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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答凯艳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

摘　 要：本文首先回顾人工智能的过去，即它的春、夏、秋、冬，以了解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其
次，总结了衡量人工智能发展的六个通用指标，分析了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指出了中国在发展人

工智能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和不足之处；第三，预测人工智能的未来，从微观、中观、宏观视角分析为

人工智能实施监管的必要性，从而为人类步入智能社会提前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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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门学科，人工智能建立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

代，之后的半个世纪，人工智能一直默默无闻，也未

曾带来明显的实际效益。 但是如今，随着大数据的

兴起和计算机计算能力的提高，图像识别、智能家

居、无人驾驶汽车等人工智能产品和应用已随处可

见，这表明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商业、生活和公共对话

领域，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工智能其实就是系统正确解释外部数据并从

此类数据中学习，同时通过灵活的适应性来使用这

些学习成果以实现特定目标和任务的能力。 根据人

工智能展现的智能类型（认知、情感和社交智能），
可以将人工智能分为分析型人工智能、人类启发型

人工智能和人性化的人工智能；或者根据其发展阶

段可以将其分为窄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和超级

人工智能。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每隔几年专家们就会

断言，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达到通用人工智能

阶段，那时，人工智能系统会表现出与人类同样的行

为，并且具有认知、情感和社交智能。 但也有很多人

认为人工智能并非真正的智能，所以对其作用和发

展潜力“大打折扣”，从而产生“人工智能效应”。 当

然，究竟如何看待人工智能，我们还是应该保持客观

冷静的态度。
因此，本文的目的就在于全面了解人工智能的

发展历史，客观理智地分析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尤
其是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并且合理预测人工智能的

未来发展前景，从而为有效规范人工智能的研发行

为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为人类步入“人机共生”的
智能社会做好准备，同时也为探索人的自由和全面

发展带来有益的启示［１］。

１　 过去：人工智能之四季

１． １　 人工智能之春：诞生

尽管很难断定人工智能具体的起始时间，但大

概可以将其历史追溯至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 “机器人

三定律”（Ｔｈｒｅｅ Ｌａｗｓ ｏｆ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是我们目前所知道

的对人工智能主体制定的最早的行为规范：（１）机

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者由于不作为而使人类受到

伤害；（２）在不违背第一定律的前提下，机器人必须

服从人类的命令；（３）在不违背第一和第二定律的

前提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的存在。
大约在同一时间，艾伦·图灵（Ａｌａｎ Ｔｕｒｉｎｇ）为

英国政府开发了一款称为 Ｂｏｍｂｅ 的密码破译机，目
的是为了破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队使用的密

码。 Ｂｏｍｂｅ 的体积大约为（２． １ × １． ８ × ０． ３）米３，重
量大约为 １ 吨，被认为是第一台可以运行的机电计

算机。 Ｂｏｍｂｅ 破解恩尼格玛（Ｅｎｉｇｍａ）密码的方法

非常强大，即使当时人类最优秀的数学家也不可能

完成如此复杂的任务，于是图灵开始思考这种机器

的智能问题。 １９５０ 年，他发表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文章《计算机器与智能》，描述了如何创建智能机器

尤其是如何测试机器智能的问题［２］。 如今，“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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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Ｔｕｒｉｎｇ Ｔｅｓｔ）被认为是识别人工系统是否具

有智能的标准方法，即一个人同时与人和机器进行

交互，如果这个人无法区分出哪个是人、哪个是机

器，则这台机器被视为具有智能。
大约在六年后，“人工智能”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

ｇｅｎｔ，简称 ＡＩ）一词正式被创造出来。 １９５６ 年，美国

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茅斯学院召开了大约持续八周

时间的达特茅斯夏季人工智能研究项目（ＤＳＲＰＡＩ）
研讨会。 这次研讨会为后来的人工智能专家们提供

了思想碰撞的机会，标志着人工智能的研究进入了

温暖的春天。
１． ２　 人工智能之夏和人工智能之冬：起起伏伏

在达特茅斯会议之后的将近 ２０ 年中，人工智能

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早期的例子是著名的 ＥＬ⁃
ＩＺＡ 计算机程序。 ＥＬＩＺＡ 是一种自然语言处理工

