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核心原则的政策文本内容分析

周庆山,郑霞,黄国彬

引用本文:
周庆山,郑霞,黄国彬. 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核心原则的政策文本内容分析[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4(5):
9-20.
ZHOU Qingshan,ZHENG Xia,HUANG Guobin.  The Core Framework and Content Analysis of  Ethical  Principl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2, 34(5): 9-20.

您可能感兴趣的其他文章

Articles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范亲敏. 人工智能背景下医疗法律责任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5): 60-66.

张杰.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教学伦理困境及其治理[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6): 89-96.

沃尔夫冈&#183, 霍夫基希纳, 邬天启. 人工智能的未来:“慈爱的机器”还是“交际的工具”[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 2022, 34(4): 56-61.

李宗辉. 历史视野下人工智能流派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5): 35-44.

麦买提·乌斯曼, 阿不都米吉提·吾买尔. 人工智能算法个人信息利用刑法规制与个人信息安全刑法保护——从新型权利
转向新型法益谈起[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4(1): 48-60.

http://journal2.cqupt.edu.cn/jcuptsse/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flag=1
http://journal2.cqupt.edu.cn/jcuptsse/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flag=1
http://journal2.cqupt.edu.cn/jcuptsse/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flag=1
http://journal2.cqupt.edu.cn/jcuptsse/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200508&flag=1
http://journal2.cqupt.edu.cn/jcuptsse/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210610&flag=1
http://journal2.cqupt.edu.cn/jcuptsse/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220407&flag=1
http://journal2.cqupt.edu.cn/jcuptsse/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210505&flag=1
http://journal2.cqupt.edu.cn/jcuptsse/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220106&flag=1
http://journal2.cqupt.edu.cn/jcuptsse/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220106&flag=1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Ｓｅｐ.２０２２
第 ３４卷第 ５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４ Ｎｏ.５

ＤＯＩ:１０.３９７９ / １６７３￣８２６８.２０２２０３１６００２
引用格式:周庆山ꎬ郑　 霞ꎬ黄国彬.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核心原则的政策文本内容分析[ Ｊ].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ꎬ２０２２(５):９￣２０.

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核心原则的政策文本内容分析
∗

周庆山１ꎬ郑　 霞２ꎬ黄国彬３

(１.北京大学 信息管理系ꎬ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ꎻ２.中国人民大学 实验室管理与教学条件保障处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６ꎻ３.北京师范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ꎬ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　 要:[目的 / 意义]人工智能技术悄然拉开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幕ꎬ为各行各业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变化ꎮ
但该项技术的法律规制和标准规范建设尚不完善ꎬ引发了全球对于人工智能伦理原则与规范体系的探索与思

考ꎬ各国学(协)会相继发布了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或政策文件ꎮ 本研究全面分析和梳理当前认可度较高的人工

智能伦理原则的核心框架ꎬ旨在为各国制定和完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提供参考ꎮ [方法 / 过程]运用网络调研

法、内容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ꎬ在综合考虑影响力、国别和可获取性等因素的基础上ꎬ选取近年各国学(协)会已

发布的有关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权威政策文件ꎬ提炼出其中涉及的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核心框架和主要内容ꎮ
[结果 / 结论]人工智能领域主要包括:造福原则、责任原则、公平正义原则、安全原则、尊重人的自主性原则、隐
私与个人信息保护原则、透明性原则和可靠性原则等 ８ 项人工智能伦理原则ꎮ
关键词:人工智能ꎻ伦理原则ꎻ规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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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人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ＡＩ)是探索、
模拟和研究人类学习、思维和知识存储等过程ꎬ进
而拓展人类智能的技术、理论和方法的新兴学科ꎬ
属于计算机科学的分支ꎬ融合了信息学、控制学、
语言学、心理学等多学科领域[１]ꎮ 近年来ꎬ人工智

能正以指数级的速度高速增长ꎬ但与之匹配的行

业规范和管理制度却未能同步发展ꎮ 针对人工智

能的设计与管理ꎬ还存在政策取向不清晰、伦理规

制缺失、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ꎬ这导致了人工智

能应用的不确定性ꎬ并对人类伦理道德带来了相

应的挑战ꎮ 作为一个涉及多个学科的交叉性话

题ꎬ围绕人工智能伦理的研究ꎬ目前已吸引了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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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生物学、行为科学、心理学、医学和哲

学ꎬ以及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等在内的多个学科

的研究人员ꎬ围绕人工智能在设计环节、测试环节

和应用环节等涉及的伦理道德开展研究ꎬ各国开

始积极探索并纷纷颁布了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行

动准则和政策文件ꎮ 为此ꎬ笔者拟运用网络调研

法和内容分析法等ꎬ以近年来各国学(协)会发布

的有关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政策文档为研究对

象ꎬ对比分析现有人工智能政策文档中涉及的人

工智能伦理原则的核心框架和内容构成ꎮ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笔者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以“人工智能”并含“伦
理”及其对应的英文 “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或

“ＡＩ”) 并含 “ ｅｔｈｉｃｓ” 为关键词ꎬ在 ＣＮＫＩ、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等数据库中检索相关文献ꎬ拟从研究内容

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对关于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内

容要素的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和剖析ꎮ

(一)研究内容

全面分析当前关于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已有

研究发现ꎬ从研究内容的角度来看ꎬ学者已提出了

包含以人为本原则、公正原则、公开透明原则、知
情同意原则、责任原则及安全原则等在内的人工

智能伦理规范基本条款(见表 １)ꎮ
表 １　 代表性文献中提及的“人工智能伦理

规范的内容要素”

