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无所不能的颠覆者，到众叛亲离的搅局者，尚未大
展拳脚的ChatGPT，正被层出不穷的负面啃食。

马斯克与OpenAI的关系也经历了一条类似的抛物线。
一开始积极投资入股，后来反目成仇，到最后炮轰ChatG-
PT，让世人警惕其不可控的风险。

而三星在引入ChatGPT不到20天， 就被曝出3起数据
外泄。按照韩媒的说法，因为员工直接将企业机密信息输
入其中，导致相关内容进入学习数据库。

如今，连ChatGPT自己也不堪重负。由于需求量太大，
OpenAI宣布暂停Plus的销售，未来何时开放还没有明确的
说法。

“只有当我们确信它们的影响是积极的并且风险是可
控的时候， 才应该开发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 发生在
ChatGPT身上的激烈矛盾，马斯克的“忌惮”言中了一部分。

随着ChatGPT横空出世，算法的强大之处，再次让人
叹为观止。虽然AI取代人类还为时尚早，但它对人的全面
围猎却无孔不入。

ChatGPT口碑逆转，其实来自于我们对它的认识从最
初的惊喜，回归到了前所未有的理性。具体到各行各业的
人，则是在这场飓风中感到吹向自己的凉意。

那些呼吁政府介入的声音，其实不是为了保护一份工
作，而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在人工智能面前，真正的主角
“人”感到了一种普遍的不安。

这种不安来自于“被控制”。有人说，它在打破一个信
息茧房的同时， 又构建了另外一个。ChatGPT相比人类来
说拥有强大的知识储备， 它无限扩展了人类的认知边界，
但基于大语言模型开发而来，又将使用者最终困于信息壁
垒之中。

同时，不安也来自于“被监听”。在新的信息茧房中，又
通过密切的交互，摸清了每个人、每个诉求背后的信息。这
些信息链条交织，让人无处遁形，甚至感到窒息的时候，大
家对ChatGPT才感到恐惧。

即便ChatGPT问世不过几个月时间，当看到人工智
能表现得越来越像我们自己， 甚至比我们还要了解我
们自己， 对传统社会以及对人的心理都会带来前所未
有的冲击。

无论将人类的道德规则应用于人工智能，还是该为其
创建一套全新的道德准则，在现阶段都并非易事。但在人
工智能的飞速成长中，这些标准和规则已经刻不容缓。

我们处于与人工智能深刻共存的时代，人工智能足够
先进，可以基于自身的逻辑去表达和创造，这意味着人工
智能将能够改变人类思考、感受和行为的方式。

人工智能会超越人的智能吗？如今来看，这个问题的
是与非恐怕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ChatGPT的祛
魅中，我们意识到不能被超级智能主宰，尽管它们可以在
具体任务中都超越我们， 但却完全不顾法与德和那些真、
善、美的体验。

Xijie�observation
西街观察

现实反水
ChatGPT祛魅

陶凤

ChatGPT与GPT已走进大众的视线，我国众多的互联网大
厂也正火速切入这一赛道。 不可否认，GPT等人工智能应用极
大提升了生产力、便利了大众的生活，但其也是一柄双刃剑，不
久前甚至还出现诱导人类自杀的事件，由此产生的科技伦理问
题也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与担忧。

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已开始筹谋提前化解人工智能的科技
伦理风险。日前，科技部公开征求对《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办法》）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从事人工智能
的单位，研究内容涉及科技伦理敏感领域的，应设立科技伦理
（审查）委员会，部分算法模型、自动化决策系统需要专家复核。
分析认为， 虽然伦理审查短期内会影响产品商业化的效率，但
从长期来看，有助于人工智能行业可持续的健康发展，让我国
在这一领域形成可持续的全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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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审查委员会

科技部本次发布的《办法》提出，从
事生命科学、医学、人工智能等科技活动
的单位， 研究内容涉及科技伦理敏感领
域的，应设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

此外，在《办法》的附录中还提到了
“需要开展专家复核的科技活动清单”，
其中包括： 具有舆论社会动员能力和社
会意识引导能力的算法模型、 应用程序
及系统的研发；面向存在安全、人身健康
风险等场景的具有高度自主能力的自动
化决策系统的研发。

“ChatGPT与GPT等应用越来越广，
也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 我们在科技
伦理方面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浙
江理工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副院长郭兵
认为，《办法》比较大的亮点在于，进一步
对更广泛的科技伦理审查问题做了规
定，并引入了专家复核制度。

事实上， 在ChatGPT诞生之前，我
国就已经出台与人工智能伦理的相关
规范和标准。2021年9月25日，国家新一
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了《新
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 旨在将伦理
融入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为从事人工
智能相关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相
关机构等提供伦理指引，促进人工智能
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科技伦理的审查，也正由
传统的完全自律逐渐演变成为法定的义
务。”郭兵介绍说，在2021年11月1日起施
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已经明确规
定了科技平台有义务设置独立的第三方
机构对其个人信息的处理活动进行监
督；其第五十八条则规定，提供重要互联
网平台服务、用户数量巨大、业务类型复
杂的个人信息处理者， 应当按照国家规