具，能够模拟与人类的对话，并且是首批能够通过图

灵测试的程序之一。 早期人工智能的另一个成功案

例是“通用问题解决程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ｌｖｅｒ
Ｐｒｏｇｒａｍ），它能够自动解决某些简单的算法问题，例
如著名的汉诺塔问题（Ｔｏｗｅｒｓ ｏｆ Ｈａｎｏｉ）。 由于取得

了如此令人瞩目的成绩，人工智能研究获得了越来

越多的经费资助。
但是，不幸的是，事情开始发生转折。 仅仅三年

后的 １９７３ 年，美国国会便开始强烈批评人工智能的

高额经费支出。 英国政府也终止了除三所大学（爱
丁堡大学、苏塞克斯大学和埃塞克斯大学）以外的

所有领域对人工智能研究的支持。 很快，美国政府

也效仿了英国政府的做法。 于是，人工智能的研究

进入了冬季。 尽管日本政府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为人

工智能的研究投入了大量资金，美国国防部高级研

究计划局（ＤＡＲＰＡ）也增加了对人工智能的资金投

入，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人工智能并没有取得进

一步的发展。
１． ３　 人工智能之秋：收获

人工智能领域未取得持续的发展因而令人感到

失望的原因之一在于其早期系统（例如 ＥＬＩＺＡ 和通

用问题解决程序）试图复制人类智能的特定方式。
具体来说，它们都是专家系统（Ｅｘｐｅ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亦即

规则的集合，这些规则假设能够以自上而下的方式

将人类智能形式化并且重构为一系列“如果，那么”
的陈述，因此专家系统在那些容易形式化的领域表

现得很出色。 例如，ＩＢＭ 的“深蓝”（Ｄｅｅｐ Ｂｌｕｅ）国际

象棋程序就是一款这样的专家系统。 据报道，“深
蓝”每秒能够处理 ２ 亿个可能的移动点，并通过使

用名为“树搜索”（Ｔｒｅｅ Ｓｅａｒｃｈ）的方法观察 ２０ 个移

动点来预测下一步的最佳走法。
但是，专家系统在非形式化的领域则表现不

佳。 例如，专家系统无法轻松地识别面部，甚至无

法区分饼干和鱼的图片。 对于此类任务，系统必

须能够正确解释外部数据，以便从中学习这样的

数据，并通过灵活的适应性来使用这些学习成果

以实现特定的目标和任务。 由于专家系统不具备

这样的特征，因此从技术层面讲它们并不是真正

的人工智能。 早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就有人曾经讨

论过用于实现人工智能的统计方法，后来，“人工

神经网络”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研究方法开

始出现，它试图通过复制人脑中神经元的过程来

建立机器智能。 然而，此研究方法在 １９６９ 年也开

始停滞，因为当时的计算机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处

理人工神经网络的复杂工作。
当谷歌在 ２０１５ 年开发的程序阿尔法狗（Ａｌｐｈａ⁃

Ｇｏ）在围棋游戏中击败世界冠军时，人工神经网络

以深度学习（Ｄｅｅｐ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简称 ＤＬ）的形式卷土重

来。 众所周知，围棋比象棋更加复杂（例如，开局时

国际象棋有 ２０ 中可能的走法，而围棋有 ３６１ 种），所
以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计算机永远无法在围棋中

击败人类。 然而，阿尔法狗通过使用一种称为“深
度学习”的人工神经网络实现了它的高性能，最终

完胜人类。 如今，人工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构成了

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的基础。 它

们是微信、微博、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中使用的图像识别算法的

基础，是智能音箱和无人驾驶汽车中使用的语音识

别算法的基础。 最终，统计学发展的丰硕成果迎来

了人工智能之秋的收获季节，由此才有了今天的人

工智能。

２　 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

目前，人工智能不仅发展成为一门研究领域，而
且也是一项扩展到各个领域的应用技术。 据估计，
人工智能有可能重塑企业和工作岗位的竞争格局，
并在 ２０３０ 年为全球 ＧＤＰ 带来 １５． ７ 万亿美元的收