人工智能伦理

规范的内容要素
代表性文献

以人为本原则 孙伟平[２] 、Ｓｗａｒｔｅ 等[３]

公正原则 Ｊｏｂｉｎ 等[４]、邓国民等[５]、张浩等[６]

公开透明原则 蒋洁[７] 、杜静等[８] 、郑志峰[９]

知情同意原则 李伦等[１０] 、杨保军等[１１]

责任原则 李娜等[１２] 、Ｈｏ 等[１３]

安全原则

　
曹建峰等[１４] 、张荣等[１５] 、
Ｋｅｓｋｉｎｂｏｒａ[１６]

不过ꎬ多数文献探讨的是将人工智能技术应

用到其他领域可能引发的伦理问题及应对策略ꎬ
如人工智能与教育学、医学、传播学等领域结合时

应构建的伦理原则ꎬ且其提出的人工智能伦理规

范内容要素大多是主观推断ꎬ而对于现有人工智

能伦理规范政策文档所涉及的内容要素关注度不

高ꎬ致使研究结论的深度与广度均显不足ꎮ

(二)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来看ꎬ当前已有学者采用内容分

析法ꎬ以近年来国际或各国发布的人工智能伦理

规范的政策文档为研究对象ꎬ从中提炼出人工智

能社会伦理规范并加以剖析ꎮ 为进一步梳理现有

研究所选政策文档发布主体的类型ꎬ笔者选取了 ６
篇应用归纳法开展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内容研究的

代表性文献ꎬ并按照前述 ５ 种人工智能伦理政策

文档发布机构的类型对其进行分析和评述ꎬ结果

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６ 篇应用归纳法开展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内容

构成研究的样本数量分布(按政策发布主体分类)

发布主体

文

献

１[３]

文

献

２[１７]

文

献

３[１８]

文

献

４[１９]

文

献

５[２０]

文

献

６[２１]

联合国 /欧盟 /联合会 ５ ０ ６ ２ １ ８
各国政府管理机构 １５ ４ １１ １ ０ １６

学会 /协会 /研究机构 ２４ １３ ５ ９ ２ ２５
研讨会组织者 １５ ０ ６ ４ ０ １７
人工智能业界 １９ １０ ８ ６ ０ ２０

分析表 ２ 可知ꎬ从所选研究样本的发布主体

来看ꎬ文献 １ 至文献 ６ 所选研究样本对于前述 ５ 类

组织机构均有所涉及ꎮ 但其共性问题是:未考虑

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政策文档制定主体的差异ꎬ而
是直接、强行地将不同制定主体发布的人工智能

伦理规范的政策文档加以横向比较和内容提炼ꎬ
这一做法会导致将不在同一影响力层面的文本政

策混为一谈ꎬ无法确定不同制定主体因自身肩负

的社会责任、机构定位等的不同而对人工智能伦

理规范的关注点、基本认知、价值判断、动机立场

的区别ꎬ最终得到的研究结论缺乏说服力、严谨性

和可靠性ꎮ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近年来各国学(协)会发布的人工智

能伦理规范文档为分析对象ꎬ创新之处有以下几

方面ꎮ 第一ꎬ研究方法更加规范严谨ꎮ 笔者以实

证分析为基础ꎬ从各国学(协)会发布的人工智能

伦理规范的相关政策文档中ꎬ更为客观全面地揭

示其核心模块和内容构成ꎮ 第二ꎬ研究对象具有

高度可比性ꎮ 在现有同主题的研究中ꎬ多数学者

在选择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研究样本时ꎬ只考虑

内容主题是否与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相关ꎬ而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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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制定主体是否在职能和权限上处于同一层级ꎬ
从而导致将不同影响效力和作用范围的人工智能

伦理规范进行比较ꎬ缺乏严谨的可比性ꎮ 本研究

所选择的样本ꎬ其制定主体均为学(协)会ꎬ属于职

能和权限相同的同类机构ꎬ从而避免将职能和权

限存在不同的各类制定主体所制定的人工智能伦

理规范进行比较ꎬ更好地确保样本的可比性ꎮ
具体来说ꎬ首先ꎬ笔者梳理了人工智能社会伦

理规范相关主题的研究论文ꎬ并对其中涉及的人

工智能社会伦理规范的基本条款进行了预调研ꎻ
其次ꎬ全面调研各国学(协)会的官网ꎬ获得其发布

的与人工智能社会伦理规范相关的框架、指南与

原则ꎻ最后ꎬ以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Ｉ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２２]、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３]、链接人工智能准则平台[２４]等网站

为线索ꎬ对拟选研究样本进行完善和补充ꎬ最终选

择了 １０ 款由各国学(协)会发布的有关人工智能

社会伦理规范的政策文件作为分析对象ꎮ 按发布

时间排序ꎬ这 １０ 款人工智能社会伦理规范依次

是:«机器人和机器人设备:机器人及机器人系统

的道德设计及应用指南» (Ｒｏｂｏｔｓ ａｎｄ Ｒｏｂｏｔｉｃ Ｄｅ￣
ｖｉｃｅｓ: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ｂｏｔｓ ａｎｄ Ｒｏｂｏ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算法透明度和问责

