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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监管步入科技伦理走廊

黄金周铁路发送旅客1.95亿人次

北京时间10月9日晚，哈佛大学经
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获得2023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 表彰她对促进女性
劳动力市场结果理解的研究。

克劳迪娅·戈尔丁是哈佛大学经
济系首位终身教授， 也是第一个提供
几个世纪以来女性收入和劳动力市场
参与情况的人。 她揭示了劳动力市场
中男女收入差距的关键因素。

诺奖之前，戈尔丁就在新作《事
业还是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
年旅程》 中， 直面了她们在事业、婚
姻、子女等方面实现理想抱负遇到的
各种阻碍。

女性、职场、家庭，若把几个关键
词集结起来， 就会发现这位诺奖获得
者身上自带当下的流量密码。

半个多世纪过去， 女性主义热
潮在全球范围内几番涌动， 越来越
多女性走出家庭，走进职场，女性在
劳动力人口中的比例相比过去也有
了提升。

这些年，我们沉迷“大女主”，巧妙
平衡工作与生活，经济独立事业有为，
她们努力冲破枷锁成为自己， 披荆斩
棘、乘风破浪。

但，剧本终归是剧本。
戈尔丁说，没有“大女主”。备受瞩

目、女性主义复兴、无数激励妇女赋权
的言论广为流传的大背景下， 社会结
构和父权体制以及客观存在的现实，
大体上都维持原状。

困于家庭事业难以两全的女性，
依然感到无能为力。 职业时钟与生物
时钟和家庭时钟交织同步，滴答作响。

她们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 却没有
获得越来越多的收入。

可想而知，对于女性来说，事业与
家庭之间的张力有多大。

高强度的职业对所有人来说都艰
难。尤其是年轻的父母，更加辛苦；而
在通往顶峰的路上， 放慢脚步并投入
大量家庭时间的一方，往往就是女性。

戈尔丁告诉我们情形不容乐观，
同时也拿出了更多“对策”。毕竟，那些
老规矩和旧思想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成
本，自然要不断迎接新的挑战。

改变旋即开始。 更多的职位向已
婚女性敞开了大门， 更多男性为对方
作出让步， 丈夫和妻子应该享有平等
机会成就自己的事业。

这些改变在戏剧里有， 生活里
也有。有的更加现实向，有的更加戏
剧向。

所以，“大女主”展现女性赋权、自
信和超凡适应力等积极品质没有错，
但在时代进步的今天， 清醒而自知更
重要：她们有时并非当之无愧，更不算
名副其实，或众望所归。

颇具争议的上野千鹤子在《始于
极限》里说：女人一直被置于通过男人
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构下， 置身于这种
结构， 当然会最大限度利用手头的资
源维持生存。

权力不对等的职场性别问题，核
心不是性别，而是权力。板结的权力结
构中，我们每个人，无论男女，可能都
深陷其中。

所以， 暴露问题不可怕， 直面困
境，本身就是照向黑暗的一缕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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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与国际同步

《办法》中提到，开展涉及以人为研究参
与者的科技活动，包括以人为测试、调查、观
察等研究活动的对象， 以及利用人类生物样
本、个人信息数据等的科技活动；涉及实验动
物的科技活动；不直接涉及人或实验动物，但
可能在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公共秩序、可持
续发展等方面带来伦理风险挑战的科技活
动；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需进
行科技伦理审查的其他科技活动时应依照本
《办法》进行科技伦理审查。

在同时发布的《需要开展伦理审查复核
的科技活动清单》中，包含具有舆论社会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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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如何审查？《办法》中
提到，涉及数据和算法的科技活动，数据的收
集、存储、加工、使用等处理活动以及研究开
发数据新技术等符合国家数据安全和个人信
息保护等有关规定， 数据安全风险监测及应
急处理方案得当；算法、模型和系统的设计、
实现、应用等遵守公平、公正、透明、可靠、可
控等原则，符合国家有关要求，伦理风险评估
审核和应急处置方案合理， 用户权益保护措
施全面得当等。

“算法”“模型”成为《办法》实施后进行伦
理审查的重点，其中，从ChatGPT的爆火开始
备受关注的相关“大模型”或也包括其中。

大模型是指具有数亿或数十亿个参数的
深度神经网络模型， 这种模型经过专门的训
练过程， 能够对大规模数据进行复杂的处理
和任务处理，是人工智能实现的基础之一。

“在生命科学领域，科技伦理一向有着比
较严格完善的执行过程， 这次把它扩展到了
大模型领域， 主要是防止在该方面可能存在
的风险， 旨在将伦理道德融入人工智能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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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部国家科技专家库专家周迪向北京商报记者
介绍，“这和国际也是同步的。 国外科技企业
设立专门的科技伦理委员会已经成为常态，
Facebook、Google、索尼、微软等科技巨头均
设立有自己的伦理委员会。 企业的科研活动
是持续进行的， 因此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需
要作为一个常设机构。”