入。 因此，许多国家和政府已经出台了正式的人工

智能框架或原则以带动人工智能的发展机会。 目

前，美国和中国是人工智能在全球的领导者。 在人

工智能的研究与创新方面，美国具有“先发优势”，
但中国也正在追赶超越，这主要归功于中国庞大的

互联网人数（８ 亿多用户）以及他们尝试新的人工智

能产品和服务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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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挑战

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的发展和相关的计算和

存储容量的进步导致了人工智能在技术方面的突

破，尤其是机器学习（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简称 ＭＬ）技
术。 机器学习主要涉及算法的创建，该算法可以发

现模式并根据复杂的数据进行预测，而无需人工编

程或由人类教给它如何运作。 机器学习的一个分支

就是深度学习，它是指计算机模仿人类的神经网络，
运行通过多层处理输入的数据，并从连续的数据层

进行自主学习的技术。
使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计算机可以学

会分析数据、识别模式并以最少的人工干预做出决

策，这项技术已经在许多核心的人工智能领域中取

得了重大进展，例如自然语言处理、自动驾驶汽车和

机器人技术。 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以外，基于人工智

能技术的发展，医疗保健、金融服务和市场营销等领

域也开发了不同程度的应用成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人工智能在不同行业的应用示例

行业 具体应用 作用

交通 带有虚拟驾驶员系统的自动驾驶汽车 减少因酒后驾车、分心、疲劳驾驶所导致的车祸

医疗
医学成像诊断可以从医生的报告、检查结果和医学影像中

解释重要的患者数据

帮助医生进行临床诊断，以更低的成本和更快

的速度提供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

金融服务

（１）人工智能算法可以根据借款人的个人支出历史确定借

款人的信用度；（２）通过机器人咨询服务可以自动化地获

取投资管理的建议和策略；（３）移动支付的使用

使金融服务的交付成本更低，更有针对性，为客

户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安全
预测性警务可以训练机器检查大量的视频数据以发现可

疑的犯罪活动
改善执法的资源配置

教育
人工智能驱动的软件可以帮助教师自动完成作业和测验

的评分过程

节省教师在备课、与学生互动、进行职业发展等

方面所花费的时间

市场营销
数据挖掘技术可以分析客户的喜好并预测客户的消费习

惯

帮助营销人员自动化地完成客户模式搜索过

程，并向现有和新客户提供更多的个性化产品

农业
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可以提供有关农作物在特定地点的实

时数据，以实现肥料和化学药品等适当投入的应用
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生产力

科学研究
人工智能可以帮助科学家和工程师阅读出版物和专利，自
动生成科学假设并可以使用机器人系统对其进行测试

帮助再现实验过程，降低科学研究的成本，加速

科学研究的发现

制造业 工业机器人可以自动执行高风险的工作和重复性的任务
在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提高生产率并确保工人

安全

　 　 尽管人工智能应用在许多领域都正在普及，但
人工智能也带来了以下挑战：（１）偏见问题。 人类

输入带有偏见的数据或在进行算法时未考虑数据偏

见都可能导致人工智能系统的偏见。 （２）隐私问

题。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个人数据

和专有数据的泄露，以及安全漏洞和恶意访问的风

险。 （３）安全问题。 不良的人工智能系统设计可能

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有害行为。 （４）责任问题。 启用

人工智能设备时可能会接受来自人类的许多决策，
因此在围绕人工智能建立清晰的责任框架时可能会

遇到困难。 （５）黑箱算法。 依赖于机器学习算法

（例如深度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往往难以解释，因
此数据或信息可能会受到恶意操纵。
２． ２　 人工智能的发展指标

