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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可以通过高效运算，接管一些重复性工作，把人
类从忙碌而繁重的日常工作中解放出来，让人类节省最宝贵
的时间资源，去做更多振奋人心、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如按其
所长贡献创造力、策略思维等。如此一来，人类的生产力会大
幅提升，并且每个人都有机会把自身潜力发挥到极致，从而共
同促进高质量发展。

只要坚守技术中性原则，严谨发展人工智能，可让它成为
帮助人类进步发展、完善自我的利器，而不会演化为一些科幻
作品描述中令人担忧的“终结者”。

——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
人工智能可能会替代一些重复性、高强度和危险性的人

类劳动，如制造业中的流水线作业、金融领域的数据分析等；
同时也创造新的劳动形式，如人工智能训练师、人工智能伦理
顾问、机器学习工程师等。

需要为人工智能确定伦理规范，如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公平性与不歧视、可解释性与透明度、责任与可追溯性等。

——中国作家协会科幻文学委员会副主任陈楸帆
目前几乎所有推出人工智能产品的公司及其相关人员都

已意识到必须设置所谓的“护栏”，让
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序进行。基本
原则还是技术中立，最终要规制的还
是人类自己的行为。

——美国亚太法学研究院执行长
孙远钊

（整理自新华社报道）

最终要规制的是
人类自己

历史仿佛又一次重演。
19世纪初，工业革命时期，欧洲逐渐用机器

生产替代手工劳动。工资下跌、失业，大量手工业
者破产。人们开始把捣毁机器作为反对企业主
的手段。据说第一个捣毁机器的，是一个名叫卢
德的工人，这次运动也被称为“卢德运动”。

不久前，美国好莱坞正在上演的一幕，总是
让人想起“卢德运动”——当地时间 7 月 13
日，拥有16万会员的好莱坞三大工会之一美国
影视演员协会(SAG-AFTRA)宣布罢工，无数
投入巨资的项目受到影响，好莱坞影视工业面
临全面停摆。在此之前，美国编剧工会已经罢
工70多天。

“如果现在不昂首挺胸，我们就会陷入困
境，都将面临被机器取代的危险。”美国影视演
员协会主席法兰·德瑞雪的一席话，和200多年
前英国劳动者的恐惧何其相似。

好莱坞在怕什么？AI。这次罢工，也被看
作是人类抵抗AI威胁的首次集体行动。

当下，飞速发展的AI技术正越来越多地影
响我们的日常生活，随之带来的一系列治理问
题、伦理问题，究竟何解？日前，国家网信办等
七部门联合公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
行办法》（以下称《办法》），自 2023 年 8 月 15 日
起施行，一定程度上给AI使用划定了“红线”。

好莱坞影视业63年来首次全面停摆，这次罢工被看作人类抵抗AI的首次集体行动

面对AI，人类该害怕吗
潮 声丨执笔 陆 遥 邬 敏 王艳琼

从“卢德运动”，到好莱坞罢工⋯⋯对于技术革命，人类总
是喜忧参半。而这种对于新生、未知事物的恐惧，恐怕早就铭
刻在人类的基因里。

能够想象吗？在文字出现而尚未普及的年代，即便如苏
格拉底这样的西方哲学奠基者，也是反对使用文字的。苏格
拉底认为，如果人们学会了文字，就会依赖写下来的东西，不
再去努力记忆。苏格拉底还认为，文字如果受到曲解，就无力
为自己辩护，总是需要它的作者来救援。

然而，有意思的是，苏格拉底排斥文字的这些言论，正是
有赖于他的学生柏拉图用文字才得以被记录下来。上述苏格
拉底的观点，正来自柏拉图的著作《对话录·斐德罗篇》。

电视机被发明并普及后，尼尔·波兹曼在其名著《娱乐至
死》中认为，传统印刷带来的理性、秩序和逻辑性的表达，将被
电视影响，以一种肤浅、碎片化和娱乐化的方式取代。这个时
候，文字又成为一种“正义”，而影像化表达却成了洪水猛兽。

回溯人类发展的历史，几乎每一次技术更迭，人类的恐惧
都会出现。然而一次次迭代之后，人类依然很好地驾驭着新
的技术（至少到目前为止）。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面对新技术的产生？
首先，正视新技术。AI 的诞生，当然会让一部分职业消

