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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时代的发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并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然而,这些新

技术在带来巨大便利和创新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伦理问题。本文深入探讨了新时代下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所面临的伦理问题,包括隐私保护、算法偏见、责任归属、就业影响以及对人类价值观的挑

战等方面。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加强法律法规建设、推动行业自律、加强技术创新、提高公

众意识和建立多方合作机制等对策,以促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科技进步与人类社会

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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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e developing 

at an astonishing speed and widely applied in various fields. However, while these new technologies bring great 

convenience and innovation, they also raise a series of complex ethical issues.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ethical 

issues faced by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new era, including privacy protection, 

algorithmic bias,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employment impact, and challenges to human valu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se issues, measures have been proposed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promote industry self-discipline, enhan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aise public awareness, and establish 

multi-party cooperation mechanism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chiev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huma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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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数字经济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新

技术的蓬勃发展正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

经济模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机遇,如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医疗保健、促进教育公平等。然而

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带来了一系列伦理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

系到个人的权益和尊严,也关系到社会的公平、稳定和可持续发

展[1]。因此,本文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数字经济时代下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的伦理问题。 

1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 

1.1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通过计算机模拟人类智能的技术,包括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领域[2]。近年来,人工

智能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

理等方面的性能不断提升。人工智能已经广泛应用于医疗、金

融、交通、教育、安防等领域,为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极大

的便利。 

1.2大数据 

大数据是规模巨大、类型多样、处理速度快、价值密度低

的数据集合。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据的产生和存储量呈

爆炸式增长,大数据技术应运而生。大数据技术可以对海量数据

进行采集、存储、处理和分析,为企业和政府提供决策支持[3]。

大数据已经广泛应用于市场营销、金融风控、医疗健康、智慧

城市等领域。 

1.3区块链 

区块链是一种分布式账本技术,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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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追溯等特点。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数据的安全存储和传输,为

金融、供应链、物联网等领域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4]。区块链已

经在数字货币、供应链金融、版权保护等领域得到了初步应用。 

1.4物联网 

物联网是通过各种信息传感器、射频识别技术、全球定位

系统、红外感应器等装置与技术,实时采集任何需要监控、连接、

互动的物体或过程,采集其声、光、热、电、力学、化学、生物、

位置等各种需要的信息,通过各类可能的网络接入,实现物与

物、物与人的泛在连接,实现对物品和过程的智能化感知、识别

和管理。物联网已经广泛应用于智能家居、智能交通、智能医

疗、智能工业等领域[5]。 

2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伦理问题 

2.1隐私保护问题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需要大量的数据来进行训练和优化,往

往涉及到个人隐私数据的收集、存储和使用[6]。数据采集用户

大量信息,但并未明确告知用户数据应用形式。并且部分企业和

机构可能会过度收集用户数据,甚至未经用户同意就将其数据

用于商业目的。随着数据存储量的不断增加,数据泄露的风险也

越来越大。一旦个人隐私数据被泄露,将会给个人带来严重的损

失。此外,数据泄露还可能对企业和机构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

声誉损害。虽然目前已经有一些隐私保护技术,但是这些技术并

不能完全解决隐私保护问题。 

2.2算法偏见问题 

人工智能算法是通过对大量数据的学习来进行决策的,如

果数据存在偏差,那么算法也会产生偏见。模型训练数据不均衡

或者数据存在问题将会导致模型决策不准确容易产生算法偏见

问题,使决策结果更偏向数据量大的一方。 

算法设计者的主观意识也可能会导致算法偏见的产生[7]。

算法设计之初设计者根据自身的价值观和偏好来设计模型决策

依据,最终将会导致模型的偏见。并且由于目前人工智能算法的

可解释性较差,使得人们难以发现算法设计过程中存在的偏见。

即使发现了算法偏见问题,人们也很难追根溯源,修改算法偏见

问题。 

2.3责任归属问题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系统存在一定的

自主性,能够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做出决策,也时常出现机

器决策与人工决策出现冲突的情况。当人工智能系统决策出现

问题并对人们产生损害时,其责任的归属也是一大难题。尤其是

系统存在多个智能体共同决策时,一旦最终决策出现失误,责任

是由智能体承担、系统承担、开发人员承担还是使用人员承担。

同时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通常涉及多个数据、开发、设计、监

管、使用等多个环节,出现问题时责任划分极为复杂。目前对于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引发的责任问题,法律还存在很多空白。以自