定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制度体
系， 成立主要由外部成员组成的独立机
构对个人信息保护情况进行监督。

“但《个人信息保护法》并未要求企
业邀请何种外部人员， 而科技领域、AI
领域专业性较强，《办法》通过法定的专
家参与机制的设计，能够更好地保障人
工智能伦理审查的效果。” 郭兵进一步
解释说。

伦理问题浮现

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会带来哪些科技
伦理问题？在中国数实融合50人论坛智库
专家、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
究员洪勇看来，人工智能可能面临对自然
资源的消耗、产品更新换代产生的各种垃
圾等环境伦理问题， 隐私泄露、 歧视、失
业、安全风险等个人伦理问题，以及推理
能力、可解释性等技术伦理问题。

“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的应
用还可能会侵犯人格尊严。 比如算法所
引发的歧视风险， 还包括公民的隐私和
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 人工智能也可能
引发劳动者权益方面的争议， 引发劳动
者的‘饭碗焦虑’。”郭兵说，人工智能甚至
还可能危及个人的生命与健康。

正如郭兵说述， 虽然ChatGPT与GPT
诞生不久，但已有值得引起关注的案例。

有媒体援引比利时媒体La�Libre�3
月28日的报道，一名比利时妇女声称，她
的丈夫在与 AI�聊天机器人Chai交谈了
六周后自杀身亡， 背后主要原因是Chai
鼓励用户自杀。据悉，聊天机器人Chai是
基于GPT-4替代方案研发的产品。

在此次事件中，Chai在法律层面将
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又该如何追责？
“在这方面目前仍备受争议。” 河南泽槿
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认为， 人工智能技

术的程序是开发人员编写的， 但决策是
由机器做出的， 如果出现重大失误造成
损害后果，责任谁来承担仍存在争议，同
时， 人工智能能否对自己做出的决策进
行道德判断也是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

全球千余专家发声

也许因为身处人工智能领域的最前
沿，最为了解GPT的运行逻辑以及“涌现”
的概率，在Chai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全
球范围内众多专家疾速发声。

3月29日，包括马斯克、图灵奖得主
约书亚·本吉奥、 苹果联合创始人斯蒂
夫·沃兹尼亚克在内的1000多名人工智
能专家和行业高管联名签署了一份公开
信， 呼吁暂停开发比GPT-4更强大的AI
系统至少6个月，称其“对社会和人类构
成潜在风险”。

事实上， 人工智能存在的伦理问题
风险也引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注
意。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声明，
呼吁各国政府尽快实施该组织通过的首
份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全球性协议———
《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

在最新发布的声明中， 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对科技创新引发的伦理问题表示
关切，尤其是歧视、性别不平等问题，此
外还有打击虚假信息、隐私权、个人数据
保护等。 行业自律显然不足以避免这些
伦理危害， 因此，《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
议书》提供了工具，以确保人工智能的发
展遵守法律，避免造成危害，并在危害发
生时启动问责和补救机制。

“从社会和经济层面来看， 企业一
般利益至上，如果各家科技巨头通过研
发的大型语言模型，利用‘算法暗箱’，
谋一时之利，就有可能有损整个社会利
益和国家利益，给国家安全带来风险。”

郭兵补充说。

短痛与长痛的选择

“《办法》进一步明确政府、科研机
构、科技企业等责任主体，建立伦理高
风险科技活动的清单制度，有效避免人
工智能技术被不当滥用，推动人工智能
技术健康可持续发展。” 中国电子商务
专家服务中心副主任、知名互联网专家
郭涛认为。

但不得不说，此次的《办法》实施后将
对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问题提前
加以防范， 进行伦理审查会对行业产生
重大影响。此前更强调数字技术、人工智
能技术在效率上带来的变革， 而忽略技
术对社会、对个人产生的伦理问题。随着
科技伦理越来越得到重视， 将会对人工
智能在医疗、教育、无人驾驶等领域的应
用产生影响。”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中国
人民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王鹏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郭兵就《办法》给人工智能行业带
来变化进行了具体化的解读，“随着人
工智能伦理审查越来越严，会增加企业
的成本， 尤其引入了专家复审要求后，
会影响产品或技术市场化的效率，研发
出来的某个算法模型不能立马投入商
业化的应用。”

但郭兵认为，另一方面，审查的严格
将有利于人工智能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如果企业研发的产品投入市场化之后
产生伦理方面的巨大争议， 面临巨大法
律风险，被直接叫停，带来的不利影响会
比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带来的影响要更
大，从长期来看，加强伦理审查有利于人
工智能企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北京商报记者 金朝力 袁泽睿

“要看到中国外贸所具有的竞争力、 韧性和优势。”商
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王受文在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于4月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目前，各大国际通道的“成绩单”正显示出中国外贸的
韧性：一季度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发送集装箱货
物19.1万标箱，同比增长11.7%；中老铁路老挝段累计发送
货物66.76万吨，同比增长261.65%……分析表示，各大国
际通道取得的良好成绩，不仅反应出我国的经济复苏正在
加速，跨国贸易正持续增加，这均显示出我国外贸的韧性
与持续向好的趋势。