自人工智能研究开始以来，学界一直在积极探

索用于衡量人工智能绩效的指标，但目前还未形成

一套可以被普遍接受和广泛使用的标准指标，可用

于比较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发

展水平。 本文试总结出五个通用指标：人才、科研、
采用、数据、硬件，这五个方面基本能涵盖各个国家

或地区在研究和开发人工智能方面的水平差异。
（１）人才。 国家或地区拥有必要的人才可以更

好地开发和实施人工智能系统、吸引更多的业务，并
确保大学有足够的教学人才，例如人工智能领域的

教授或专家等，能够讲授人工智能课程，从而为培养

下一代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做好储备工作。 根据 Ｅｌｅ⁃
ｍｅｎｔ ＡＩ（加拿大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发布的《２０２０
全球人工智能人才报告》，全球人工智能方面的人

才数量较往年有了极大的增加，但依然非常紧缺，尤
其是女性人才非常之少，只占总人数的 １５％ 。

（２）科研。 研究是获取新知识和指导技术突破

的关键要素，而技术突破又将支持并扩大人工智能

的创新。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报告 ２０２０》（中英文版）分析了人工智能在全球的发

—９４—



展情况，指出论文发表、专利申请以及顶级国际会议

的活跃度和影响力等科研成果对于发展人工智能具

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３）采用。 企业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采用程度越

高，在全球经济中便会越有竞争力。 所有的企业都

能够意识到，成功实施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使企业自

动化并优化其业务的各个方面，使其能够更快地提

供新产品和服务，但是仍然有三个因素阻碍企业对

人工智能的采用率，一是缺乏技能，二是对未知的恐

惧，三是尚未获得来自人工智能的完整数据范围或

数据质量。
（４）数据。 人工智能系统通常依赖大量的数据

进行训练。 在人工智能的许多领域，尤其是机器学

习和深度学习中，输入计算机的数据越多，结果越

好。 数据是使人工智能如此强大的基础要素，收集

的数据集越大，对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越复杂，企业的

竞争优势就越明显，而且数据经过迭代之后，企业和

企业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拉越大。
（５）硬件。 这里的硬件是指专门为人工智能设

计的能够加速其训练和性能并降低功耗的基础物理

设备，例如半导体设备、人工智能加速器、微处理器

或微芯片。 增强硬件的计算能力可以扩展人工智能

系统的功能，高性能的计算可以生成更多的数据供

计算机进行感知、推理和学习。
２． ３　 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得益于良好的监管环境和强大的政府支持，人
工智能技术在中国正在加速发展。 国家不仅在支持

人工智能的研发方面投入大量资金，而且积极规划

和出台一系列指导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和文件，例
如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国务院下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

展规划》。 此外，庞大的人口、可访问的大量数据、
多元化的产业结构也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

支持，并为人工智能的应用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在中国，一些企业已经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处

于领先地位，众所周知的三大巨头为百度、阿里巴巴

和腾讯，他们在国际上被合称为 ＢＡＴ；同时，一些新

兴企业在人工智能应用的特定领域也具有非常强劲

的发展势头，例如，科大讯飞是全球领先的语音智能

专家，大疆创新是世界上最大的无人机生产商，商汤

科技虽然是一家初创企业，但其计算机视觉和深度

学习技术已经赶超老牌人工智能企业。 根据 ＣＢ Ｉｎ⁃
ｓｉｇｈｔｓ 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国现在被

广泛认为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人工智能经济体，
拥有最多的人工智能“独角兽”企业。

中国作为全球人工智能竞赛的“后起之秀”，目
前的发展势头十分强劲。 根据上文所提到的五个通

用指标，中国在三个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人才、采
用和数据。 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并且由于政府在