动驾驶汽车[8]发生事故时的责任认定为例,目前还没有明确的

法律规定。这使得在实际操作中,很难确定责任的归属和赔偿的

标准。 

2.4就业问题影响 

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会对现有的就业体系产生冲

击。大量重复性、规律性较强的岗位将会被新技术代替。小米

工厂等智能工厂的出现替代了大量劳动力,生成式人工智能替

代了大量人工客服等。新技术的发展也会带来新的就业岗位算

法工程师、自动驾驶工程师等,但新的工作岗位往往需要较高的

技术能力和知识水平。但是新技术发展过于迅速,人们还无法适

应这种高强度的变化,导致企业招聘难、员工就业难。尤其是对

于缺乏技能和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存在大规模失业的风险,容

易引发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 

2.5人类价值观问题 

人工智能系统决策基于数据和算法设计,并不会考虑人类

现有价值观和社会共识。这将会导致人工智能系统与人类在认

知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认知差异将会导致人工智能决策

与人类期望结果不符,甚至与人类的价值观相悖。因此人工智能

系统设计、运行时应与人类价值观或社会共识保持一致。但由

于国家、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导致人工智能与人类价值对齐存在

挑战[9]。 

人工智能新技术的发展也会使人类面临新的道德决策的

困境。人工智能技术被用于制造武器,将会引发一系列道德和

伦理的问题。如果人工智能武器被滥用,将会给人类带来巨大

的灾难。 

新技术的快速发展解放了大量劳动力,但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出现也使人们过于依赖人工智能技术,失去了本身的思考力

和创造力。基因编译技术的出现也引发了人类对自身认同的质

疑。新技术的发展也将导致数字鸿沟的扩大,使部分人们无法享

受到新技术带来的便利和机会。 

3 人工智能伦理问题治理 

3.1加强法律法规建设 

建议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机制,

深化党的全面领导下的伦理治理体系。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政策、

法律法规,为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治理提供政策和法律支撑。人

工智能技术涉及到多个方面,从技术开发、使用、监管等方面均

应明确使用规范,加强对个人隐私、数据安全等方面的保护。制

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数据的收集、

存储和使用行为；加强对人工智能算法的监管,要求算法开发者

公开算法的原理和决策过程,接受社会的监督。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责任、技术应完全透明,只有这样才能

明确开发者、使用者、数据提供者、监管机构等主体的责任和

义务。并且一旦人工智能系统出现的错误或造成的损害,应根据

具体情况确定责任的归属和赔偿的标准。 

人工智能伦理问题治理是全球性的问题,并且各个国家文

化、法律不同。在治理方面需要全球共同合作,达成一定共识,

共同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通过国际组织和

论坛等平台,加强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监管和协调,共同应对

全球性的伦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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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推动行业自律 

为促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行业的健康发展,鼓励开发者和

使用者加强自律,制定行业规范和伦理准则,自觉遵守法律法规

和道德规范。行业内组建科技伦理委员会,加强对行业内企业的

管理。同时建立行业伦理审查机制,对人工智能产品及服务组织

专家进行审查和评估,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开展行业培训和教育,提高从业人员的伦理意识和职业素

养。组织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从业人员参加伦理培训和教育活

动,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开设

人工智能伦理课程,培养专业的人工智能伦理人才。 

3.3加强技术创新 

加大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创新,提高

技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减少伦理问题的发生。研发更加安全的

数据加密技术,保护个人隐私数据的安全；开发更加公平、透明

的算法,减少算法偏见的产生；提高人工智能系统的可解释性,

使人们能够理解算法的决策过程。 

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方面需考虑伦理应用问题并进行

不断探寻。医疗诊断过程中通过建立相应的伦理审查机制,保证

医疗决策的合理性和公平性。数据隐私保护可通过去中心化的

方式进行数据存储和传输。将技术与伦理深度融合,将伦理原则

融入到技术的设计、开发和应用过程中。算法设计时考虑人类

价值观和道德准则,使模型算法在决策时得到与人类价值观相

符的结果,使算法更加符合人类的利益和需求。 

3.4提高公众意识 

加强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伦理问题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

众的意识和认知水平,增强公众对新技术的理解和信任。开展科

普活动,向公众普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知识和伦理问题；通过

媒体报道、公益广告等形式,宣传新技术的正面影响和潜在风险,

引导公众正确看待新技术。 

鼓励公众参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决策和治理过程,充分

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时,可以通

过公开征求意见、举办听证会等方式,让公众参与决策过程；企

业在开发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时,可以通过用户反馈、社区讨论

等方式,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培养公众的数字素养,提高公

众对新技术的使用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开展数字素养教育活

动,提高公众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信息安全意识；鼓励公众学

习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3.5建立多方合作机制 

对于新技术的伦理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学者等多方面共

同努力。政府提供政策引导、组织伦理研究、参与监督。企业

与学者共同合作,开展伦理问题研究与实施。同时还需加强国际

合作,共同应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全球性伦理挑战。各国

间分享伦理治理经验,制定国际行业标准,共同推动人工智能新

技术的伦理应用和可持续发展。 

4 结束语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在

数字经济时代下,人们重视新技术带来的伦理问题,并通过采取

有效的对策进行解决。只有这样才能使新技术不断发挥优势,

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 

未来需要不断加强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伦理问题的研究和

探索,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推动技术创新和行业自

律,提高公众意识和数字素养,建立多方合作机制,共同构建一

个安全、可靠、公平、可持续的新技术发展环境。同时,也需要

在技术发展和伦理规范之间找到平衡,实现科技进步与人类社

会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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