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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ChatGPT是人工智能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其具有的生成性特点,更充分地彰显了人的主体性,

但也给人的主体性带来了诸多挑战,造成对主体的自主性、社会地位、造物功能等的遮蔽。针对此,论文

认为可以从增强人的主体性意识、把握虚拟与现实世界的边界、构建有效的人工智能技术伦理准则三

个方面树立人在技术中的主体地位,实现ChatGPT对主体性遮蔽的去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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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atGPT's Masking of Subjectivity and its Masking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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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tGPT is a symbol of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a new stage. Its generative 

characteristics more fully demonstrate human subjectivity, but also bring many challenges to human subjectivity, 

resulting in the autonomy of the subject, social status, creation function and so on. In view of this, the thesis 

believes that the subject status of human in technology can be established from three aspects: enhancing human 

subjectivity consciousness, master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virtual and real world, and constructing effective 

ethical standard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so as to realize the masking of subjectivity by ChatG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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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ChatGPT作为21世纪人机交互的新模式,给使用者带来了全

新的体验,使人类智能活动更为便捷的同时,也造成使用者一定

程度上对之依赖,从而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对此,学界对之进行

关注和探讨,如王柏荣等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下人的主体性

地位反思——以ChatGPT为样本》探讨了人的主体性地位问题,

邢冬梅等在《AI“恐怖谷”蕴含的主体性困境及其重塑》提出

AI可能会导致主体性失控等,杨欣雨等则研究了人工智能时代

主体性的去蔽与遮蔽问题,等等。所有的研究虽然刚开始,但无

疑都指向说明,ChatGPT下人的主体性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了,

需要重构。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试图通过分析ChatGPT如何对

人的主体性形成消解,并探讨在ChatGPT冲击下怎样重构人的主

体性等问题,以京就教于同仁。 

1 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 

ChatGPT(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是

21世纪第二个十年出现的最新和最强大的人工智能,它的横空

出世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技术模式和体验。ChatGPT并非是首次出

现的聊天机器人产品,此前早已经有Siri和微软小冰等不同类

型的聊天机器人。然而,与传统的聊天机器人相比,ChatGPT更具

变革性和创新性,其“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主学习

能力。ChatGPT可以根据人类输入的内容不断自我学习,它可以

像人一样向经验学习并不断积累知识和伦理道德,当他在回答

人类的问题时生成不妥的内容,人类可以提出反馈意

见,ChatGPT就能够吸收人类的意见并生成符合人类价值观的内

容。二是智能交互能力。他具备更加鲜明的对话式、社交式

的特征,其生成的内容高度类似于人类的思维模式,输出的内

容更具有连贯性和逻辑性,并能用人类能够理解的自然语言

表述出来。 

正是在ChatGPT上述功能意义上,ChatGPT的出现意味着人

工智能技术发生重大的突破和转折,标志着人工智能发展进入

到新的历史阶段。ChatGPT强大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智能社交能力

使其具有类人化的特点,使人工智能开始具有“主体性”特征,

其实质就是一种客体主体化,它大大增强了主体自我体验,以更

为本真的面貌直面世界自身。然而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实

现了“去蔽”,但同样会造成遮蔽。ChatGPT在为主体去蔽的同

时,也遮蔽了主体的某些主体性。 

2 ChatGPT对人的主体性遮蔽 

纵观历史古今,无论是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都认为,人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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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历史发展的主体。但是人工智能尤其是ChatGPT这一新型人工