基础设施方面的持续投资，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网民

的互联网接入度，因此中国网民的数量呈逐年增长

趋势。 根据 ｅＭａｒｋｅｔｅｒ 的预测，２０２１ 年中国社交网

民总数将继续增长 ４． １％ ，达到 ８． ９４５ 亿人；到 ２０２３
年，几乎所有网民（９６． ８％ ）都将是社交网络用户。
除此之外，中国企业对人工智能技术较高的采用率、
对大量数据的轻松访问、多元化的产业结构以及不

断完善的人才库，都为人工智能经济的起飞奠定了

基础。
但是，中国在其它两个指标即科研和硬件上仍

然需要继续追赶。 由于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高度专

注于应用程序，而不太重视推进基础研究，因此在核

心技术和硬件开发方面，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往往

无法摆脱对国外企业的依赖，这是目前中国发展人

工智能的关键性弱点。 不过，为了克服这一瓶颈因

素，许多中国科技企业正在设计以及构建自己的人

工智能优化芯片，力争在基础技术和研究能力方面

实现突破。

３　 未来：人工智能的监管

在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系统将逐渐成为我们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人

工智能系统是否需要监管，如果需要的话，该以何种

形式监管。 尽管人工智能在本质上能够保持客观，
没有偏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基于人工智能的系统不

会受到偏见。 实际上，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系统的输

入数据中存在的偏见会持续存在，甚至可能被放大。
例如，研究表明，无人驾驶汽车中使用的传感器在检

测较浅肤色方面要优于较暗肤色，这主要是由训练

此类算法的图片类型所导致；法官使用的决策支持

系统可能会受到种族偏见的影响，因为它们是基于

对过去裁决的分析。 本文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

视角出发，提出对人工智能在算法和就业方面进行

必要的监管，同时对监管的实施和保证进行了思考，
从而使人工智能朝着“可信赖” “可解释”以及“良
好”的方向发展。
３． １　 微观视角：对算法的监管

深度学习是大多数人工智能系统使用的一项关

键技术，而它本身就是一个黑箱，即只知道算法的结

果但不知道其工作原理。 虽然直接评估系统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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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结果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要搞清楚在黑箱中

