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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人机关系
——人工智能时代的伦理挑战与破解路径

田语萱
长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时代悄然而至。在享受技术革新红利同时，也给人机关系带来了诸多伦理挑战。如何从容
应对千变万化、充满挑战的人工智能时代，成为 21 世纪每个人安身立命的思考题与必修课。在人工智能时代中重塑人机关系，正
视人机关系伦理发展趋势与伦理挑战，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构建出和谐高效可持续的人机关系未来。面对人工智能时代人机关
系所面临的伦理挑战，找寻相应的破解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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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has quietly arrived. While enjoying the 
benefit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t also poses numerous ethical challenges to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s. How to gracefully 
navigate the ever-changing and challenging landscape of the AI era has become a contemplative question and compulsory course 
for everyone in the 21st century to find their footing in life. In this AI era, it is crucial to reshape human-machine relationships, 
confront the ethical trends and challenges inherent in these relationships,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principle, as well as build 
a harmonious, efficient, and sustainable future for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s. In the face of ethical challenges posed by human-
machine relationships in the AI era,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must be s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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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历史进程中，人工智能在近 50 年经历了从
爆发到寒冬再到野蛮生长的多个峰谷起落。在最近
一次高峰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进展。毫无疑
问，人工智能已经不可辩驳地日益成为我们生活的
一部分，成为近几十年来对人类福利和人类命运造
成最严峻急切挑战的技术之一。

一、人机关系的发展历程

自人类社会出现原始工具开始，人机关系就已
成为缠绕人类始终的话题。在各阶段机器的发展中，
呈现不同的形式参与人类活动。

（一）前工业时代：人与工具自然协作
前工业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与自然紧密相

连、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但充满智慧与和谐的时期。
此时工具被视为人类肢体的延伸，主要用于辅助人
类完成各种任务，设计与使用都紧密围绕着人类的
需求与能力。

在前工业时代，人类与工具之间形成了一种紧
密协同的劳动模式，其本质是人与工具自然协作、
工具与人共在。人们通过使用工具来扩展自己的劳
动能力和范围，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工具也只有
在人类的正确指导下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原

始耕作中，开始出现铲子、锄头等工具。作为当时
农民耕种的劳动工具，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在
古代建筑过程中，工匠们需要使用耕种工具来完成
复杂的建造任务。此时工具作为人类肢体的简单延
伸且人与工具共在性，人类将自己的意图、目的和
只是融入到工具之中，使工具成为实现这些意图和
目的的重要工具。

中国古代哲学追寻天人合一，工具的发展不断
体现出人与工具自然协作。这一时期，人类处于基
础劳作阶段，工具作为人类肢体的自然延伸，不仅
使生产活动的重要辅助，更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
结晶。

（二）工业时代：人与机器逐步异化 
18 世纪工业革命的兴起，较为高效、精准的机

器真正诞生。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发展，人们逐渐发
现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工具和使
用者的关系，而是逐渐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异化现象。

首先是工作方式的异化，颠倒人与机器的主客
关系。在工业时代，机器的广泛发明和使用极大地
解放了人的双手，逐渐成为生产生活的主导力量。
工业化社会的快速发展致使工人被要求按照机器的
节奏和指令进行工作。这种方式导致了工人不再是
生产过程中的主体，而变成了机器的附庸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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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心理状态的异化。长期在机器轰鸣声中工作
的工人，往往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生理负担。
工人的简单手工劳动逐渐被机器所取代，机器也不
再是人类肢体的延伸。机器将具有技术性专业性的
劳动变为流水线工作，使人们失去专业经验的意义，
人类工作的主观能动性大大减弱。他们不仅要忍受
单调乏味的工作内容，还要时刻担心因操作失误而
导致的安全事故。这种工作环境使得工人的心理状
态逐渐异化，负面情绪增加。

总的来说，在工业时代机器的快速发展中，人
与机器的关系呈现出逐步异化的态势。工业时代人
与机器关系的异化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社会现象。
这种异化不仅影响到人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也
深刻改变人的心理状态与社会结构。

（三）智能时代：人与人工智能“矛盾”又共生   
不同于之前的工具与机器，智能时代的人工智

能就是人脑智能的计算机，能够实现更高层次的应
用。然而，科技的快速发展使人类与人工智能呈显
出既矛盾又依赖的共生关系。

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使人类开始出现存在与
自我认知的矛盾。当人工通用智能或强人工智能成
为可能时，人类可能会开始质疑自身的独特性与价
值。2016 年 3 月，由 DeepMind 公司开发的一款人
工智能围棋程序 AlphaGo 在围棋比赛中战胜了围
棋世界冠军李世石，成为第一个在正视比赛中击败
人类职业围棋选手的人工智能程序。展示出了人工
智能的强大潜力，但也正是人工智能这种未知的强
大，使人类陷入自我认知的矛盾意识中。由于人工
智能的出现与发展，我们一面陷入矛盾的自我认知，
一面又依赖于人工智能的创新科技。无论是在生活
中，还是在工作领域，亦或是学习方面无处不使用
着 AI 智能工具。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使用也逐渐
产生依赖性。