制的声明»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Ｉ 政策原则执行摘要» (ＡＩ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人工智能

和机器学习:政策文件»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人工智能和数

据分 析 的 伦 理 原 则 » (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日本人

工智能学会伦理准则» (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以伦理

为基准的设计:人工智能及自主系统以人类福祉

为先的愿景(第一版)» (Ｅｔｈｉｃａｌｌｙ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Ａ Ｖ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ｕ￣
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ｉｒｓ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人
工智能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 (ＡＡＡＩ Ｃｏｄｅ ｏｆ Ｐｒｏ￣
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ｕｃｔ)、«负责任的人工智能

政策框架»(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ＡＩ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医
疗保健中的增强智能»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ꎬ详见表 ３ 所示ꎮ 在此基础上ꎬ运用内

容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ꎬ对上述政策文档涉及的

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内容构成进行分析比较ꎬ剖
析当前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伦理原则

的核心框架和基本内容ꎮ
表 ３　 １０ 款各国学(协)会发表的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指南政策基本信息

政策编号 制定机构 政策名称 发布时间 有效链接

１
英国标准学会(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
ＢＳＩ)

Ｒｏｂｏｔｓ ａｎｄ Ｒｏｂｏｔｉｃ Ｄｅｖｉｃｅｓ: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ｂｏｔｓ ａｎｄ Ｒｏｂｏ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ｓｈｏｐ. ｂｓｉ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 /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ｔａｉｌ? ｐｉｄ＝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０３２００８９

２
美国计算机协会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ꎬＡＣＭ)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
ｐａｒ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ｃｍ.ｏｒｇ / ｂｉｎａｒｉｅ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ａｓｓｅ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 / ２０１７＿
ｕｓａｃｍ＿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ｐｄｆ

３
美国信息技术工业协会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ＩＴＩ)

ＡＩ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Ｓｕｍｍａｒｙ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ｔｉｃ.ｏｒｇ / ｄｏｔＡｓｓｅｔ /
５０ｅｄ６６ｄ５￣４０４ｄ￣４０ｂｂ￣ａ８ａｅ￣
９ｅｅｅｅｆ５５ａａ７６.ｐｄｆ

４
国际联网协会(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ＩＳＯＣ)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ｒｇ / ｗ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 ０８ / ＩＳＯＣ￣ＡＩ￣
Ｐｏｌｉｃｙ￣Ｐａｐｅｒ＿２０１７￣０４￣２７＿０.ｐｄｆ

５
美国软件与信息工业协会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ＳＩＩＡ)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
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ｉｉａ. ｎｅｔ / Ｐｏｒｔａｌｓ / ０ / ｐｄｆ /
Ｐｏｌｉｃｙ / Ｅｔｈｉｃａｌ％２０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２０ｆｏｒ％
２０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２０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２０ａｎｄ％
２０Ｄａｔａ％ ２０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２０ＳＩＩＡ％ ２０
Ｉｓｓｕｅ％２０Ｂｒｉｅｆ.ｐｄｆ? ｖｅｒ ＝ ２０１９￣１１￣
２３￣１５２７０２￣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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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政策编号 制定机构 政策名称 发布时间 有效链接

６
日本人工智能学会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Ａｒｔｉ￣
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ꎬＪＳＡＩ)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ａｉ￣ｅｌｓｉ.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 ０５ / ＪＳＡＩ￣Ｅｔｈ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１.ｐｄｆ

７
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ꎬＩＥＥ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ｌｙ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Ａ
Ｖ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Ｆｉｒｓｔ Ｅｄｉ￣
ｔｉｏｎ)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ｅｅｅ.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ｉｅｅ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 ｗｅｂ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ｏｔｈｅｒ / ｅａｄ＿ｖ１.ｐｄｆ

８

国际先进人工智能协会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
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
ｅｎｃｅꎬＡＡＡＩ)

ＡＡＡＩ Ｃｏｄｅ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ｕｃｔ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ａａａｉ. ｏｒｇ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ｃｏｄｅ￣
ｏｆ￣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ｎｄｕｃｔ.ｐｈｐ

９
国际技术法协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Ｌａｗ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ＩＴｅｃｈＬａｗ)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ＡＩ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ｔｅｃｈｌａｗ.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ＡＩ ＿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ｐｄｆ

１０
美国医学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ꎬＡＭＡ)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ｍａ￣ａｓｓｎ. ｏｒｇ / ｓｙｓｔｅｍ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１９￣０８ / ａｉ￣２０１８￣ｂｏａｒｄ￣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ｍｍａｒｙ.ｐｄｆ

　 　 注:为节省篇幅ꎬ本文后续部分仅用表 ３ 的政策编号代替政策名称ꎮ

四、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核心框架与内

容剖析

(一)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核心框架

在对本研究所选择的 １０ 款有关人工智能伦

理原则规范文档进行预调研的基础上ꎬ参照与人

工智能领域存在交叉的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２５]

和医学[２６]等领域构建的基本伦理原则ꎬ笔者设计

了造福原则、责任原则、公平正义原则、安全原则、
尊重人的自主性原则、隐私与保护原则、透明性原

则和可靠性原则等 ８ 项人工智能伦理原则ꎮ 在此

基础上ꎬ统计分析了本研究所选择的 １０ 款人工智

能伦理政策文件中所涉及的伦理原则数量(见表

４)ꎮ 从表 ４ 可以看出ꎬ当前人工智能伦理政策文

件中多强调造福原则、责任原则、公平正义原则、
安全原则、尊重人的自主性原则和隐私与保护原

则等ꎬ部分政策文件还补充提出了透明性原则、可
靠性原则和共同治理原则等内容ꎮ

表 ４　 １０ 款人工智能伦理政策文件中涉及的

伦理原则内容统计

伦理原则
政策编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造福原则 √ √ √ √ √ √ √ √
责任原则 √ √ √ √ √ √ √ √

