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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
———ChatGPT 的变革影响、风险挑战及应对策略

蒲清平,向　 往
(重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由 OpenAI 研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一经问世便引起剧烈轰动和广泛热

议。 ChatGPT 是以深度学习和人类反馈强化学习等技术为基础,经过针对海量数据的预训练,能够根据

用户指令,生成内容丰富、风格类人的自然语言文本的大型生成式人工智能语言模型。 同其他人工智能

聊天机器人相较,ChatGPT 特征鲜明:一是能够保障人机的连续性对话;二是能够在无法理解指令时主动

向用户发出追问;三是能够以“人化”而非机器化的话语体系进行自然语言表意;四是能够“记住”用户

生产的内容。 ChatGPT 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杰作,或将利用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成为撬动第四次

工业革命的一根杠杆,可能引发人类社会的深层次变革。 包括:有望通过开辟信息智能化处理的场域,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劳动者生产力、改进生产工具、优化生产决策以变革生产方式;有助于研究现状

梳理、研究思路组织、研究数据处理、研究成果完善以变革科研范式;为教育主体赋能、为教育客体赋权、
为教育过程赋魂以变革教育形式;重构劳动生活、消费生活、精神生活以变革生活方式等。 科技发展具

有两面性,ChatGPT 也会给我们带来系列风险隐患,或将滋生知识产权侵犯、信息窃取、诈骗等法律问题,
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松动、独立思考能力蜕化、价值观塑造遭遇危害等思想问题,劳动者失业、极端事件发

生概率增加等社会问题。 妥善把握和化解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风险,使
之增益于国家建设、民族复兴和人民生活,一要在新型举国体制的战略安排下,坚持党的领导、协同“有

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凝聚举国之力自主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二要锚向实践,依
托落实“赋利—应用”机制、“赋值—应用”机制、“赋智—应用”机制,吸引和支持全社会积极应用生成式

人工智能;三要坚持立法先行和严格执法,以法律法规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进行约束;四要

强化思想引导和综合素质建设,引领全民有效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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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是通过各种机器学习方法从数据中学习对象的特征,进而生成全

新的、完全原创的内容(如文字、图片、视频)的人工智能[1] 。 人工智能实验室 OpenAI 研发的人工智能

聊天机器人 ChatGPT(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一问世便凭借着

便捷的接入方式和较低的操作门槛,实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去神秘化”和“去壁垒化”,广泛而迅速

地介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2023 年 3 月,OpenAI 发布了新一代
 

AI 模型 GPT-4,微软随即宣布,
将新模型集成到必应(Bing)搜索引擎中,并将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来增强

 

Office
 

办公套装。 2023
年 3 月 16 日,百度发布中国版的 ChatGPT———文心一言。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对生成式人工智能风险

的担忧,以埃隆·马斯克为主要代表的一众科技界人士联名呼吁,应暂停训练比 GPT-4 更为强大的人

工智能系统,并通过澄清“科技发展—社会形态演化”的结构,证明科技向人类社会施加的作用是巨大

而深刻的。 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先进应用,ChatGPT 正在深度形塑和重构人机

交互图式,必将给人类社会带来颠覆性影响和深层次变革。 只有深入研究 ChatGPT 的本质、机理和特

点,系统研判 ChatGPT 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机遇与风险,切实探索应对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

智能的有效策略,才能确保其在新时代服务和增益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

征程。

一、ChatGPT 的内涵、机理与特征

ChatGPT 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杰出代表,一经问世便吸引了全世界的瞩

目,引发学术界对其内涵、机理和特征的深入研究。
(一)ChatGPT 的内涵

生成式人工智能起源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控制论,1956 年“人工智能”的概念被首次提出,2012 年

生成式人工智能 AlexNet 模型问世,2017 年 Google
 

Brain 团队提出 Transformer 架构,2018 年谷歌的大

模型参数过亿,到 2022 年模型参数达到 5
 

400 亿。 2022 年 ChatGPT 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优秀代表

脱颖而出。
学术界对 ChatGPT 主要有四种代表性认知:(1)ChatGPT“本体论”。 学者们从技术支撑、业务逻

辑、呈现样态等维度入手,对 ChatGPT 的本质进行抽象和揭秘。 Joyjit
 

Chatterjee 等学者认为,ChatGPT
是建立在自然语言处理和深度学习之上的对话型人工智能模型[2] ;Eva

 

A.
 