在人工智能时代，人与人工智能时间的关系转
变为既矛盾又依赖共生的关系。在享受诸多便利和
效益的同时，也要认真对待矛盾关系。人工智能对
人类的超越将引发新的伦理问题，成为人类生存生
活刻不容缓的难题。

二、人工智能时代下人机关系的伦理挑战

人类正加速进入以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现代化
新时代。而人工智能技术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应用在
许多前沿领域中的未知性与风险性。因快速发展所
引起的人机关系复杂化也带来前所未有的伦理挑战。

（一）主体性伦理困境：机器异化与人性控制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创新发展，机器所具

备的智能和自主性越来越强。从人类的辅助工具逐
渐转变为一种能够自我决策、甚至与人类意志相冲
突的存在，使人机关系产生主体性伦理困境。

人机关系主体性伦理困境中，机器的异化使人
的自主性被遮蔽，主体性被削弱。在高速发展的科
学技术下，人工智能能够自主地进行选择与判断，
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越了人类的能力。著名的图灵测
试旨在通过对话的方式判断机器是否能表现出与人
相似的智能。测试一直饱受争议，而在 2014 年 6
月图灵测试取得第一次成功。计算机软件尤金·古

特曼在图灵测试中成功伪装成一名 13 岁的乌克兰
男孩， 让 33% 的测试人相信了它的“人类身份”。
图灵测试的成功标志着庆祝人类的创造日益强大的
同时，加剧了人类主体性危机。在智能时代，人们
越来越依赖于各种智能设备和系统来获取信息。但
这种依赖也可能导致人类在某种程度上被机器所支
配和控制，削弱人们自身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最后
造成人机关系的颠倒。

人工智能将势不可挡的改变我们的生存方式，
其具备比人类更高的竞争能力和自主性。如何确保
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会损害人类的自主性和主体性，
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伦理问题。

（二）隐私安全危机：隐私与数据安全
人工智能系统的运行高度依赖数据，通过数据

的抓取进行已实现智能化决策和应用，处理分析推
送出更高精度的信息。而数据的收集、存储和使用
过程中往往存在隐藏泄漏的风险，为隐私安全带来
新挑战。

笼统的来说，个人私密生活空间、活动、信
息等不愿意被他人知晓的都可称作隐私。隐私是人
类的基本权利之一，它关乎到个人的尊严和自由。
数据安全则是隐私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智能
时代，数据泄漏和滥用的风险都在日益增加。2024
年 3 月，美国电信巨头 AT&T 遭遇了大规模的数
据泄漏事件，导致 7300 万客户信息被公开。泄漏
的信息包括客户的姓名、电话号码、邮寄地址等敏
感信息，甚至部分客户的加密密码也被泄漏，使得
约 7300 万用户账户面临被挟持的风险。这一事件
也再次凸显隐私安全的重要性以及人工智能时代数
据安全方面的脆弱性。大数据涵盖丰富，信息更加
集中，也为不法分子提供了丰富的攻击目标，可能
因为一次数据泄漏，就造成不可估计的损失。

人工智能的发展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们已经无法避免的使用到人工智能，如何做好隐
私数据安全的管理已经成为智能时代人机关系中的
一个复杂而又紧迫的伦理挑战。

（三）算法规范问题：算法偏见与公平性  
算法是人工智能的核心，通过大量数据自我进

化和学习适应新环境，从而实现自主决策及问题解
决。然而，随着算法越来越多的进入我们的生活，
算法规范问题也逐渐下显现出来。

简单来说，算法偏见是指算法在处理数据时，
对某些数据表现出更倾向性或偏好性，可能导致对
特定群体产生不公平的决策结果。人工智能系统的
决策过程可能受到算法偏见的影响，导致不公平的
决策结果。首先，训练数据的偏见。样本数据的选
取如果没有遵循随机原则和代表性原则，那么就可
能导致样本的代表性不足，造成数据结果的偏差错
误，极大地破坏了公正性。其次，算法设计的缺陷。
算法设计中算法模型存在局限性，无法充分理解处
理数据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例如，在招聘、信贷等
领域，人工智能系统可能会因为数据参数的调整不
当而歧视某些群体，导致不公平的待遇。最后，开
发者自身带有的偏见。源于开发者的个人经验、教
育背景、文化背景、社会观念等多个方面。当开发
者在设计和实现算法时，他们可能会无意识地将自
己的喜好偏见融入到算法中，从而影响算法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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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和公平性。
算法偏见的存在可能导致的不公平结果，加剧