公平正义原则 √ √ √ √ √ √
安全原则 √ √ √ √ √ √ √ √ √ √

尊重人的自主性

原则
√ √ √ √

隐私与个人信息

保护原则
√ √ √ √ √

透明性原则 √ √ √ √ √ √ √
可靠性原则 √ √ √ √ √

其他 √ √ √

　 注:“√”表示人工智能伦理政策规范中提及了该伦理原则ꎮ

(二)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的内容剖析

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提出ꎬ旨在为人工智能

的开发者、使用者和治理者提供应当遵循的理念

和规则ꎮ 为进一步探索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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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ꎬ笔者全面研读了本研究所选择的 １０ 款人工

智能伦理原则政策文件ꎬ并对其中所涉及的人工

智能伦理原则的内容表述进行了对比分析(见表

５)ꎮ 尽管不同政策文件中ꎬ对人工智能伦理原则

内容描述的详略程度和划分维度有所区别ꎬ但尽

可能全面地涵盖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核心架构ꎬ
并将其深刻嵌入到人工智能产品、技术和服务的

研发、应用和治理等各个阶段ꎬ是各国学(协)会设

计和构建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

归宿ꎮ
表 ５　 １０ 款人工智能伦理原则政策文件对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内容表述

伦理原则 政策 １ 政策 ２ 政策 ３ 政策 ４ 政策 ５

造福原则 —

人工智能监管机

构应制定相关工

作机制ꎬ 为受到

不利影响的个人

或群体提供救济

—

人工智能开发者

致力于保障人工

智能产品为人类

社会提供福利

人工智能开发者

有责任利用其所

提供的产品和服

务ꎬ推动社会发展

责任原则
人类应当对人工

智能负责

即使无法对算法

决策过程做出合

理解释ꎬ 人工智

能开发机构仍需

对其所使用的算

法负责

人工智能研究人

员、学科专家和

利益相关者应尽

可能确保负责任

地设计和部署人

工智能系统

人工智能开发者

负责随时监测人

工智能系统的安

全性ꎬ 并明确人

工智能系统的责

任分配

—

公平正义原则 —

充分了解人工智

能系统设计、 使

用和实现过程中

可能存在的算法

偏见及潜在威胁

—

人工智能系统不

应当使用存在偏

见、不准确、不完

整或具有误导性

的数据作为决策

支持

—

安全原则

人工智能系统应

安全运行且符合

设计目标

系 统 涉 及 的 模

型、算法、数据和

决策都应被精准

记录ꎬ 以便在发

生未知风险时对

系统进行审核

技术人员需确保

人工智能系统安

全运行ꎬ 将保障

用户和第三方安

全使用视作首要

任务

将人工智能系统

的安全性放在首

要和突出地位

人工智能开发者

应及时制定相关

政 策 和 评 估 程

序ꎬ综合考虑不

同情况ꎬ 定期评

估拟使用的算法

和数据对部分弱

势群体造成的潜

在和实质性损害

尊重人的

自主性原则

人类有权自主选

择人工智能的产

品或服务

—

人工智能可为人

类 提 供 决 策 支

持ꎬ但人类仍应

把握人工智能的

控制权力

用户有权充分了

解算法的运作及

决策过程ꎬ 进而

判断哪些功能不

适合委托给人工

智能进行决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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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伦理原则 政策 １ 政策 ２ 政策 ３ 政策 ４ 政策 ５

隐私与个人信息

保护原则

人工智能系统应

充 分 尊 重 个 人

隐私

— —

人工智能开发者

必须安全、 合理

地使用数据ꎬ 遵

循必要的隐私政

策和个人数据保

护条款

—

透明性原则 —

人工智能系统和

机构应当充分解

释算法运行依据

的程序和具体决

策过程

借助一定的工具

提高人工智能系

统的可解释性

人工智能所做出

的决策应该具有

可解释性ꎬ 特别

是当决策引发公

共安全或导致歧

视行为时

定期为公众提供

系统有效性和可

靠运作的监测结

果ꎬ以帮助公众

更好地理解和预

测人工智能系统

的决策及影响

可靠性原则
人工智能系统不

发生欺骗性行为
—

确保开发和改进

人工智能系统所

需 数 据 的 鲁 棒

性、代表性和可

用性

在架构和规划人

工智能系统功能

时ꎬ需要谨慎考

量系统指令和算

法程序

—

其他 — — —

促进人工智能利

益相关者共同参

与到人工智能的

治理过程中

—

　 注:“—”表示无相关内容ꎬ下同ꎮ

表 ５(续) 　 １０ 款人工智能伦理原则政策文件对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内容表述