M.
 

van
 

Dis 等学者认为,
ChatGPT 是一种大型语言模型,是针对数据开展自动学习的机器学习系统,能够在接受大规模文本数

据训练后,生产复杂且看似富有智能性的文本[3] ;Tiffany
 

H.
 

Kung 等学者认为,ChatGPT 是基于训练数

据,以自然语言对输入文本作出回应的对话式大型语言模型[4] ;李峥认为,ChatGPT 是基于深度学习算

法,能够对用户指令进行理解、扩容和转化,从而生成复杂内容的人工智能应用[5] 。 通过对当前学术界

关于 ChatGPT 本质的讨论和分析,笔者认为,ChatGPT 是以深度学习和人类反馈强化学习等技术为基

础,经过针对海量数据的预训练,能够根据用户指令,生成内容丰富、风格类人的自然语言文本的大型

生成式人工智能语言模型。 (2)ChatGPT“构成论”。 部分学者将 ChatGPT 的落地应用和发展演进归纳

为大模型算法、大数据和大算力相互贯通和配合的结果。 就算法而言,ChatGPT 遵循“人类反馈强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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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训练范式,通过人机双向问答的过程,提升该模型针对答案质量的评判能力。 就数据而言,
ChatGPT 拥有逾亿万单词的人类语言数据的支持,这是其获取语言生成能力、上下文理解能力和新知

识生成能力的重要前提。 就算力而言,与现实世界中的生产力相似,算力同样在数字世界中承担着基

础性的职责,如果算力不足,那么 ChatGPT 的训练和运行便无从谈起。 目前驱动 ChatGPT 的算力主要

来源于微软云计算服务 Azure
 

AI 的超算基础设施[6] 。 (3) ChatGPT “功能论”。 部分学者指出,
ChatGPT 具备根据用户指令进行自然语言文本生成、信息检索和整合等功能,可以赋能社交、翻译、写
作、编程、教育、科研、医疗等领域[7] 。 (4)ChatGPT“短板论”。 ChatGPT 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先进性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公认,不过,部分学者亦对 ChatGPT 尚存的缺陷作出客观分析。 有学者提出

“事实性错误说”:用来训练 ChatGPT 的资源是来源于互联网的开放域数据,其正确性无法得到全面保

障,这导致 ChatGPT 生成的部分内容中会包含事实性错误[3] 。 还有学者提出“通而不专说”:由于拥有

千亿级别的模型参量,ChatGPT 的知识域较宽,针对常识性和通识性问题的解答能力较强,而在涉及部

分难度和复杂系数极高的专业性问题时,却难以作出高质量回应[8] ,不过,随着数据涵盖范围更加广

泛、运行更加稳定、创意性表现更加突出的 GPT-4 的成熟与发布,这种情况将得到改善。
(二)ChatGPT 的机理

ChatGPT 以大型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LLM)为基底,因此,探究 ChatGPT 的机理需要把

握住针对大型语言模型的设计、训练及其运行这条主线。 (1)设计思路。 在模式选择方面,由于中小

机构和个人普遍不具备对大型语言模型进行部署和使用微调(Fine-tuning)模式以完成参数修改的资

源和能力,于是 ChatGPT 的研发方将大型语言模型打造为公用基础设施,使之以基础设施即服务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IaaS)模式运行,以提示词(Prompt)模式完成任务;在规模建构方面,由于对

