同，具
有不可预见性和不可逆性。因
此安全管理尤为重要
•目前虽然人工智能广泛的应用
于社会经济领域，但由于缺乏
这方面的评估，使得我们不能
衡量出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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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规范：公共政策层面

•普及人工智能教育
•政府不仅要加强高端人才的培
养，更需要在教育的各个阶段，
给予不同人群学习的机会
•在中小学阶段鼓励计算思维和
计算机科学教育
•在继续教育领域为受到人工智
能影响的在职人员提供职业转
型的帮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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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规范：公共政策层面

•总结：
• 公共政策的制定能够促进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制度层面的监管能保证
社会和谐发展，政府和大众需要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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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主题科幻作品

•《终结者The.Terminator 1,2,3.1984～2003》
•《黑客帝国The.Matrix 1,2,3.1999～2003》
•《人工智能A.I.2001》
•《我，机器人 I,.Robot.2004》
•《她 Her.2013》
•《超验骇客Transcendence.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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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者 The.Terminator 1,2,3.1984/1991/2003

•未来，世界已经被超级电脑
“天网”统治，要将人类赶尽
杀绝
•人类在康纳领导下顽强抵抗，
•并通过时间机器回到过去，与
机器人展开争夺控制权的斗争。
•提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
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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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帝国 The.Matrix 1,2,3.1999/2003/2003

• 22世纪人类被机器控制，成为
饲养在营养液中的“电池”
•机器营造了名为Matrix的虚拟
世界供人类意识依托
•少数人类觉醒，脱离Matrix，
反抗机器奴役
•斗争在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交
错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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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2001)

• 21世纪中期，机器人制造技术
已经高度发达，机器人不但拥
有可以乱真的人类外表，还能
具有情感
•莫妮卡的儿子马丁重病住院，
生命危在旦夕，为了缓解伤痛
的心情，她领养了机器人小孩
大卫，但最后抛弃了它
•大卫开始寻找自己的生存价值，
回到妈妈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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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机器人 I,.Robot.2004

• 2035年，是人和机器人和谐相
处的社会，机器人甚至成为家
庭一员
•但新型号NS5机器人自我进化，
进而觉醒，杀害发明人。
•警探戴尔•斯普纳和机器人心理
学家凯文一起对抗机器人，调
查案件
•最后机器人脱离人类社会，上
演“出埃及记”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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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Her.2013

•西奥多是一位信件撰写人，心
思细腻而深邃。
•他刚结束与妻子凯瑟琳的婚姻，
还没走出心碎阴影。
•偶然机会他接触到人工智能系
统OS1，它的化身萨曼莎拥有
迷人的声线，温柔体贴而又幽
默风趣
•人机友谊最终发展成为一段不
被世俗理解的奇异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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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验骇客Transcendence.2014

•天才科学家威尔开发出最接近
人类的人工智能，遭受到激进
组织暗杀
•威尔妻子在他临死前决定将威
尔意识上传到人工智能电脑中
•威尔在虚拟世界重生，并借助
网络强大计算力和数据感知能
力，迅速发展了不可匹敌的先
进科技
•如神的威尔会给人类带来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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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艺术引发的思考

•人类创造了“会思考”的机器
•人类会永远控制机器吗？
•机器会有情感吗？
•机器会反噬人类吗？
•人与机器之间，是对立还是依存？
•人类会被人工智能改变吗？
•抑或是相互融合，成为全新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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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点理论：畅想未来

•我们日常生活中已经每天都在
使用人工智能了。
•而且人工智能仍在不断发展，
•几十年后人工智能在人类生活
中将扮演何种角色一直是学术
界和商业界讨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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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点理论：畅想未来

•什么是奇点？
•技术进步的速度呈指数式增长，并且持续加速，最终量变产生质
变，从而技术的发展会脱离人类的控制，这个临界点就是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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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点理论：畅想未来

•人们对于奇点的最终结局有截
然不同的预想
•悲观主义者认为人类最终会被
神一般强大的人工智能体消灭；
•乐观主义者则认为在人工智能
的帮助下，物质将无限地丰富，
人类会获得极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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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点理论：畅想未来

•对奇点理论态度看法的不同，事实上是对未来人工智能所能达到
的先进程度的争议。
•业界把人工智能按照先进程度，分为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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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点理论：畅想未来

•弱人工智能：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 (ANI)
•一般指擅长于单个方面的人工智能。比如AlphaGo，它能战胜围
棋世界冠军，但是它只会下围棋，你要问它怎样更好地在硬盘上
储存数据，它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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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点理论：畅想未来

•强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
•达到人类级别的人工智能，一般指在各方面都能和人类比肩的人
工智能，人类能干的脑力活它都能干。创造强人工智能比创造弱
人工智能难得多，我们现在还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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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点理论：畅想未来

•超人工智能：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ce (ASI)
•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比最聪明的人类大脑都聪明很多，包括科学创
新、通识和社交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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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点理论：畅想未来

•现在人类所处的位置——充满
了弱人工智能的世界
•而且这种弱人工智能的生态正
在变得愈加庞大和复杂。
•每一个弱人工智能的创新，都
在给通往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
智能的旅途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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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点理论：畅想未来

•人工智能已经在几乎所有需要
思考的领域超过了人类
•但是在那些人类和其它动物不
需要思考就能完成的事情上，
还差得很远。
•因此要想达到人类级别的智能，
电脑必须要理解更高深的东西，
这无疑非常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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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点理论：畅想未来

•递归的自我改进：一个运行在
特定智能水平的人工智能一般
具有自我改进的机制。
•因此毫无疑问，人工智能将只
会在“人类水平”这个节点做
短暂的停留
•然后就会开始大踏步向超人类
级别的智能走去，进而更迅猛
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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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点理论：畅想未来

•当一个超人工智能出生的时候，
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全能的上
帝降临地球一般。
•有人说，人工智能是人类的最
后一个发明
•那么它究竟是好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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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人工智能时代，努力创造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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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报告】

•请就本课上的某一个AI相关主题，写一篇图文并茂的报告，可以
是如下选题或其他：
• 某个AI算法的具体应用；
• 某个AI应用领域的现状介绍（如：自动驾驶、医学影像等）；
• AI对人类社会某个方面的长远影响（如：教育、就业、经济、法律、道
德等）；
• AI与人类智能相结合的畅想。

•要求字数不少于5000字，内容翔实
•现在可以开始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