伦理原则 政策 ６ 政策 ７ 政策 ８ 政策 ９ 政策 １０

造福原则

人工智能开发者

应当为人类的和

平、安全、福利和

公 共 利 益 做 出

贡献

人工智能开发者

应将增进人类福

祉作为发展宗旨

人工智能研究者

的主要职责是为

人类社会造福

人工智能系统的

开发、 部署和使

用ꎬ应确保符合

道德标准ꎬ 增进

人类福祉ꎬ 且遵

循其他人工智能

政策框架的基本

原则

人工智能的发展

应 当 以 用 户 为

中心

责任原则

随时监测人工智

能系统性能ꎬ 一

旦发现潜在风险

应及时告知社会

公众

开发和部署人工

智能系统之前ꎬ
需明确责任主体

的权利及义务

—

人工智能系统的

开发、 部署和使

用应当遵守人工

智能政策框架中

的问责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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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伦理原则 政策 ６ 政策 ７ 政策 ８ 政策 ９ 政策 １０

公平正义原则

确保人工智能系

统无不平等或歧

视倾向ꎬ并作为一

种公共资源为人

类提供平等服务

—

人工智能研究者

应保障社会公众

平等享有人工智

能服务或产品

保障人工智能运

行结果的非歧视

性ꎬ同时要采取恰

当和有效的措施

维护人工智能使

用过程的公平性

人工智能系统要

规避歧视问题ꎬ关
注弱势群体需求

安全原则

认识到保护人工

智能安全的必要

性ꎬ随时关注人工

智能的安全性、可
控性和保密性

防范人工智能运

行中可能出现的

误用风险

在设计和部署人

工智能系统的过

程中ꎬ首先需要考

虑系统的安全性ꎬ
制定必要的政策措

施保障系统资源的

安全ꎬ防止系统被

误用或篡改等

采用合理的设计

制度和运行标准ꎬ
一方面应确保人

工智能系统的安

全性和可靠性ꎬ另
一方面要约束开

发者和部署者行

为规范

提高人工智能系

统的安全性和可

重现性

尊重人的

自主性原则
—

人工智能的设计

和运作应尊重、促
进和保护国际公

认的基本人权

— — —

隐私与个人信息

保护原则

在研究和开发人

工智能时要尊重

他人的隐私ꎬ并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

适当地处理个人

信息

—

人工智能开发者

应充分保护隐私

安全ꎬ明确用户数

据收集的范围、形
式、权利和责任

确保人工智能系

统符合隐私规范
—

透明性原则 —

制定人工智能开

发过程透明性的

评估标准ꎬ为开发

者提供决策指导

—

人工智能的使用

过程开放透明ꎬ且
其决策过程和结

果是可解释的

确保人工智能系

统的透明性

可靠性原则

以科学、严谨、可

靠的方式开展人

工智能系统的开

发和设计

—

确保向使用者提

供的人工智能系

统性 能、 服 务 质

量、潜在风险等信

息真实可靠ꎬ不得

提供虚假或误导

性的声明ꎬ不得伪

造数据资料ꎬ实施

行贿受贿及其他

恶意行为等

— —

其他

人工智能开发者

应当与社会公众

建 立 长 效 沟 通

机制

人工智能开发者

需具备该技术安

全、有效操作所需

要的知识和技能

开发人员制定相

应标准作为有效

性的衡量指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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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造福原则