亡，但它必然也会带来新的职业。正如汽车的出现，让马车夫
失业了，却也诞生了汽车司机；机器的出现让一部分手工业者
失业，却也诞生了机器操作工人。接受 AI 的出现，并且保持
不断地学习，以适应 AI 出现后产生的新变化，是我们不被技
术浪潮抛弃的根本所在。

其次，正视恐惧感。新技术会带来效率、变革，当然也会
面临失控的风险。而恐惧感，正是我们在与新技术磨合中，时
刻保持警惕，不至于陷入“技术狂热”之中的清醒剂。正因为
我们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发展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有着足
够的警惕，才会及时出台暂行办法，划定红线。

最后，关注掉队的人。技术革命就像一趟高速行驶的列
车，有人畅享速度与激情，也有人一不留神就会掉队。一场健
康的技术革命，不应该放弃掉队的人。就像智能手机盛行的
时候，不少老年人掉队了。然而现在，全社会正在帮助老年人
尽快消弭数字鸿沟，APP 和政务网站纷纷推出了长者版，不
少只能使用移动支付的场景，也会专门安排志愿者帮助有需
要的老人。AI的出现同样如此，当我们在享受技术带来的巨
大红利时，也要时刻关照到被隔在鸿沟那头的人。

毕竟，在不久的未来，人文关怀，或许是为数不多AI无法
代劳的事了。

正如苹果 CEO 蒂姆·库克 2017 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毕业
典礼演讲时说的那样：“我所担心的并不是人工智能能够像人
一样思考，我更担心的是人们像计算机一样思考，没有价值
观，没有同情心，没有对结果的敬畏之心。”

如何面对技术更迭？

“耸现。”
今年5月，当人们利用AI技术，让“AI

孙燕姿”翻唱各类歌曲时，歌手孙燕姿本人
用了这样一个词。

“你跟一个每几分钟就推出一张新专
辑的人还有什么好争的？”正如孙燕姿所
言，“之前我们一直坚信，思想或观点的形
成是机器无法复制的任务，这超出了它们
的能力范围，但现在它却赫然耸现并将威
胁到成千上万个由人类创作的工作，比如
法律、医学、会计等行业，以及目前我们正
在谈论的，唱歌。”

什么行业最容易被 AI 取代？3 月 26
日，美国高盛公司发表报告称，在美国和欧
洲，AI 将取代目前的四分之一工作岗位，
生成式 AI 将取代 3 亿个工作岗位。而最
近，OpenAI 与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所做
的报告结果显示，美国有 80%的劳动力至
少有 10%的任务会受到 GPT 的影响，大
约 19%的员工至少会发现 50%的任务受

其影响。
AI 技术渗透在

生活、工作各方面，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效率和节省成本，但
也不可避免地对传
统技术产生冲击，
甚至衍变出传播虚
假信息、侵害个人
隐私、数据安全等
问题。

正因如此，我
们应该持辩证的
眼光，让 AI 真正
成为“帮手”，而非

“杀手”。对于日

常的琐碎事务、繁杂工作等，AI 的进驻无
可厚非。而对于文艺创作这种文化传承类
工作、驾车这类需要价值判断的工作、安保
等具有攻击性的工作，人类或许更胜一筹。

对于社会发展来说，在政策监管和技
术发展之间需要找到平衡点。为此，中国
已经下了一步先手棋。

日前，国家网信办联合发改委、教育
部、科技部、工信部、公安部、广电总局公布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
下称《办法》），自 2023 年 8 月 15 日起施
行。《办法》标出了监管范围，恰好是现行存
在 AI 非法使用最多的生成文本、图片、音
频、视频等内容，一定程度上给 AI 使用划
定了“红线”。

《办法》共24条，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
务提供者的算法设计与备案、训练数据、模
型，到用户隐私、商业秘密的保护，监督检
查和法律责任等方面提出了相关要求。

比如，在遵守法律法规、尊重伦理道德
方面，《办法》在总则中就将该内容置于重
要地位，明确规定，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不得生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
主义制度，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损害国家
形象，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和社会
稳定，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民族
仇恨、民族歧视，暴力、淫秽色情，以及虚假
有害信息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内容。

比如，针对好莱坞编剧们的担忧——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训练数据中如包括他人
已发表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可能给知识
产权造成侵害。《办法》第四条明确，尊重知
识产权、商业道德，保守商业秘密，不得利
用算法、数据、平台等优势，实施垄断和不
正当竞争行为；尊重他人合法权益，不得危
害他人身心健康，不得侵害他人肖像权、名

