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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用未来眼光与理性约束去开发人工智能

编者按：

人工智能时代，人们的生活越发便利：语言识别、自动驾驶、图像识别、移动医疗……人
工智能正在且还将继续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红利。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人类对于人
工智能超前发展的担忧从未停止过，在未来，人类或将被人工智能操控，或覆灭于人工智能。
万幸的是，人类早在历史的长河中学会与旧的或新生的事物不断磨合、和谐相处。霍金曾言：
“成功创造人工智能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事件。不幸的是，也可能是最后一次——除非我们
学会如何规避风险。”用未来眼光与理性约束去开发人工智能，人类社会前进的脚步将会走得
更稳妥。

用未来眼光与理性约束去开发人工智能
题目即论点，清晰明
了。

①前不久，一段热舞视频引发不少人的围观和讨论。跳舞的不
是人类，而是著名机器人公司旗下的几款机器人，继后空翻、户外
奔跑后，它们挑战起了更高难度的舞蹈动作。没有四肢僵硬感，动
作与音乐节奏之和谐让人惊呼，以至于有人误以为是计算机生成图
像（CGI）。而就在这之前，谷歌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开发的程序
Alpha Fold 在一个蛋白质结构预测大赛中打败 100 多个参赛团队、
夺得冠军，并“有史以来将蛋白质结构预测这项任务做到基本接近
实用的水平”。人工智能取得每一次新进展和突破，在引来部分人
欢呼的同时，警惕之声也几乎随之而起。在影视领域，近年来的流
行作品，如《星球大战》《终结者》《黑镜》《西部世界》也都是
以人工智能为主题，是人们对该话题的关注及情绪的另一种投射。

开篇由机器人热舞、
比赛夺冠及相关影视
作品引出人工智能的
话题。

②对于人工智能，大众估计都不那么陌生。它是研究、开发用
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
技术科学。简单来说，人工智能目的就是让机器能够像人一样思考，
让机器拥有智能，可以做出模糊的判断，而非用于计算有确切答案
的问题，例如一加一等于几。机器学习是实现人工智能的方法，也
是人工智能的核心领域，其原理是使用算法对大量的数据进行解析，
模拟或实现人类的学习行为，从而获取新的技能来完成任务。传统
的机器学习算法已经应用于指纹、人脸识别等领域。深度学习是机
器学习的一个子集，用于建立、模拟人脑进行分析学习的神经网络，
并模仿人脑的机制来解释数据的一种技术。

人工智能的实质：让
机器能够像人一样思
考并拥有智能，做出
模糊判断。

③社会科学中将人类的心理活动划分为三种基本形式：知、情、
意，对应于人工智能的三个层次，运算智能、感知智能、认知智能。
目前，人工智能仍处于感知智能，即弱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也是
人类对 AI 应用最广泛的阶段。例如语言识别、自动驾驶、图像识别、
移动医疗等，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便捷与福利，将 AI 应用到金融及教
育行业，创造了极大的社会价值。而在科幻电影中，涉及的人工智
能自主意识的觉醒则属于强人工智能，如今的研究技术尚达不到。
不过，就像人类生命的进化一样，AI 不会只停留在感知智能的基础
阶段，当各方面条件完善后，它会迈向智慧阶段，拥有认知能力与
更高级的技能。而从弱到强的跨越，也是人类和 AI 逐渐交汇的过程。

人工智能的发展目
标：各方面条件完善
后，它会迈向智慧阶
段，拥有认知能力与
更高级的技能。

④那么，我们该为人工智能的崛起而感到畏惧吗？一直以来，
“人工智能威胁论”的声音从未停止。霍金就曾指出，人工智能的
崛起很有可能导致人类文明最终走向终结。试想，机器在几乎所有
领域都比人类大脑聪明很多，包括科学创新、通识和社交技能，这
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神经学家大卫·伊格尔曼称：“人工智能
在理解道德和法律上存在先天缺陷。”具有深度学习能力的 AI，功
能越来越强大，其自主决策建立在庞大的数据驱动下，是成千上万

人工智能存在的缺陷
一：缺乏真实性和可
问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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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机器学习的结果，但是缺乏真实性和可问责性。人类一旦想要改
变这种决策，需要更多的数据与之博弈，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
要加强对人工智能系统伦理道德和法律的约束，确保其发展对人类
和环境有利。

⑤在现实生活中，人工智能已经显示出其极大的优越性与替代
性。AI 可以替代人类更好地完成工作，从服务业到制造业，这些工
作几乎覆盖人类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工厂的自动化使很多传统制
造业工人面临失业，如今 AI 的迅速崛起将会使失业范围扩大，留给
人类的岗位进一步被局限，由此导致的社会发展不平衡引起整个社
会的焦虑。另外，人工智能的运转建立在大量数据的基础上，很多
情况下我们的个人隐私数据得不到保障。平台根据用户的浏览历史
等，通过机器算法自动判断并向用户推荐符合需求和喜好的内容，
机器对我们的了解越多，就越能够影响人的决策和行为，反而使人
类的行为越来越机械化。