造福(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 ｂｅｎｅｆｉｔ)原则指的是ꎬ人工

智能的发展成果应当被全人类所共享ꎬ改善人类

赖以生存的社会和环境ꎬ推动人类和社会繁荣进

步ꎬ增进人民和社会福祉[６]ꎮ 该伦理原则指明了

人工智能发展的首要目标和最终归宿ꎬ为人工智

能研发人员在构想、设计和优化人工智能功能模

块和系统程序时提供了基本遵循ꎮ 经分析ꎬ本研

究所选择的 １０ 个分析样本中ꎬ有 ８ 款人工智能伦

理原则的指南规范均明确提出ꎬ人工智能的研发

需遵循造福人类的基本原则ꎮ 如政策 ４ 指出ꎬ人
工智能开发者应加强对话和协商ꎬ制定人工智能

发展战略ꎬ保障人工智能为社会公众带来福祉ꎬ借
助人工智能解决教育改革、收入分配及社会服务

等问题ꎬ并尽可能规避其不利影响ꎻ政策 ６ 和政策

９ 均提出ꎬ人工智能创造的经济价值应当造福全人

类ꎬ并为全人类的和平、安全、美好和共同利益做

出贡献ꎮ 此外ꎬ政策 ８ 和政策 １０ 提出ꎬ设计人工

智能时应当以用户为中心ꎬ并最大限度地保护基

本人权和人类自主权ꎮ 在此过程中ꎬ人工智能开

发者的根本目标是将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的健

康、安全和隐私等方面的威胁最小化ꎻ同时ꎬ人工

智能的发展还要充分保护人类环境ꎬ促进全球自

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ꎮ
２.责任原则

责任(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原则指的

是ꎬ在研发人工智能时应明确人工智能系统、产
品、服务或功能的责任主体、责任分配、关联责任ꎬ
以及当发生不利后果时各责任主体所需承担的后

果和义务ꎮ 该伦理原则规定了开发者在人工智能

设计和研发阶段务必遵循的法律法规和社会责

任ꎬ进一步明确了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的责任红

线ꎮ 本研究所选择的 １０ 个分析样本中ꎬ有 ７ 款人

工智能伦理原则的指南规范均提到了人工智能责

任伦理原则ꎮ 其中ꎬ政策 １、政策 ２ 和政策 ６ 均指

出ꎬ人类应当对人工智能负责ꎬ并为每个人工智能

产品或服务设立特定责任人ꎮ 政策 ４ 和政策 ７ 对

这一原则做出了更为详尽的阐述ꎬ认为当下应确

保人工智能相关法律的明确性ꎮ 政府需及时制定

适用于算法决策和使用的规制框架ꎬ保障法律运

作的确定性ꎬ将用户权益作为第一要义ꎬ并要求人

工智能的设计者、开发者和使用者加以遵循ꎻ此
外ꎬ当前需要进一步明确人工智能系统的责任分

配ꎬ明确规定如若发生安全问题ꎬ将由哪些主体承

担责任ꎬ以及后续的救济或赔偿措施ꎮ 政策 ９ 建

议在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部署和使用过程中设

立问责机制ꎬ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ꎬ人类都应当对

人工智能的行为及后果负责ꎮ
３.公平正义原则

公平正义( ｆａｉｒｎｅｓｓ ＆ ｊｕｓｔｉｃｅ)原则指的是ꎬ以
平等、公正的方式设计、分配人工智能的产品或服

务ꎬ进而形成全社会平等参与、公平使用人工智能

技术成果的良好风范ꎮ 该原则规定ꎬ人工智能的

训练数据和决策算法不应嵌入开发人员观念中固

有的偏见或歧视想法ꎬ而应当确保人工智能的产

品和服务被所有人平等享有ꎬ鼓励提升社会文化

的多样性与包容性ꎮ 本研究所选择的 １０ 个分析

样本中ꎬ有 ６ 款人工智能伦理指南规范提到了公

平正义原则ꎮ 具体来说ꎬ政策 ２ 指出ꎬ人工智能的

开发者、设计者、架构师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应充分

了解系统设计、实现和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算

法偏见ꎬ以及这些偏见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潜在威

胁ꎮ 政策 ６ 和政策 ９ 均指出ꎬ人工智能的使用可

能会给社会带来各种性别、年龄、种族等的歧视问

题ꎬ因此技术开发者在设计人工智能时ꎬ应当尽可

能避免歧视和偏见ꎬ确保该技术以公平的方式被

人类使用ꎮ 政策 ８ 阐述了公平正义原则的含义及

解决措施ꎬ认为这一原则的含义包括平等、宽容、
尊重他人、公平正义等ꎮ 人工智能研究者应保障

社会公众平等享有人工智能服务或产品ꎬ不因年

龄、肤色、身体状况、种族、家庭状况、性别、国别、
宗教信仰等差异而受到歧视ꎮ 鉴于此ꎬ人工智能

的信息技术应具有包容性和可获取性ꎬ尽可能避

免对公民权利带来的歧视或不公平行为ꎮ
４.安全原则

安全(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原则指的是ꎬ在任何情况下都

应当阻止人工智能无意识行为伤害人类ꎬ或侵犯

人类权益[５]ꎮ 该原则强调人类应采取审慎态度对

待人工智能的产品和服务ꎬ避免使自身承担任何

不恰当、易受伤的风险[２７]ꎬ确保人工智能在使用

过程中安全运作和稳定可靠ꎮ 本研究所选择的 １０
款人工智能伦理原则指南规范均提到了安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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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ꎮ 其中ꎬ政策 ２ 指出ꎬ系统涉及的模型、算法、数
据和决策都应被精准记录ꎬ以便在发生未知风险