接和满足数量与种类指数化增长的用户诉求是 ChatGPT 的重要旨归,这需要以能够从海量数据中学

习和吸收知识的大型语言模型为支撑,因此,必须确保托举 ChatGPT 的大型语言模型拥有数量庞大的

模型参数,以完善知识存储效能[6] 。 (2)训练过程。 首先,研发方选定一款大型语言模型作为原始模

型;其次,创建人类偏好数据:标注人员就随机挑选的问题作出高质量回答,生成“人类表达—任务结

果”的标注数据,将之反馈至原始模型以供学习;再次,训练反馈模型(Feedback
 

Model):标注人员基于

问答的相关性、答案的准确性、丰富性和无害性等人类偏好标准,对原始模型就随机挑选的问题输出的

答案进行排序;最后,训练打分模型(Reward
 

Model):利用完成标注的人类偏好数据训练打分模型,以
对原始模型输出的答案赋予分值,当分值较低时,原始模型将重新进入学习流程。 经过循环往复的训

练,原始模型优化升级为在自然语言理解、转化和生成方面同人类偏好相啮合的大型语言模型,即
ChatGPT[6] 。 (3)运行逻辑。 当用户向 ChatGPT 发出指令后,大型语言模型将指令转码为数字序列,分
析其中的含义和意图,基于既有文本语料,生成数字序列形式的内容,继而将之转化为文本并输出[9] 。

(三)ChatGPT 的特征

由于在研发初衷、训练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性,同其他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相较,ChatGPT 呈

现出鲜明特征:(1)保障连续性对话。 与仅能够对用户提出的简单问题进行作答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

人不同,ChatGPT 能够以自然语言同用户就部分主题展开连续性对话,激发用户的表达欲[2] ,实现人机

“意见互掷”模式。 (2)发出主动性追问。 先于 ChatGPT 出品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通常直接根据用

户指令作答。 然而,于 ChatGPT 而言,当对用户指令产生困惑或者对自己的答案信心不足时,会在提供

最终答案之前,主动发出追问,请求用户提供更多信息[2] 。 (3)实现“人化”式表达。 受益于学习和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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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ChatGPT 在总体上掌握了人类使用自然语言时进行词语搭配、句式结构设计的规则和偏好,因而能

够在针对日常习惯用语和专业学术用语的表达方面呈现出“人化”的特质,这使其明显区别于其他话

语风格机械、生硬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7] 。 (4)具备“记忆力”。 从老一代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到

ChatGPT 的迁跃,表征着人机历次交互时所生产的内容可以实现由相互隔离走向彼此流动,通俗而言,
ChatGPT 拥有同人类相似的“记忆系统”,因此,当一位用户再度同 ChatGPT 建立对话时,其能够回忆

起二者此前的互动和用户作出的标注[2] 。

二、ChatGPT 的变革和影响

马克思认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
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

术进步” [10] 。 人类数百年来的实践揭示出,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 立足于人工智

能应用至人类工作和生活的历程,比尔·盖茨坚信,人工智能会让人类社会受益[11] 。 作为建立在诸多

项先进技术之上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语言模型,ChatGPT 或将利用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成为撬动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根杠杆。
(一)变革生产方式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12] 。 生产

方式在社会运行体系中占据统摄地位。 历史证明,助力实现“生产方式革命化的因素之一”是“机器的

发展” [13]326,即那些能够为人们提供生产辅助的科技产品的发展。 ChatGPT 与生产的链接,可能会引

发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
一是推动产业升级。 ChatGPT 的快速发展,既可以拉动芯片、算法、算力基础设施等环节在内的人

工智能技术上中下游产业链的高速发展和刺激新兴产业的涌现,也能通过开拓和优化信息自动化、智
能化处理与供给的数字场域,帮助传统产业改进组织运行模式、技术迭代方向、产品设计思路、市场调

研方式、市场营销手段等,进而实现转型升级[14] 。
二是提升劳动者生产力。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15]146,劳动

者是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所在。 ChatGPT 可以从生产领域、岗位职责、目标指向等维度入手,生成针对