伦理合规或成竞争力

根据赛迪顾问发布的《2023大模型现状
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7月底，国外累计
发布大模型138个， 中国则累计有130个大模

型问世。《中国人工智能大模型地图研究报
告》显示，从全球已发布的大模型分布看，中
国和美国大幅领先，超过全球总数的80%，其
中， 参数在10亿规模以上的大模型中国已发
布79个。

中国已形成了紧跟世界前沿的大模型技
术群，接下来，大模型产业或将迎来科技伦理
的考验。

“接下来，科研、产品上市周期需要纳入
科技伦理审查的因素。”周迪表示，“因为中国
将伦理审查作为强制程序， 要求企业的研发
活动得到企业内部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的
批准，并且可能需要报请主管部门批准。这意
味着产品的科研、投入周期可能会延长，企业
需在新技术研发伊始就将科技伦理的审查、
复核流程纳入规划， 避免因为伦理审查延误
产品进程。”

周迪指出，引入伦理审查机制以后，一个
新的AI框架或产品是否能够面世将不只是取
决于市场、资金、技术等因素，还要考虑伦理
因素。“可以想象， 创始人以后在AI科技产品
的发布会上可能不只会讲自己的技术如何领
先 ， 还会讲我们的科技伦理审查编号
是×××，如何比竞品更符合伦理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资料显示，ChatGPT早期
3.0版本的参数量已达到1750亿个，4.0版本的

参数量更是达到1.8万亿个， 训练数据的单位
数量更是达到惊人的13万亿。 早期围棋机器
人AlphaGo等专用人工智能模型的参数量往
往仅为百万级。有报道称，如果说此前的人工
智能模型还只是经过训练后可以完成某些特
殊任务的“马戏团猴子”，那大模型则可以说已
经是一个接受完义务教育的“中学毕业生”。

不过，这一“中学毕业生”实则刚刚“入
学”不久，此时就展开严管，是否过于严苛？
“大模型刚刚开始发展， 现在就开始监管，更
多的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周迪认为，“预防在
先比事后措手不及要好。 当然也希望科技伦
理审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规范和尺度， 防止
过度。目前的科技伦理审查还是采取清单制，
也就是说，清单内的需要伦理审查复核。这也
有效地防止了科技伦理审查被盲目扩大化的
风险。”

法律层面仍需不断跟进

“大模型科技伦理审查是为了更好地保
护公众利益和社会稳定而设立的。”天使投资
人、 资深人工智能专家郭涛向北京商报记者
指出，“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
演进，尤其是AI大模型的出现，随之产生的伦
理问题成为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 促进科

技向善，迫切需要加强科技伦理治理。”
目前， 有关大模型的科技伦理监管已然

趋严，那么，在高速发展的科技方面，配套法
律能跟得上吗？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律师卢
鼎亮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在上位法层面，我
国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
步法》《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 等规
定， 但是并没有针对大模型科技伦理审查的
细则。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也告诉北
京商报记者， 大模型科技伦理审查在法律层
面上可能还存在一些需要突破的点位。“目前
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完全跟上大模型
科技的发展，对于一些新兴技术和应用场景，
法律法规的适用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此
外， 大模型科技的跨界性和复杂性也给监管
带来了一定的全新挑战。”付建表示，“为了解
决这些问题， 需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
和完善，同时加强监管部门的能力建设，提高
监管的科技水平和专业能力。”

付建表示， 目前大模型科技还处于快速
发展的初期阶段，监管的确需要加强，以防止
一些潜在的风险和问题。卢鼎亮也指出，大模
型技术发展的过程中确实会涉及到科技伦理
风险， 对于涉及到科技伦理审查的大模型技
术科学活动，应当及早进行监管。科技伦理风
险具有高度的公共利益属性， 同时某些科技
伦理风险一旦发生，具有不可逆性，因此，在
行业发展初期， 就应当对大模型技术的科技
活动进行科技伦理审查。

“《办法》的出台就有助于对大模型等领
域的科技伦理审查提供实操指导以及依据。
在《办法》运行的过程中，可以针对大规模领
域的科技活动以及科技伦理特点后续出台相
关配套法律措施， 以避免出现有损科技伦理
的科技活动， 进一步促进负责任的创新活
动。”卢鼎亮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冉黎黎