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和个
人信息权益。第七条规定

“涉及知识产权的，不得侵
害他人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等内容。

人工智能算法具有“黑箱”特性，表现为
行为不可控、决策机制难以解释。《办法》明
确，提供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开展安全评估，并按照《互联网信息服
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履行算法备案和变
更、注销备案手续。二是明确了信息披露要
求。《办法》明确规定，有关主管部门依据职
责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开展监督检查，提
供者应当依法予以配合，按要求对训练数据
来源、规模、类型、标注规则、算法机制机理
等予以说明，并提供必要的技术、数据等支
持和协助。

这 不 是 我 国 第 一 次 对 AI 治 理“ 出
招”。2019年6月，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
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
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2021年9月，又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伦
理规范》。2022 年 3 月，中国发布了《关于
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基于自身在
人工智能伦理领域的政策实践，中国向联
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
了《关于加强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立场文
件》，呼吁国际社会坚持“伦理先行”，将“以
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落实到人工智能
技术的管理、研发、使用等各个层面⋯⋯一
系列中国智慧和方案，展现出大国积极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和担当。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相关立法也已提
上日程。根据今年 6 月发布的《国务院
2023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我国今年预备提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人工智能法草案。

我们该如何与AI相处？

2001年，好莱坞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通过
科幻片《人工智能》，对未来世界的AI做出了种
种设想。斯皮尔伯格的故事里，人类对于AI有
纠结、犹豫，也有恐惧。可斯皮尔伯格却用一种
近乎悲悯的叙事方式，讲述了 AI 寻找自我价
值、寻找爱的过程。

讽刺的是，22 年后，最早开始抵抗 AI 的集
体行动，恰恰来自好莱坞。当下的好莱坞，正遭
遇历史性时刻——

美国《洛杉矶时报》称，美国演员工会及电
视广播艺人联合会上周四宣布加入美国编剧工
会的罢工行动中。演员与编剧同时罢工，意味
着好莱坞影视业 63 年来首次全面停摆。上次
出现这样的状况还要追溯到美国前总统里根担
任美国演员工会主席的1960年，当时那次好莱
坞大罢工持续了约6周。

演员缺席首映现场，影片直接停拍，如《角
斗士 2》《死侍 3》《碟中谍 8：致命清算（下）》等，
甚至即将在 8 月和 9 月举办的威尼斯电影节、
多伦多电影节也将受到影响，所有美国演员工
会成员将无法参加。

据《纽约时报》报道，这次大罢工使价值
1340亿美元的美国影视业陷入停顿，其原因除
了对薪酬的不满，更有对由科技主导的未来的
担忧。

从演员和编剧们的诉求中，可以看见他们
究竟在担忧什么：

美国影视演员协会要求制片公司保证不会
以AI和电脑生成面孔和声音来替代演员。

在此之前，5月初，约1.15万名电影和电视编
剧走上纽约和洛杉矶街头罢工，呼吁提高薪资，拒
绝给AI打工。编剧们的罢工标语写得很有梗，

“AI无法取代编剧”“用AI替代高管”“AI没有灵
魂”“我让chatgpt写一个标语，但它很烂”。

美国作家协会也提出，现有的剧本不应该
被用于训练AI，这为知识产权盗窃大开方便之
门。作家和编剧担心的是，制片方为了节省成
本，将使用 AI 制作大量剧本，而编剧只能负责
做一些修改 AI 剧本的低报酬、低附加值的
工作。

编剧和演员的担心不是没有依据。今年上
映的《夺宝奇兵 5》正是运用 AI，在大荧幕上展
现整整年轻了40岁的主演哈里森·福特。时至
今日，影视公司使用 AI 分身后，该如何向演员
本身分配利益，还没有明确的标准。

网飞（Netflix）公司今年上线的剧集《黑
镜 第六季》，则给人们展现了一个更为具象化
的未来：第一集的故事，讲述的正是由人工智能
利用普通人留在电子设备中的个人信息自动生
成剧本，再利用影视明星的虚拟形象自动生成
剧集。这一集的结局也颇值得玩味：剧集主人
公原型和影视明星本人冲入影视公司，捣毁了
AI量子计算机。

从好莱坞到网飞，影视界对于AI的警惕正
在全面爆发。当然，这种警惕，绝不仅仅发生在
影视界。

好莱坞在害怕什么？

Azero机械手臂进行书法表演。 新华社发

◀ 人类与仿真机器人索菲亚互动。 新华社发◀ 人类与仿真机器人索菲亚互动。 新华社发

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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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日内瓦“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