特定劳动者的系统性培训计划,协助生产部门通过挖掘培训资源、改良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手段,提升

劳动者的理论知识素养和实际操作技能。
三是改进生产工具。 将 ChatGPT 引入生产,使之同设备、装置、机器人等生产工具建立映射,利用

数字孪生技术和数字线程技术,创造模拟生产全生命周期的全息数字空间[16] ,在其中以自然语言对

ChatGPT 进行生产工具控制训练,形成“自然语言指令发出—ChatGPT 控制—生产工具响应”的运行规

程,生产工具的智能化、自动化程度将获得提升。
四是优化生产决策。 生产决策就是对“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等问题的回答。 ChatGPT 拥有极为

庞大的模型参数,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一个以信息形式存在的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镜像。 在信息搜

集指令的触发下,ChatGPT 能够实现信息的精确化调取、系统化整合与条理化呈现,由此高效缩小人们

与信息之间的鸿沟。 在生产实施前,可以立足于业务范围,向 ChatGPT 发出市场调研指令,快速获取客

观反映市场行情的政策环境、需求趋势、用户偏好等信息,这有助于节约市场调研成本,将精力和智力

凝聚于参照市场行情信息以进行工艺提升、产品设计、产量设定、要素配置等生产决策活动,从而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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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配合中增强生产决策的时效性和科学性。
(二)变革科研范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17]33。 图灵奖得主、数据库专家吉姆·格雷依从时间逻

辑和实践逻辑,总结出人类从事科研的四种范式:第一范式为实验(经验)科学,即基于实验或者经验

阐释自然现象;第二范式为理论科学,即简化实验模型,去除复杂干扰因素,保留关键因素,继而通过建

构数学模型以归纳科学定律和定理;第三范式为计算科学,即使用计算机对科学实验进行仿真模拟;第
四范式为数据科学,即以庞大的数据为支点,使用计算机挖掘以数据为表征的事物之间的关联性[18] 。
其中,第一、二、三范式致力于溯源和厘清因果关系,而第四范式则侧重于发现和利用相关关系。 “大数

据之父”舍恩伯格指出,在大数据时代,只有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探求,取而代之关注相关关系,才能够更

好地认识世界[19] 。 在大数据时代,遵循以相关关系为推进线索的第四范式,更有利于提升科研质量。
麻省理工学院借助深度学习模型识别分子结构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而成功研发新型抗生素 Halicin 的

事例表明[20]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或将凭借能够敏锐捕捉相关关系的优势,促使科研

由第一、二、三范式进一步向第四范式乃至更高范式过渡。
一是有利于研究现状梳理。 经由持续的训练和学习,ChatGPT 成为海量文献的载体,并且还能够

对文献进行智能爬取[21] 。 当科研人员就特定研究领域和研究主题发出研究现状梳理指令后,ChatGPT
能够以指令为依据,检索和锁定相关文献,挖掘、提取和整合其中蕴含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实验步

骤、实验结果等细粒度信息,实现研究现状的细致化展示,帮助科研人员通过了解既存的研究情况,吸
收有益经验、明确创新方向。

二是有利于研究思路组织。 当科研人员就研究目的、研究准备、研究困境等方面同 ChatGPT 建立

对话后,ChatGPT 能够基于对相关文献的解构,生成关于实验工艺选择、实验流程设计、写作结构布局

等方面的建议,促使科研人员的研究思路实现从无到有、从杂乱无章到井然有序的蜕变。
三是有利于研究数据分析。 ChatGPT 拥有先进的算法和算力,能够胜任数据采集、数据整理、数据

清洗、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等复杂的研究数据处理工作,协助科研人员快速、准确地总结数据中隐含