时对系统进行审核ꎮ 同时ꎬ人工智能开发者也应

使用严谨的科学方法对其算法模型进行反复、定
期检测ꎬ记录所采用的验证方法和结果并加以公

开ꎬ用以评估和监测算法模型是否存在潜在威胁ꎮ
政策 ４ 认为ꎬ应当将安全性放在首要和突出地位ꎮ
具体来说ꎬ在前期部署阶段ꎬ应当对人工智能系统

进行反复测试ꎬ确保人工智能系统与软硬件环境

安全交互ꎬ依照预期程序稳定运行ꎮ 同时在系统

运行过程中也应当设置必要的监控ꎬ根据实际需

要随时进行算法的更新、优化和修正等工作ꎮ 此

外ꎬ还应确保所有与互联网连接的人工智能系统

安全稳定ꎬ以免造成网络故障或受到恶意软件

感染ꎮ
政策 ８ 从避免人工智能对人类造成伤害的角

度阐述了安全原则ꎬ认为在人工智能开发与设计

过程中ꎬ首先要充分考虑其服务或产品可能给人

类带来的潜在影响ꎬ包括对人工智能使用者的身

体或精神伤害、个人信息泄露、个人财产或声誉受

损等ꎬ确保将所有的伤害降到最低ꎮ 同时ꎬ人工智

能开发者可随时进行系统评估ꎬ并向公众提供风

险评估报告ꎬ从而减少潜在的危害行为ꎮ 政策 ７
还进一步指出ꎬ开发者需要充分认识人工智能所

带来的潜在影响ꎬ避免该技术的误用、滥用ꎬ将其

对人类造成的不利后果的可能性降至最低ꎻ此外ꎬ
提高人工智能系统安全性的关键方法是提高技术

的健壮性、可靠性、可控性和成熟度ꎬ应当采取必

要的安全防范措施ꎬ且提高系统运行的可重现性ꎬ
即验证人工智能系统在相同条件下重复运行时能

否表现出相同的行为ꎬ从而实现人工智能的系统

安全、数据安全和外部环境安全ꎮ
５.尊重人的自主性原则

尊重人的自主性(ｒｅｓｐｅｃｔ ｆｏ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原则明

确了人工智能对个人自由和自主的尊重ꎬ指的是

在承认个体所拥有的价值和持有的信念的基础

上ꎬ赋予具有自主能力的个人以自主选择和自由

行动的权力ꎬ其内涵包括知情同意、尊重人权与尊

严等内容[２８]ꎮ 本研究所选择的 １０ 个分析样本中ꎬ
有 ４ 款人工智能伦理指南规范提到了尊重人的自

主性伦理原则ꎮ 其中ꎬ政策 １ 和政策 ３ 提出ꎬ人工

智能的自主性应当有所限制ꎬ要尽可能尊重人的

自主性ꎬ确保个人可以始终控制人工智能ꎮ 此外ꎬ
一是从知情同意的方面来看ꎬ政策 ４ 指出ꎬ在开

发、设计或使用人工智能系统时ꎬ个人必须掌握控

制权ꎬ即能够随时终止系统算法运行ꎮ 同时ꎬ人工

智能系统应具备一定的可扩展性ꎬ允许人类随时

更改其决策策略ꎬ并纳入系统决策支持ꎮ 二是从

尊重人权与尊严的方面来看ꎬ政策 ７ 指出ꎬ人工智

能系统的设计应当尊重、维系和保护人权ꎬ并建议

建立统一标准和监督机构ꎬ确保人工智能的使用

不侵犯人权、尊严、隐私和自由ꎮ
６.隐私与个人信息保护原则

隐私与个人信息保护 (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原则规定ꎬ人工智能的设

计、研发和应用的全流程生命周期都应当保护个

人隐私和数据安全ꎮ «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
“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

涉ꎬ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ꎮ” [２９] 当下ꎬ如
何保障隐私安全成为人工智能时代亟待解决的问

题ꎮ 本研究所选择的 １０ 个分析样本中ꎬ有 ５ 款人

工智能伦理规范提到了隐私与保护伦理原则ꎮ 一

方面ꎬ人工智能系统可对个人数据进行获取、分析

和处理ꎻ另一方面ꎬ个人也有权保障个人隐私ꎬ限
制人工智能系统对其个人数据的过度访问、挖掘

和利用ꎮ 具体来说ꎬ政策 １、政策 ４ 和政策 ６ 指出ꎬ
人工智能开发者必须安全、合理地使用数据ꎬ定期

删除无用数据ꎮ 同时ꎬ要设置加密传输和静态数

据ꎬ通过设置“访问权限”限制特定人员进行数据

访问ꎮ 在收集、使用、共享和存储数据时ꎬ人工智

能开发者必须遵循必要的隐私政策和个人数据保

护条款ꎮ 政策 ８ 认为ꎬ人工智能开发者应充分保

护隐私安全ꎬ明确用户数据收集的范围、形式、权
利和责任ꎮ 在使用个人数据时ꎬ必须以合法目的

为前提ꎬ不得侵犯个人或团体的权利ꎮ 因此ꎬ人工

智能开发者做好数据隐私安全保护措施ꎬ防止未

经授权的访问和泄露ꎬ建立开放透明的政策和程

序ꎬ让用户了解其个人数据使用的目的和途径ꎬ并
为用户提供知情同意许可ꎬ及时审查、纠正和删除

错误数据ꎮ 此外ꎬ政策 ８ 指出ꎬ当前人工智能开发

者经常需要面对各类机密信息ꎬ如商业秘密、客户

数据、金融信息、研究数据、预发表论文及专利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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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等ꎮ 这就要求人工智能开发者提高保密意识ꎬ
除政府等权威机构的特殊要求外ꎬ不得随意披露

此类信息ꎮ
７.透明性原则

透明性(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原则指的是ꎬ将人工智

能的运作规则、算法参数、决策过程和处理结果以

清晰、明确、精准的方式告知公众ꎬ主要体现在可

追溯性和可解释性两个方面ꎮ 其中ꎬ可追溯性指

的是与决策过程相关的数据集的产生过程、处理

方法和运行结果能够被精准地跟踪、查询或预测

的能力ꎬ以帮助人工智能设计者分析、审查其决策

的正确性ꎬ对系统性能和工作程序做出更好的解

释和更优的判断ꎻ可解释性指的是对涉及人工智

能系统技术研发和应用场景的解释能力ꎬ尤其是

当人工智能系统对人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时ꎬ
需要对人工智能系统的决策过程做出适当、及时

的解释ꎬ从而帮助利益相关者更好地理解系统设

计的基本原则、运作原理和适用性ꎮ 本研究所选

择的 １０ 款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指南规范中ꎬ有 ７
款提到了透明性原则ꎮ 对于可解释性ꎬ政策 ４ 认

为ꎬ人工智能所做出的决策应该具有可解释性ꎬ特
别是当决策引发公共安全或导致歧视行为时ꎮ 首

先ꎬ要确保算法决策的可解释性ꎬ即人工智能开发

者能够为人工智能系统设计提供充分解释ꎬ一些

具有潜在公共安全隐患的人工智能系统在发生事

故时提供信息支持ꎮ 其次ꎬ人工智能的服务提供

商需要为用户提供权限ꎬ支持其获取人工智能决

策支持的充分解释ꎮ 对于透明性ꎬ政策 ５ 指出ꎬ首
先ꎬ人工智能开发者应公开收集得到的数据、数据

使用目的ꎬ以及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应用的技术、模
型和处理结果ꎻ其次ꎬ应公开其数据和模型的控制