智能形式的出现,使人工智能体具有了某种意义上的“自我意

识”,那么,传统关于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的思想观点,还是否正

确？实际上,就目前情况看,人工智能发展尚处于弱人工智能阶

段,但人工智能发展所表现出来的所表现出的超强拟人性足以

让人类感到恐慌,这对主体的自主性、社会地位和能动性等造成

了影响甚至消解。 

2.1对主体自主性的遮蔽 

自主性是指主体能够根据自己意识要求,在活动过程中表

现出来的能力或特性。ChatGPT对主体自主性的遮蔽则主要是

ChatGPT在与主体互动作用过程中,造成顺应主体意愿而形成主

体对自身认识不全面,并进而造成主体认识和改造客体时出现

的狭隘性特点。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的出现,计算机、智能手机、

智能机器人等电子产品把人们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联系了起

来。ChatGPT也不例外,它被应用于各种领域,在给予人类以便利

的同时也让人对其有了极大的依赖。在它的帮助下,人们开始惯

于运用自身的理性能力去思考和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人的

自主性受到了智能机器人的弱化。智能机器人的出现使人变成

了工作中的“稻草人”,只负责去监督和看守,主动去思考、主

动去实践的劳动形式作为人的传统生存形式,正在被智能机器

人所消解。人类对智能机器人的依赖反而给予它代替和伤害我

们的机会,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

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

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它为了自身不断运转而消费煤炭、机油等等

(辅助材料),就像工人消费食物一样”[1]。ChatGPT耗费的不是

煤炭和机油,它所消耗的是电和计算机,它同样被赋予了某种

“灵魂”去完成人类某方面的工作。由此,人类虽然依然是主体,

但智能机器人却无形中伤害了人的自主性和主体性。 

总之,智能机器人的出现逐渐取代人类的部分功能,这种对

人工智能的依赖会导致人的自由意志的消散和自主性的弱化,

人主动进行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的生存形式就会被智能机器人

所解构。 

2.2对主体社会地位的遮蔽 

在今天,人们基于各种科学技术开创了一个新颖的虚拟时

空。以前,科技仅仅是一种手段,或者说是一种媒介,用来便利人

们的交际活动,其交往模式是“人-机-人”,能够帮助人们打破

交往中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现在,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将类

似于ChatGPT这样的对话型生成式人工智能植入智能电子设备

后,智能机器就具有了人性化的特点,以“人”的身份来满足人

类的交流需要,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人-机”交流模式,并强

化了人-机之间的互动。 

然而社会才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场所,是人进行实践的场域。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