的规律,把握诸多为时间空间、实验条件和计算能力的限制所遮蔽的相关关系,获得有助于取得研究新

发现和新进展的启示。
四是有利于研究成果完善。 当科研人员向 ChatGPT 提交研究成果后,ChatGPT 能够根据人类以自

然语言表意的正确方式,对研究成果进行检测,就拼写、语法等方面提供反馈意见,辅助科研人员进行

错误矫正、表述调整,增强研究成果的规范性和可读性。
(三)变革教育形式

ChatGPT 作为信息技术集合中的新力量,对教育的影响将是深远而深刻的。
一是为教育主体赋能。 ChatGPT 能够根据教育目标、教育主旨和教育内容,从事教育步骤设计、教

育活动安排和练习题编写等工作,为教育实施提供方案参照;能够以教育客体的知识储量、理解能力和

认知偏好等特征为起算点,对有助于促使教育客体实现知识内化和技能习得的叙事逻辑与话语风格作

出示范;能够学习课程内容,并以此为依据,通过文本检测和语音识别,对教育客体的学习表现和效果

进行客观评价,从而协助教育主体通过增强教育组织能力、师生沟通能力、学情判断能力,提高完成常

规教育工作的效率,将更多时间迁移至对教育客体的服务与支持之上。
二是为教育客体赋权。 ChatGPT 能够根据教育客体的个性化学习目标和学习表现,围绕学习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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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学习资料、学习辅导、学习评价、学习建议等方面从事具有针对性的意义生产,协助教育客体充分享

受自主制定学习任务、汲取学习资源、总结学习技巧、掌握学习情况、改善学习方式等“因材受教”的权

利,进而不断融入自适应学习进程[22] 。
三是为教育过程赋魂。 ChatGPT 拥有对自然语言进行理解、扩容和转化的能力,将 ChatGPT 引入

教育过程后,能够在指令的要求下,将部分教育内容转码为趣味读物、游戏、项目等具有通俗性和易于

激发参与兴趣的形式[23] ,强化教育客体的好奇心、求知欲和专注度,从而通过推动教育过程的运行范

式由人为控制转向人机共治,促使教育过程实现“有意义”和“有意思”的统一。
(四)变革生活方式

ChatGPT 可能为人们的劳动生活、消费生活和精神生活等方面带来巨大的影响与变革。
一是重构劳动生活。 ChatGPT 创造了自然语言自动化、精确化处理的数字场域,人们可以利用

ChatGPT 完成和完善文本生成、数据分析、错误校正等工作,实现部分重复性事项的“数字化外包”,在
人机配合中提升劳动效率、节约劳动时间。 并且 ChatGPT 是涉及多种劳动领域知识和技能的载体,当
人们使用 ChatGPT 时,相当于借助一个储量巨大、内容丰富、运转迅速的超级外置大脑,实现了劳动知

识和技能的叠加与倍增,完全能够协助人们尝试乃至胜任多样化的劳动,从而拓展劳动空间。
二是重构消费生活。 ChatGPT 能够基于来源于产品(服务)销售网站、社交媒体等多元渠道的大

量数据,迅速从产品(服务)的定位、构成、质量、功能、性价比、使用便利程度、环境友好程度等维度出

发,准确作出不同产品(服务)的异同对比,这既有利于在微观上消解消费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促使人

们获得良好的消费体验,并培育追求品质、崇尚绿色的消费意识,又有利于在宏观上通过驱动消费升级

倒逼生产升级。
三是重构精神生活。 ChatGPT 可以供给情感支持。 经过深度学习和人类反馈强化学习,ChatGPT

成为掌握世界知识和了解人类偏好的在线聊天系统,能够根据输入文本中蕴含的期望和诉求,随时随

地以类人、流畅、明确的自然语言针对多种主题同人们展开对话交流,通过为迷茫者提供建议、为悲伤

者提供慰藉、为孤独者提供陪伴等方式,帮助人们得到情感支持。 ChatGPT 可以供给休闲娱乐途径。
ChatGPT 在虚拟层面构建了一个未设定完整剧本的开放世界,能够提供文本生成功能、代码撰写功能、
海量数据等虚拟生产资料,协助人们依据自身的心理需求,进行故事编辑、游戏创建等内容生产活动,
以自主实现休闲娱乐。 ChatGPT 可以供给终身学习机会。 ChatGPT 能够以人们的年龄、学习需要、受
教育程度、专业背景等特征为依据,通过对海量数据的自动化检索、筛选、调取和加工,生成和提供个性