人工智能存在的缺陷
二：个人隐私数据得
不到保障。

⑥如何合理应用人工智能从而更好地造福社会，应该是当前最
主要和重要的话题。大数据时代，对人工智能的监管和督促也必不
可少。有互联网从业者指出，人工智能只是一个新技术和工具，它
会结合所有领域，通过大数据，提升各个行业发展。诚然，人工智
能应该是作为一种工具的存在，将它与各行各业的发展相结合，使
其促进社会的协同发展。

⑦以核物理为基础的原子弹对生命的伤害难以估量，然而将其
应用到能源与医疗方面，却对人类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
用。与核物理的发展相似，人工智能不断拓宽人类对能力的认知边
界，并具有巨大的两面性，属于超前的研究，很可能会触及伦理道
德底线，因此需要用未来的眼光和理性的约束去开发其能力极限。

照应题目，呼吁号召。
要用未来的眼光和理
性的约束去开发人工
智能的极限，从而更
好地造福社会。

来源：2021 年 01 月 13 日 02 版《光明日报》 作者：王永锋

【时代警语】
人工智能不断拓宽人类对能力的认知边界，并具有巨大的两面性，属于超前的研究，很可

能会触及伦理道德底线，因此需要用未来的眼光和理性的约束去开发其能力极限。

【思维串联】

【考点精练】
1.在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逻辑严密，每处不超过
20 字。

对于人工智能，大众估计都不那么陌生。它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
的理论、方法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简单来说，人工智能目的就是让机器能够像人
一样思考， （1） ，可以做出模糊的判断，而非用于计算有确切答案的问题，例如一加一
等于几。机器学习是实现人工智能的方法，也是人工智能的核心领域，其原理是使用算法对大
量的数据进行解析， （2） ，从而获取新的技能来完成任务。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已经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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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指纹、人脸识别等领域。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的一个子集，用于建立、模拟人脑进行分析
学习的神经网络， （3） 。
2.读写一体化训练（开放性试题）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工智能得到广泛运用，人们的生活也越发便捷。然而万事都有利弊，

人工智能也不例外。近期，瀚海中学高二 5班的同学们就“人工智能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

大于利”展开了一次辩论。假如你是该班一名辩手，请你选择一方写下辩词，不少于 500 字。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公众号
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威海紫光实验学校高三语文 栾丹妮）

【相关链接】

人工智能治理需用好“人工”

近日，人脸识别成为售楼处标配的新闻上了热搜，将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推上舆论的风口浪

尖，乃至有人戏言要戴头盔看房。随着人工智能与生活深度融合，引导其有益于人类社会不仅

要发展智能，更要用好“人工”。处理好人机关系，才能更好地享受人工智能的红利。

人工智能需要基于大数据学习，而数据库建设难免涉及个人敏感信息；人工智能颠覆了网

络监管模式，但新的监管模式尚未形成；人工智能冲击了感情伦理，但调适人工智能与人关系

的伦理体系正待建立……凡此种种，使得公众对人工智能态度复杂亦在情理之中。

然而自动导航、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新形态正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治理

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隐忧，不能靠因噎废食式的“反科技”来达到目的，管理好应用好人工智

能，又何尝不是“人工”的另一层含义。

治理人工智能需要与时俱进的法律。回顾历史不难发现，适应时代的法律总是与科技进步

相伴而生。伴随着工业革命兴起，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垄断法规》，被誉为“发

明人权利的大宪章”。今天，适应我国人工智能领域发展新形式，《民法典》《网络安全法》

明文规定保护公民信息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使保障公民个人信息有法可依，以

及针对人工智能参与创作作品的法律实践，正在给人工智能设定边界，为实现人工智能健康有

序发展提供保障。

治理人工智能需要健全的伦理体系。正如曾经改变了世界的蒸汽机、发电机一样，人工智

能正在展现出颠覆性力量，只有处理好人机关系，才能更好享受人工智能红利。作为人类智能

的产物，人工智能需要以人的道德价值为行为依据。如果说阿西莫夫《基地三部曲》里提出的

“机器人三原则”是从限制机器角度为人类发展撑起保护伞，我国出台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治

理原则——发展负责人的人工智能》则从人的角度指出了人工智能责任主体的共同性，这意味

着技术研发者、管理者和使用者即需要共同遵守相关伦理，避免因人类自身的技术理性崇拜，

将人工智能引向可能伤害人类的通用型超人工智能。

或许不仅仅是人工智能，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科技越智慧，就越需要人治理的智慧。

（来源：2020 年 11 月 30 日 04 版《科技日报》 作者：王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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