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一方面社会为人的实践活动

提供了必要的交往场所,另一方面社会是由人的实践活动所创

造出来的。每一个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获得人之为人的本质,

这便是人的社会属性,使其与自然属性相区别。智能机器人所带

来的虚拟交往方式便会消解这种主体社会性。一个人越沉迷于

虚拟世界,他在现实中的社交能力就越弱,也因此反而会忽略线

下现实的社会交往互动。ChatGPT正是通过替代主体,将主体地

位下降为客体,从而达到对主体社会地位的遮蔽。 

2.3对主体能动性的遮蔽 

ChatGPT对主体能动性的遮蔽,主要表现为ChatGPT会使主

体造物功能被替代。造物功能是主体创造对象的功能,是主体能

动性的重要内容之一。能动性是人之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特征,

特别是能动性中的创造性,更使人直接将自身与其他动物区别

开来。人在进行创造时,将自己的思想、意识、要求等注入对象

(客体),使对象(客体)按人的意图发生改变,甚至根据自然界物

创造出自然界本身产生不出来的“物”。技术无疑最能承载和表

现主体能动性。技术不仅是主体改造客体的成果,而且又进一步

成为主体认识和改造客体的重要手段。技术往往以一种物化的

方式——工具而存在。技术为主体的“去蔽”,使主体有更多时

间、精力,更自由地能动创造。因此,ChatGPT等人工智能只是

从理论上为主体提升创造性提供了前提。而实际上,则更可能

使主体在学习过程中,依赖ChatGPT等人工智能去进行所谓的

机器“创造”。事实上,ChatGPT等人工智能的创造和人类自身

的创造还是具有明显的差异,甚至能够从成文中直接看出哪

一种是机器撰写的,哪一种是人自身撰写的。问题在于,如果

一切交由ChatGPT进行“生成”,那么,主体则会更多时间迷恋

于能够满足自身喜好的活动中(或者说,更多地去追求自己情

感的满足),而这对主体“造物”将会在时间、精力等投入上

形成强有力影响。 

3 ChatGPT下人的主体性去蔽路径 

在人工智能发展以ChatGPT为标志的新阶段,人机交互进一

步增强,智能机器帮助人类更好地认识世界和解决问题的同时

也造成了对主体性的威胁。就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智能

机器不应该只是人类为了追求技术进步的满足和获得福利的享

受,而是应该遵循以“以人为本”的原则,使科技服务于人的主

体性发展,促进人-机交互的和谐发展。 

3.1增强主体的自我意识 

人类对智能机器的依赖消解了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然而,

我们还需要看到它们只是一种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言,“科学技

术是人的创造物,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手段和工具。”
[3]由此可见,人们通过自主性创造出来的各式各样的器具不过

是帮助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但是ChatGPT等智能机

器虽然可以更深入地进入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改变人们

生产生活,我们也必须明确ChatGPT等智能机器毕竟只是一种客

体,是由人类认识、改造并服务于人类的客体。人类使用智能设

备的过程当中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增强人的主体性意

识和观念,不断强化人类在与智能机器交互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这就需要树立合理的科技需求观,使科技为人所需；培养科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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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责任感,使科技为人所造；坚持科技理性态度,使科技为

人所用。加强人的主体性观念不仅可以警醒人们不能过度依

赖科技,而且可以重塑人的主体地位。唯有人类认识到自己在

人工智能开发与利用中占据主导作用,才能提升人类在智能

机器开发与应用中的主体意识,将科技异化所造成的消极影

响降到最低。 

3.2把握虚拟与现实世界的边界 

虚拟人机交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打破了身份等诸多因素

限制,实现了主体之间的自由交流,实现了主体的情感表达和个

性表达。虚拟人、机器人等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满足人的心理

需要,但在交流之后,却会让人产生一种空虚的感觉。如果长期

与现实社会隔绝,就会产生一些性格上的疾病。更关键的是,缺

乏了面对面的沟通,没有了自己真正的存在,人们就很容易失去

自身的主体性。所以,在“虚拟”和“现实”相结合的智能化社

会里,我们必须强化人们在真实世界中的交往和交流。为此,一

是树立健全的人际交往观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元、多层

次的,既有因网络而发生的各种虚拟性的关系,也有在现实生活

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现实性关系。现实性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只有在真实的社会中才能得以实现。只有在现实生活的交流

中,我们才可以真正、直观感受到对方的形象、情绪、态度、价

值观等等。所以,人们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同

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在现实世界中所做出的成绩会更加符合社

会需求。二是要增加真实的社会中主动与人交往的频率。比如

说,多参与一些社区的工作,多接近大自然与人类社会,增加真

实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

主体的生存与生命的重要意义,从而实现对人的主体性的重建。 

3.3构建有效的人工智能技术伦理准则 

构建有效的人工智能技术伦理准则,需要贯穿人工智能技

术发展的全过程。首先,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必须遵

循正确的伦理道德导向。在对人工智能进行深入研究前,必须建

立一套符合已有伦理道德规范的准则体系,以规范人工智能技

术的研发,这就要求科学家与哲学家共同努力。技术自身也有价

值,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因此,

在进行技术研发之前,必须要有一套能够对其进行规制和引导

的伦理规范。同时,伦理准则要覆盖使用者,让使用者清楚自己

的社会责任,明白如何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直接决定了这项技术

是为人类谋福祉还是危害人类社会。最后,通过法律强制力保护

人类社会的安全和利益也是必不可少的。 

4 结语 

法律是符合社会伦理道德并且体现社会需求的,因此法律

的引导作用可以让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

律,避免未来出现不可控的风险,并且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相关

法律国家也要跟随其技术的发展同步推进、补充和修正。 

本文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现实与未来(21141623 

013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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