较2019年同期增四成

10月9日北京商报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集团”）获悉，
自9月27日至10月8日，为期12天的铁路国庆
黄金周运输结束，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1.95亿人次，同比增长170.83%，创下历史最
高值。如若以疫情前2019年铁路国庆黄金周
发送旅客1.38亿人次对比， 今年旅客发送量
增长41.3%。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按照国铁集团的时
间统计范围，2023年铁路国庆黄金周是时间
最长的，达到了12天，而2019年和2022年分
别为10天和11天。此外，国铁集团运输部负
责人介绍，今年国庆黄金周探亲流、旅游流交
织，短途和中长途客流叠加，旅客群众出行需
求十分旺盛。

国庆黄金周期间， 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
行图，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737列，较2019年
同期增长22.8%， 其中，9月29日发送旅客首
次突破2000万人次，达2009.8万人次，是历史
上首次单日突破2000万人次。

12306网站在国庆黄金周期间单日售票
量屡创新高。今年暑运期间，12306单日售票
量最高曾达1910万张；一个月后的9月17日，
12306网站售票量达到2095万张，再破纪录；
9月22日达到2695.2万张，创单日售票量历史
新高。其中9月13日至24日12天，累计发售车
票2.35亿张。 国庆黄金周火车票售票高峰期
间，12306系统访问量日均达到514.4亿次。

同时，据介绍，今年国庆黄金周，全国铁

路运用铁路12306大数据动态分析客流走
势，通过增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普
速客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增加重点地区、
热门方向、旅游城市间的运输能力。铁路部门
全力做好杭州亚运会运输服务保障工作，为
赛事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货运方面， 假期期间国家铁路累计发送
货物1.35亿吨，其中发送电煤4751万吨，全国
371家铁路直供电厂存煤可耗天数平均保持
在33天以上。 国家铁路累计发送粮食346万
吨；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分别发送
货物6.4万、2.6万标准箱 ， 同比分别增长
11.1%、14.7%， 中老铁路发送跨境货物11.1
万吨，同比增长6.7%。

当前铁路客运增速节节提高。2023年前
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6亿人次，同比增
长110.7%，较疫情前同期（2019年前8个月）
增长3.67%。

北京日均发送旅客60.7万人次

中国铁路北京局累计发送旅客1621.91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35.16万人次，北京地
区累计发送旅客728.37万人次， 日均发送旅
客60.7万人次。其中，9月29日北京南站、北京
朝阳站、北京丰台站、北京北站，4个车站旅客
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10月5日北京朝阳站，
10月6日北京南站、北京丰台站3站到达旅客
均创历史新高；9月28日京张高铁，9月29日
京广高铁、京哈高铁、京雄城际，10月5日京
津城际5条线路均创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黄金周运输期间， 中国铁路北京局加大

运力补充， 挖潜39组高铁动车组车底、25组
普速车底，通过动车组重联、普速车加挂、加
开高铁临客高峰线和普速临客等方式补充重
点方向运力300多对， 高峰日补充运能达到
120.4万张，重点补充石家庄、济南、青岛、郑
州、太原、武汉、西安、兰州等方向热门地区运
力需求。

针对节后返程客流高度集中、 列车高密
度开行的特点， 中国铁路北京局积极协调交
通委、重点站区管委会等有关部门，重点做好
交通接驳、应急组织等工作，全力保障铁路运
输秩序稳定有序。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
站、北京丰台站、北京朝阳站等根据返程客流
情况，加大对站台、出站口的盯控力度，增加
人员力量，保障旅客安全乘降。同时加强与重
点站区管委会的站区办沟通协调及数据共
享，遇夜间大客流集中到达时，协调通过地铁
延时、 加开夜间公交和摆渡车等举措减少旅
客离站等候时间。

为保障节日期间民生物资运输和企业生
产，节日期间，中国铁路北京局组织专业人员
前往北京、天津、石家庄、张家口、阳泉、唐山、
邯郸、承德以及天津港、丰沙线等10个地区展
开全覆盖式现场盯控， 及时发现并解决运输
过程中的各类问题， 有效保障了企业产品和
民生物资高效运输。 在中国铁路北京局的科
学组织下，9月29日至10月8日期间， 全局日
均装车16635车、卸空车22647车，尤其是9月
30日完成卸空车23532车， 创日均卸车历史
新高，为人民祥和过节、企业正常生产提供了
坚强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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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等因素，还要考虑伦理因素。

其中提到， 高等学校 、 科研机构 、 医疗卫生机构 、 企业 等
是本单位科技伦理审查管理的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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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科技
伦理审查需求的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立科技伦理（审查）
委员会。

科技部等10部门日前印发
《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