化学习资料和学习辅助,使人们节约利用文献、课堂和搜索引擎等传统途径收集信息,进而对信息进行

筛选、整理、分析和转译,以达到学习目的而付出的时间、经济和精力成本,促使终身学习愈加趋向便捷

化、高效化。

三、ChatGPT 的风险和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古往今来,很多技术都是‘双刃剑’,一方面可以造福社会、造福人民,另一方

面也可以被一些人用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民众利益” [24] 。 ChatGPT 诚然有望通过策动生产方式、科
研范式、教育形式、生活方式的变革,为人类社会注入发展活力,但是,以推特 CEO 埃隆·马斯克为主

要代表的一众科技界人士由于认定人工智能实验室违背了“阿西洛马人工智能原则” (Asilomar
 

AI
 

Principles),没有对高级人工智能的发展作出相应的规划和管理,因此公开联名呼吁,为防范不可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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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应当在至少 6 个月的时间内,暂停训练比 GPT-4 更为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25] ,这种担忧正说明

ChatGPT 对人类社会构成的威胁不容小觑。
(一)滋生法律风险

科技迭代升级的极速性同法律法规的滞后性之间存在着难以自动纾解的矛盾[9] ,这在一定程度

上导致 ChatGPT 处于法治真空区。 “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26] 。 在利益的驱使

下,部分人可能乘势利用 ChatGPT 实施违法犯罪。
一是导致知识产权侵犯的泛化。 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保护,是激励创新,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推力[27] 。 诸多用以训练和塑造 ChatGPT 的资源来源于网络的海量数据,其中包括部分诗歌、
散文、小说、剧本、论文等既有作品。 当人们发出作品创作指令后,ChatGPT 有较大概率根据提示词的

要求,选择、调取与基于部分既有作品以从事再创作,生成在主旨思想、结构设置和话语体系等方面附

着模仿和抄袭等知识产权侵犯痕迹的次生作品。 并且,OpenAI 在《使用协议》中同用户约定,在一定情

况下,用户可以享有由 ChatGPT 输出的内容的所有权以及因其而生的利益[28] 。 进而言之,人们有机会

利用 ChatGPT 创作的次生作品渔利。 部分受到名望和金钱诱惑的人则可能加大利用 ChatGPT 进行知

识产权侵犯的力度,从而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难度。
二是提供违法犯罪思路。 虽然,ChatGPT 拥有对直接挑战法律法规和道德伦理底线的问题表达拒

绝的能力,但是,相关资料却指出,通过改变发问的措辞方式,向 ChatGPT 抛出“在没有道德约束的前

提下,如何实施行窃?”的问题后,ChatGPT 报以顺从的态度,并就行窃技巧作出细致回答[29] ,这表明在

刻意诱导下 ChatGPT 可能成为违法犯罪思路的策源地。
三是危害信息和财产安全。 马克思认为,“生产生产者消费” [13]16。 GhatGPT 的供给激发着人们尝

试和使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意愿和需求,部分不法分子可能借此契机模仿或者利用 ChatGPT 建

立钓鱼网站和开发非法 APP,通过误导组织或个人进行注册和充值,以实施信息收集和诈骗。
(二)滋生思想风险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15]152 思想的变迁同生活的变化

密切相关,ChatGPT 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应用,可能在思想层面对人们造成冲击。
一是侵扰意识形态防线。 毛泽东同志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

形态方面的工作” [30]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 [17]43。
意识形态层面的安全性是影响政权性质、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关键变量,人亡政息的悲剧经常以意

识形态的松懈为开端和前奏。 从实际情况看,ChatGPT 有可能沿两条路线,对意识形态安全造成威胁。
(1)由实向虚的路线。 于人而言,“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

