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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为人工智能
设“红绿灯”

近期，人工智能

热潮风靡全球，它可

以聊天、写作、作画，

甚至在部分领域可与

人类一较高下，甚至

表现出可以超越人类

的能力。

如何面对新的变

化？有人叫好，有人好

奇，但也有人担心。上

个月，许多业内专家

和企业家联名发表公

开信，呼吁暂停巨型

人工智能实验，理由

是人工智能可能表征

着地球生命历史上的

一次深刻变化，应该

投入相匹配的关切和

资源来规划和管理人

工智能发展。

就在人们充满好

奇地探索人工智能非

凡能力之时，大家也

不能忽略它可能带来

的负作用甚至是毁灭

性的危害。

2023 年 4 月 11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起草《生成式

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并

向 社 会 公 开 征 求 意

见。该办法中首先明

确了“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定义，是指基于

算法、模型、规则生成

文本、图片、声音、视

频、代码等内容的技

术，为人工智能设置

“红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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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
技术的大爆炸

ChatGPT问世，直接拉开了科技
大 爆 炸 的 帷 幕 。ChatGPT 所 属 的
Open AI公司，推出了GPT-4；百度
的类ChatGPT产品文心一言，正式面
世；微软发布了集成GPT-4大模型的
重 磅 革 命 性 应 用 Microsoft 365
Copilot；AI 生 成 图 片 工 具 Mid-
journey 推出了被视作“开启视觉革
命”的V5模型；谷歌开放PaLM大模
型API后，开放测试自家对话式AI服
务 Bard；Adobe 推出最新 AI 模型
Firefly……

近日，来自斯坦福大学和谷歌的
研究人员创造了25个AI NPC（基于
人工智能的非玩家角色），他们有着
不同的身份、性格和年龄，会在一个
共同社区中生活，每个AI NPC都有
自己的基础行程，包括起床、洗漱、吃
饭、睡觉等，根据不同的身份设定，又
会做出不同的行动，共同维持社区的
运转。不仅如此，这些相互之间可以
产生互动的AI NPC，甚至还能听取
研究者的要求，并采取对应的行动。
例如告诉其中一个AI NPC，希望在
社区举办一个“情人节”的活动，他能
自发组织这场活动，包括时间地点和
到场人物等。

同时，来自上海的一个视频博主
利用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复活”
已经去世的奶奶，并且还与奶奶进行
视频通话。视频中，“奶奶”声音、容貌
以及语气与真人极其相似。其实，看
过《流浪地球2》的观众可能对这则视
频并不陌生，AIGC奶奶其实就是另
一种形式上的数字生命。博主“复活”
奶奶，与电影中图恒宇“复活”丫丫的
片段很相似。赞成博主行为的人认为
利用AIGC奶奶来寄托哀思的方式是
有温度的，值得肯定的；反对博主行
为的人认为 AIGC 奶奶有违伦理问
题，科技从业者不应为了自己的私欲
而滥用技术。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 AIGC 之
前，AI技术可以被笼统地看成是一种

“关在盒子里的游戏”。相较于之前的
AI技术，AIGC之所以引起人们激烈
的反应，主要源于它对人类独有的思
考、推理领地的入侵。它一方面会采
集用户数据进行训练，这将导致大规
模的隐私数据泄露，无论是对于个人
的隐私还是商业公司的机密与数据、
文件隐私，甚至一个国家政府层面的
数据隐私都有可能被AIGC采集到，
从而被大规模扩散。另一方面AIGC
会输出价值观、文化、思想，对于一个
国家来说有着其固有的共同的文化
与价值观，这是一个国家的重要组成
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AIGC有文化
渗透的风险。第三则是剽窃问题，
AIGC需要采集大量的用户数据进行
训练，这导致很多版权内容、包括文
章、新闻与文献、论文资料全部被它
所用，它会免费帮助用户去剽窃整个
互联网的版权内容。

“科技向善”是科技创新与技术创
新的最终目的，推动世界进步的是科
技，颠覆道德伦理的是潘多拉魔盒。

着眼长远，AIGC代表的是
未来，它不能被扼杀，也无法被
阻挡。科技是他律性的东西，想
要很好地利用其为人类服务，
必先将其装入符合伦理规范和
道德标准的盒子中。

数据安全、隐私安全、道德
和法律，则是 AIGC 治理的基
础。基于上述原因，国家出台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秉承着发展
的主基调，划定责任主体，制定
行业底线，为中国的生成式人
工智能健康发展亮起红绿灯。
《办法》首先明确，国家支持人
工智能算法、框架等基础技术
的自主创新、推广应用、国际合
作。因此，制订管理办法正是为
了未来更好地发展该技术，而
不是限制该技术。当前需解决
三大主要问题：

一是应对隐私安全问题。对
此，《办法》规定，生成式人工智

能提供者需“承担该产品生成内
容生产者的责任；涉及个人信息
的，承担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法定
责任，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

二是应对技术滥用问题。在
与技术滥用问题相关的虚假信
息管理和他人权益问题上，《办
法》规定“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生成的内容应当真实准确，采
取措施防止生成虚假信息。尊
重他人合法利益，防止伤害他
人身心健康，损害肖像权、名誉
权和个人隐私，侵犯知识产权。
禁止非法获取、披露、利用个人
信息和隐私、商业秘密。”

三是应对知识产权和他人
权益问题。《办法》也作出了初
步规定，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训练“不含有侵犯知识产权
的内容”“数据包含个人信息
的，应当征得个人信息主体同
意或者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的其他情形”等。

在教育领域，AIGC对现有
的教学体系、模式、内容带来了
巨大的冲击与挑战。事实上，一
些负面效应已经潜滋暗长。就在
今年1月，1000名18岁以上的
美国学生接受了在线课程平台
Study.com的一项调查。经统计
发现，在接受调查的学生中，
89%以上的学生使用过Chat-
GPT完成家庭作业，约48%的
学生使用过 ChatGPT 完成测
验，超过50%的学生使用Chat-
GPT写论文，22%的学生曾要
求ChatGPT提供论文大纲。

AIGC同时提出了一个重
大问题，即当前的教育应当培
养什么样的人才？ChatGPT能
够成为一种技术，说明机械化
文本写作已经不再是个体能力
的体现，教育应更加关注逻辑
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
维等高阶能力。因此，有效使用
智能工具的能力将成为学生核

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
一点上已经达成世界共识，即
全面推进核心素养教育，从知
识体系教育走向素养教育，促
进学生高阶思维能力与非智力
因素的全面发展，启迪学生智
慧，培养具备解决复杂问题能
力的创新型人才。

知识为基、能力为重、价值
为先。我们要占据两个“价值高
地”：其一是人工智能伦理诚信
建设。技术应该为人合理、合法
地使用。注意伦理规范和学术
诚信的问题，明确用人工智能
作弊和代考答题是失信行为；
其二是高阶思维的培养。小胜
在智，大胜在德。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
要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出
发，突破传统高阶思维的培养
途径，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优势，
促进创造力、批判性思维等关
键能力的提升。

“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生成式AI应是人类发展的工具。康
德认为，人类是理性动物，而理性的真正使命在于产生“善良意志”。一种
行为之所以是“善”的行为，是因为这种行为本身即包含“善良意志”，这
种“善良意志”构成了人们行为的绝对律令，是一切“善”的根基。生成式
人工智能时代，同样也要用“科技向善”关闭科技的潘多拉魔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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