措施ꎬ检测是否存在算法歧视ꎬ是否需要进行算法

修正ꎬ实现算法公平ꎮ 另外ꎬ考虑到隐私安全问

题ꎬ人工智能开发者不可能全面公开其算法源代

码ꎬ这就需要提高人工智能系统的透明性ꎬ明晰责

任归属ꎮ 人工智能开发者还需及时与用户沟通ꎬ
定期为公众提供系统有效性和可靠运作的监测结

果ꎬ以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和预测人工智能系统

的决策及影响ꎮ
８.可靠性原则

可靠性(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原则指的是ꎬ开发、部署和

设计人工智能系统或服务时ꎬ所涉及的算法、模型

或数据真实可信ꎬ可确保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在一

定时间、一定条件下稳定、高效、无故障地执行指

定功能的能力ꎮ 本研究所选样本中有 ５ 款人工智

能伦理原则的指南规范提到了可靠性原则ꎮ 如政

策 ３ 指出ꎬ开发人工智能系统要以大型数据集为

基础ꎬ应正确理解算法程序涉及的参数和数据ꎬ保
障数据的完整性ꎬ同时要确保开发和改进人工智

能系统所需数据的鲁棒性、代表性和可用性ꎮ 政

策 ６ 认为ꎬ人工智能开发者有义务以科学、严谨、
可靠的方式开展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和设计ꎬ并
向用户全面、如实地解释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存在

的技术限制和潜在风险ꎮ 类似地ꎬ政策 ８ 指出ꎬ人
工智能开发者应确保其向使用者提供的系统性

能、服务质量、潜在风险等信息都是公开透明的ꎬ
不得提供虚假或误导性的声明ꎬ不得伪造数据资

料和实施行贿受贿及其他恶意行为等ꎮ
９.其他

除上述伦理原则外ꎬ本研究所选择的部分分

析样本还提及了其他人工智能伦理原则ꎬ用于规

范和优化人工智能政策法规、伦理准则的修订与

完善ꎮ 如政策 ４ 提出了共同治理原则ꎬ认为应当

建立更大范围、更加多元的人工智能伦理全球治

理机制ꎬ即在全球和各区域建立多方利益相关者

的人工智能伦理治理机构ꎬ邀请民间组织、政府、
私营部门、学术界和技术社区及公众共同参与ꎬ并
依托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举报机制和监督程序ꎬ
构建科学合理的人工智能伦理安全保护框架ꎮ 政

策 ６ 提出了沟通原则ꎬ认为人工智能开发者应当

与社会公众建立长效沟通机制ꎬ尽可能提高用户

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认识ꎬ促进人工智能产品及

技术的推广应用ꎮ 政策 ７ 提及了效率伦理原则ꎬ
并建议开发人员制定相应标准作为有效性的衡量

指标ꎬ给出各衡量指标的获取方法、解释维度、误
差范围、置信区间和结果阐述等ꎬ并倡导行业协会

和组织为人工智能系统应用的有效性制定测量标

准ꎬ确保人工智能系统的发展目标、风险评估均符

合科学有效的原则ꎻ此外ꎬ政策 ７ 提出了胜任原

则ꎬ即要求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和使用者具备人工

智能技术有效操作、安全运行所需的知识和技能ꎬ
并向有关专家和用户提供系统操作方法、前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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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操作者技能、系统性能衡量方法以及误操作后

果的相关资料ꎮ 同时ꎬ人工智能使用者应当及时

接受教育和培训ꎬ使其在心理、情感和技能等方面

适应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ꎬ更好地享有人工智能

的发展成果ꎮ

五、结论与思考

本研究选取了近年来各国学(协)会发布的较

有影响力的 １０ 款人工智能伦理原则政策文件ꎬ试
图剖析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核心框架和主要内

容ꎮ 分析认为ꎬ现有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具有一定

的合理性ꎬ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改进和完

善ꎮ 特别是ꎬ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日新月异

的发展ꎬ所开发设计的各类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

越来越趋向于具有类人的思维和行为ꎬ这就要求

其应当更加严格地遵守人类基本伦理规范的约

束ꎬ如家庭伦理原则(包括将夫妻关系与家庭利益

相结合ꎬ禁止乱伦ꎬ对人类自身生产进行规范ꎻ要
求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尊重、相亲相爱、敬老爱幼、
无私奉献) [３０]、交往伦理原则(即“真”与“诚”原

则、仁爱与宽容原则、尊重平等原则) [３１] 以及职业

伦理原则 (即自由、责任、诚实、平等、公正和守

法) [３２]等ꎮ 但根据笔者研究发现ꎬ当前由各国学

(协)会发布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并没有涉及有关

家庭伦理、交往伦理及职业伦理等层面的基本原

则ꎬ致使人工智能产品或服务在参与社会实践和

人机交往过程中缺乏必要的伦理遵循ꎬ进而引发

各类社会伦理问题ꎮ 因此ꎬ在制定人工智能伦理

原则时ꎬ既要考虑为政策执行者提供依据和指导ꎬ
又要综合分析人工智能产品或服务的现实应

用[３３]ꎬ如将真诚原则、仁爱宽容原则、自由守法原

则等纳入其中ꎬ使其更具普适性和实用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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