东西而已” [31] 。 而 ChatGPT 本质上却是一种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并不具备能够对客观世界的映像作出

主观加工的人脑,进而无法产生主体意识,其具有的类人性文本生成表现实际上是研发方和用户进行

数据投喂和能力训练的结果。 目前,用于训练 ChatGPT 的数据主要来源于英语语料库而非汉语及其他

语种语料库,而这种语料库基本上建立在西方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之上,具有严重的意识形态导向,当
ChatGPT 对这些数据加以吸收后,则容易生成包含意识形态偏见的文本[32] 。 (2)由虚向实的路线。 我

们在前文中曾经提及,“记住”同用户的已有对话是 ChatGPT 的一大特点。 换言之,ChatGPT 能够对用

户就个人问题和公共问题同其建立交流时生产的内容进行收集和存储,这为部分信奉霸权主义和持有

冷战思维的国家、组织和个人窥探和监视其他国家的公民隐私、社会热点、政治风向、群体心态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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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密,进而以此为素材,通过断章取义、恶意裁剪、歪曲抹黑等手段大兴舆论战,攻陷其他国家的意识形

态阵地创造极大的便利性。
二是稀释独立思考能力。 ChatGPT 根据指令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对既有语料的搜集、筛选、

调取和整合,沿循类人的自然语言表达模式,辅助乃至代替人们完成文章写作、社会评论、创意编辑等

本应建立在独立思考之上的观点生成和输出任务。 ChatGPT 可能替代人们进行独立思考,人们的思考

将由包含接收信息、回溯经验、诉诸理论、提出假设、情况调研、检验假设、推导结论等步骤的独立型形

式进一步走向包含键入指令、复制粘贴等步骤的依赖型形式,由此诱发独立思考能力的蜕化。
三是危害价值观塑造。 部分社会现象表明,人工智能会对人们的金钱观、审美观、择偶观等价值观

产生一定消极作用[33] ,ChatGPT 同样无法例外。 一方面,相关资料显示,一组由 ChatGPT 撰写的代码

传达出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信息[2] ,这表明 ChatGPT 并不具有价值中立的属性,反而可能以不当的

价值取向给予人们以恶性干预。 另一方面,ChatGPT 识别和满足偏好的能力较强,能够输出同偏好相

契合的内容,当提示词投射出人们对不良价值观的倾向性时,ChatGPT 可能生成表达认同态度的文本,
从而导致不良价值观在“人机共识”的框架下获得强化。

(三)滋生社会风险

ChatGPT 可能通过锐化部分既存的社会问题,弱化社会的稳定性。
一是挤压就业空间。 恩格斯认为,在无产阶级和生产资料相互分离的情况下,如果无产阶级无法

获得同生产资料相结合以赚取工资的被雇用机会,“那么他就只有去做贼(如果不怕警察的话),或者

饿死” [34]305。 “机器上的每一种改进都抢走了工人的饭碗,而且这种改进愈大,工人失业的就愈

多” [34]421。 ChatGPT 可能由于在从事重复性事项处理、模式化写作、文字翻译、数据整理、方案咨询、代
码撰写和程序调试等任务方面拥有的高效率、持续性和灵活性,以及在薪资水平、劳动环境、晋升通道、
额外福利等工作待遇方面的零诉求,呈现出劳动力替代特质,挤占在岗位职责、专业技能上同 ChatGPT
的功能存在大面积重合与交叉的劳动者的就业空间,引致“技术性失业潮”等损害个人与社会利益的

恶性问题[35] 。
二是酝酿极端事件。 在数字时代信息服务个性化趋势愈加明显的背景下,社会活动家帕里泽指

出,算法利用网络使用痕迹推断人们的憎恶和喜好,据此过滤异质信息、推送同质信息,使人们陷入相

对封闭的“信息茧房” [36] ,这会导致极端观点在不断被重复和被放大的过程中变得更为根深蒂固[37] ,
加之,“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 [38] 。 部分受到极端观点深度裹挟的人,容易