社会不公平。如何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决策过程公
平、公正、无偏见，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伦理问题。

三、人工智能时代下重塑人机关系的破解路径

人工智能作为21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技术之一，
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
的各个方面。人机关系的紧张与冲突也日益凸显，
探索重塑人机关系的破解路径成为重中之重。

（一）伦理框架：秉承人机共生原则 
 人机共生原则是指人类和电子计算机之间的

合作互动，预示着一种密切的耦合关系。需要与机
器创建文明和谐关系的伦理框架，更好地应对智能
技术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社会和谐发展需要人类与机器的共同协作，共
同进步，人机共生原则成为塑造伦理框架的重点。
要实现人机共生，我们必须塑造并践行一系列严格
的道德原则。首先，应当坚持尊重与平等。无论技
术如何发展，机器都应当被视为辅助人类而非取代
人类的工具，人的独特性和价值应始终置于首位。
人类应将机器视为人类生活和工作中的助手，而非
竞争对手或威胁。其次，应当坚持公平与正义原则。
在人机共生关系中，应确保资源的公平分配与使用、
公平竞争与合作，避免因技术差异所导致的不公平
现象、避免机器过度代替人类工作，导致人类失业
和社会不平等加剧。再次，应该坚持透明度和可解
释性。智能系统决策过程应该尽可能的和可解释，
以便用户理解和信任，增强人机共生的稳定性。

重塑人机关系中秉承人机共生原则，正确看待
人机关系是构建共生关系的关键。不同方向、不同
领域一起构建维护这一伦理框架，以促进人机和谐
共处，破解伦理困境，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

（二）政策治理：人机命运共同体构建 
人机命运共同体是指人类与机器在相互依存、

相互促进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型共生关系。人
类与机器不再是对立的双方，而是共同面对挑战、
共享资源的命运共同体。从实践方式的角度出发，
在政策与治理上寻找构建人机命运共同体的方案。

机遇和挑战总是相伴而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
术无疑成为现在乃至未来各个国家经济和科技竞争
的重要领域，我国想要抢占人工智能全球制高点，
正确处理好人机关系，就必然要健全相关法律配套
机制，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首先，政府给予政策制度支持。通过制定宏观战略
计划，明确发展目标、为人工智能的长期发展提供
方向性指导和有力支持。其次，推动伦理准则制定。
制定人工智能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引导技术的
发展方向和应用场景。鼓励公众参与智能研究，提
高公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认知和理解。最后，加强
国际合作与交流。共同制定全球性的规则和标准，
共享发明技术共同进步，推动技术的全球化发展。

从政策与治理方案出发，构建人机命运共同体，
促进智能技术的发展与融合，规范市场与行业秩序，
更保障了人类的福祉与权益。这些作用共同推进人
机命运共同体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三）环境选择：人机和谐共生的人文环境
环境选择也是重塑人机关系，破解伦理困境的

重要因素之一。构建与机器人共舞的和谐未来，除
了政策治理上的促进，还需要人文环境的影响与强
化。在促进人机和谐共生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

人文环境的正确选择对塑造和谐共生的人机
关系至关重要。好的人文环境包括丰富的文化内
涵与价值观念，这些元素会渗透到人机交互的各
个方面。在一个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中，人们
会更加容易接受新技术、新观念，从而推动人机
关系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同时，人机关系的协同
发展也会反过来促进人文环境的优化和升级，形
成良性循环。首先，加强教育与培训。如通过开
设相关课程、举办讲座和研讨会等方式，提高公
众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认识和了解。其次，增进互
信与合作。政府、技术部门、公众在相互监督中
合作共赢。最后，强化伦理与文化建设。通过弘
扬人文关怀精神、加强伦理道德教育等方式，引
导公众树立正确使用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人机和谐共生正逐步成为人文环境发展的新趋
势，人文环境的塑造对人机关系具有深远的影响。
为了建立健康、和谐的人机关系，我们需要构建一
个既尊重人性又发挥技术潜力的新型人文环境，推
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今天的人工智能已经和十年前大不相同。智能
时代既为人类带来了无限的机遇，也为人类带来了
未知性的挑战。从伦理角度来说，未来的人工智能
仍然需要人类的不管努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明与
进步反过来也能帮助人类更好进行知识探索，二者
必将会形成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
共同体关系。不论机器是否将我们带入幻想之外的
世界，人工智能始终是为创造人类美好未来而生，
人机协同共生，构建和谐高效的人机交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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