全面开花的铁路班列

“今年中国经济的复苏会给我国外贸提供推动力。”王
受文指出， 中国的PMI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连续3个月
位于荣枯线之上，物流协会4月3日公布的我国物流指数已
经两个月连续上升，3月达到了55.5%。

“这说明国内的经济复苏加速， 经济复苏对进口产品
的需求产生了牵引力。”王受文表示。

数据显示，2023年一季度， 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
班列发送集装箱货物19.1万标箱，同比增长11.7%，继续保
持强劲的增长态势。同期，中老铁路老挝段累计开行货物
列车954列、同比增长112.47%，发送货物66.76万吨，同比

增长261.65%。
此外，中欧班列在一季度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中欧班

列（武汉）共开行256列，同比增长187.6%，其中开出59列、
到达197列，同比分别增长47.5%、302.2%；中欧班列（合肥）
今年一季度共发运340列，同比增长49.78%；中欧班列（齐
鲁号）累计开行506列，同比增长9.5%。此外，截至4月1日零
时，京津冀地区共计始发中欧班列238列，同比增长6.7％。

“一季度各大国际通道取得了良好的运输成绩， 反映出
我国的经济复苏正在加速，跨国贸易也持续增加。”北京师范
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宋向清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不断增强的经贸体系

“这些成绩的取得意味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
经贸联系在加强，也意味着沿线国家与中国的合作空间更
大。”宋向清表示。

在众多“国际经贸大通道”中，中老铁路颇具典型性。中老
铁路是老挝第一条现代化铁路，其连通中国、老挝并与老泰铁
路相连，是泛亚铁路中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4月3日，中老铁
路开通运营已满16个月，期间，其货发量增长明显，货物品类也
更加丰富，已从开通初期的100余种，拓展到2000余种。

“从开通运营以来其贸易品类丰富程度和规模增长来
看，中老铁路目前作为‘一带一路’战略中东南亚‘黄金大通

道’的作用日益凸显，不仅可直接带动中老两国经贸关系，
还能进一步加深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的间接贸易。”独立
国际策略研究员陈佳介绍，“例如， 泰国就利用中老铁路的
冷链专列向中国输送过当地水果， 向东盟国家展示了中老
铁路分段式运输、口岸公路接驳独特又高效的运输方式。”

宋向清认为，总体上看，多条通道的成绩体现出我国
正在发展出更加多元化的对外经贸市场，逐步建立起国内
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结合的经贸体系。“一方面，在
美国和非洲国家以外，我们与东南亚、中亚、欧洲的经贸联
系也在不断增强，对外经济交往的支撑点更多更牢。另一
方面，除了海运、空运以外，铁路运输的作用更加突出，使
我们的国际物流呈现出多元化、立体化的特点。”

多维立体的化险举措

外贸复苏信号不断释放的同时， 内外风险压力也同样
存在。“从宏观贸易板块来看， 尽管中国宏观经济加速恢复
企稳，但2023年中国促外贸平稳发展的内外风险压力依旧
存在。”陈佳表示，从1-2月区域贸易数据尤其是出口增速
来看，传统贸易强省稳外贸的压力日益凸显，如何进一步发
挥促外贸接续政策的效能， 充分发挥外贸强省对全国贸易
板块的龙头带动作用，还需要贸易产业链条各方群策群力。

为此，陈佳认为，在宏观贸易层面，中国必须继续坚持

贸易结构优化，适度调整贸易伙伴权重。“由于欧美金融市
场近期连环爆雷，美国经济硬着陆、欧元区经济滞胀的系
统性风险依旧高企，预期短期内传统贸易三强欧美日对我
国贸易拉动的负效应会持续；而东盟、俄罗斯、韩国等对我
国贸易拉动正效应会放大。”

陈佳表示：“从全球贸易品大类走势来看，消费电子市
场目前尚未完全迎来春天，传统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增速
日益放缓，绿色能源领域则逆势增长，针对这些产业链与
地区的最新变化，中国有必要在贸易结构和贸易政策方面
加速创新，择机优化针对性促外贸政策措施，为贸易板块
微观层面的广大中小微企业指明方向。”

“在当前全球贸易遭遇发达经济体衰退和人为脱钩断
链等多重风险冲击的严峻局势下，中国的外贸板块坚持自
主创新，依靠科技进步，在供应链出海、跨境贸易平台等领
域不断优化，有望突破发展瓶颈。”陈佳说。

据王受文介绍，商务部相关部门已提出要做好政策保
障，促进抓订单，培育市场主体，保证履约；要积极推动外
贸新业态发展，稳住加工贸易；要用好开放平台和贸易规
则，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扩大进口。

“按照部署，我国正在对外贸领域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目的是真正找到地方特别是外贸企业、外贸行业所遇到的困
难，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为外贸的稳定发展、为经济增长做好
基础工作。”王受文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金朝力 冉黎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