进行操作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透明。 由于技

术上的不成熟，或者应用程序的规模过大，例如涉及

大量程序员和方法，算法不透明的问题将更加难以

解决，甚至有些企业出于利益考虑，可能会故意将算

法保密。 在某些情况下，算法的不透明可以接受，但
是有些情况下则可能无法接受。 例如，很少有人会

关心微信如何识别图片的浏览和点赞者，但是，当使

用人工智能系统基于自动图像分析为皮肤癌提出诊

断建议时，了解如何得出这些建议就变得至关重要。
针对黑箱和算法不透明的问题，解决的方案可

以有五个：（１）从技术层面来讲，最好是为人工智能

算法进行反复的测试，类似于物理产品的安全测试，
以尽量确保算法结果的客观性。 （２）政府部门对相

关企业的测试结果提出要求并进行监管，使其按照

规定实施测试的过程，以防部分企业直接使用未经

测试且带有歧视或偏见的算法。 （３）对工程师进行

必要的培训，并且为其设定职业道德规范，类似于律

师、医生或教师的职业规范，从源头处减少恶意软件

出现的概率。 （４）实施问责制，一旦软件的算法出

现问题，必须明确相关责任，并且对承担责任的企业

或个人执行相应的处罚。 （５）提高公众的透明度意

识，主动关注黑箱背后的算法逻辑或者因果关系，减
少黑箱或算法不透明涉及的范围或程度。
３． ２　 中观视角：对就业的监管

制造业中的自动化技术已经使得大批蓝领工人

失业，而人工智能的日益普及又将减少对白领人员

的岗位需求，甚至是在高质量的专业工作领域。 如

前所述，图像识别工具在皮肤癌的检测方面已经超

越了医生；在法律界，电子取证（ｅ －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已经

减少了由大批律师和律师助理检查数百万份文档的

需求。 诚然，我们在过去已经观察到就业市场发生

了重大变化，但是是否必须在其它领域创造新的工

作岗位以容纳这些即将失业的人员，这一点尚不得

而知。 这既需要充分考虑可能需要的岗位数量，还
要考虑这些岗位所需的技能水平。 但无论如何，新
创造的岗位肯定比失去的工作岗位数量少得多。

随着虚拟现实（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技术在图像处理

方面的发展，也许未来的人们会生活在一个超现实

主义的数字空间中，不受地理空间阻隔的人们可以

相互交往，度过闲暇时光，而且可以随意支配自己的

收入。 但是，如果较高的失业率导致较低的可支配

收入，并且解决闲暇时间和娱乐方式的问题变得越

来越突出，那么我们就需要暂时抛开这种乌托邦式

的幻象，而诉诸于实际的解决方案。
监管便是目前来讲最有效的解决方式。 例如，

可以要求企业拿出通过自动化节省下来的部分资金

用于培训员工以从事无法自动化的新工作。 各个国

家也可以决定限制自动化的使用，例如在法国，人们

只能在正常工作时间内访问公共管理机构使用的自

助服务系统。 或者，企业也可以限制每天的工作时

间，例如将八小时工作制减少为六小时或四小时，以
便将剩余的工作更均匀地分配给所有员工［３］。 与

“全民基本收入”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ｃｏｍｅ，即政府按

期无条件地为所有人发放现金）相比，以上这些解

决问题的方案会更加容易实现，至少在短期内是

这样。
３． ３　 宏观视角：对监管的思考

当然，关于监管，这里我们需要思考两个问题：
（１）实施监管是否合法；（２）应该由谁来实施监管。
因为不仅企业或个人可以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国家

也可以使用。 中国目前正在研究一种社会信用体

系，该体系将监管、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相结合，从而

“让值得信赖的人漫游天堂下的任何地方，同时让

信誉不佳的人寸步难行”。 与此举相反，美国旧金

山近期决定禁止面部识别技术，有关人员正在研究

解决方案，想发明一种类似于虚拟隐形斗篷的技术，
使人们无法被自动监控摄像头所察觉。

为了保护个人的数据隐私，欧盟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通过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ＧＤＰＲ），该条例要求

个人数据的控制者和使用者必须采取适当的技术和

组织措施以维护个人数据的安全，如果数据泄露对

用户的隐私产生了不利影响，企业必须写出报告并

通知国家监管部门，否则，企业将会被处以重金罚

款。 这种严格的数据保护措施一方面极大地保护了

公民的隐私权，但另一方面，欧盟地区的人工智能发

展相比其它国家或地区可能会更加缓慢，于是我们

又不得不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即如何平衡经济增长

和个人隐私的问题。
最后，在监管方面也需要国际间的协调，就像共

同打击贩毒洗钱与武器贸易一样。 人工智能的性质

使得它不只会影响某个国家，而是会影响所有国家，
因此仅仅适用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本地化解决方案

从长远来看不太可能有效，国际间的统一规范更加

有助于人工智能监管的实施。
（下转第 １０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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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ｅｗ ｅｒａ；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

（上接第 ５１ 页）

结语

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类的道德、法律和哲

学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数十年来，伦理学一直在处

理“电车难题” （Ｔｒｏｌｌｅ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虽然它只是一种

思想实验，但在“不作为”则导致较多人死亡与“作
为”将导致较少人死亡之间做出选择的确非常之

难［４］。 然而，在无人驾驶汽车领域，这些问题将成

为机器乃至人类程序员必须做出的实际选择。
但是，我们该如何管理一种自身不断发展却少

有专家（更不用说政治家）完全了解的技术？ 我们

如何克服如此广泛的挑战，以适应快速发展的未来

世界？ 这使我们回到了前文提到的“人工智能效

应”，即之前我们难以接受的异常事物现在则视为

平常之物。 所以，不必惧怕和怀疑，让我们在感知中

捕获信息，在实践中反复思考，在思考中调整实施策

略和行动方向，现实而勇敢地迎接未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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