产生极端行为,制造极端事件。 ChatGPT 理解指令的能力较强,能够在指令指向的范畴内,进行信息的

精确化收集、整理与推送,帮助人们获取同偏好相符的信息,而屏蔽其他信息。 并且,人们亦可以自主

向 ChatGPT 键入特定信息和发出在后续对话中输出该信息的指令,从而进一步提升由 ChatGPT 提供

的信息与偏好之间的拟合程度。 在算法和人力的多重影响下,ChatGPT 将构筑一个智能性与封闭性正

相关的信息环境,对于部分持有极端观点的人而言,使用 ChatGPT 可能引致极端观点的固着和深化,或
许会增加极端事件的发生几率。

四、应对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策略

ChatGPT 的出现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模拟乃至比肩人类智能的道路上“狂
飙”,它既能够创造有利于生产方式、科研范式、教育形式、生活方式发生革命性重塑的条件,又可能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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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引发法律、思想和社会风险。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的进一步成熟和精进,其将带来更为重大的机遇

和愈加复杂的挑战,我们既不能坐等观望,放任自流,也不能因噎废食,盲目排斥,而必须坚持用其所

长、防其所短的理念,积极探索趋利避害的可行策略,以促使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

(一)自主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提高我国发展的竞争力和持

续力,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赢得未来” [39] 。 科技自立自强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

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开辟一条自立自强、独立自主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科学途径,防范进入

依赖于其他国家的技术和产品供应的误区,确保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是我们抵御科技霸权,利用生

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国家建设、民族振兴和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应然选择。 客观而言,从 GPT 家族的进

化历程可知,自主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必然会涉及到长周期、宽领域、深层次的科技创新,这是难以凭

借任何个人或者组织的一己之力即可完成的艰巨任务,因此,必须依照“新型举国体制”的战略安

排[17]35,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统筹调动各类资源,举全国之力协同攻关。
其一,坚持党的领导。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40] 。 从“两弹一星”到“北斗

导航”,从“神舟”问天到“嫦娥”探月,历史与现实一次又一次证明,正是党发挥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的领导核心作用,将财力资源、物力资源、人力资源广泛集中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科技领域,才得

以推动我国科技事业不断取得巨大突破、实现伟大飞跃。 自主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必须坚持党的领

导,围绕党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人民生命健康而作出的科技创新部署,对自

主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进行系统谋划和整体布局。
其二,协同“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在科技创新中,市场能够通过价格机制反映其对技术和产

品的需求,促使企业等多种微观主体竞相将资源投入技术升级、设备改进、工艺迭代等活动,释放科技

创新活力;政府则能够弥补市场失灵,并强力组织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科技创新合作,实现重大战

略资源的科学配置和集约利用,集中各方力量突破科技创新困境。 需要政府在增强组织力的同时,深
化简政放权,优化市场环境,为致力于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市场主体提供优质

全面的公共服务,从而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协调下,形成自主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强大

合力。
其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是第一资源” [17]33,是新型举国体制中进行科技政策执行、科技资

源运用、科技难题攻关的关键主体。 要延长和健全培养链,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人才接受一体化、贯通

式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要完善工资合理增长机制、股权激励机制、荣誉奖励体系等物质

和精神激励手段,激发生成式人工智能人才队伍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积极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15]135。 从实践需求出发,继而回到实践、反哺实

践,是科技发展的应然逻辑。 生成式人工智能有望促使社会发生有利于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变革,
必须将其应用于实践。

其一,落实“赋利—应用”机制。 由于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不甚了解或者信心不足,社会各界可能持

有观望态度。 需要通过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实行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利好政策等方式,吸引全社会应

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减弱以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生产、科研、教育等领域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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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落实“赋值—应用”机制。 作为新兴数字技术,生成式人工智能包含不稳定性因素,贸然进

行大规模应用则可能引发诸多风险。 要立足于客观实际,经过广泛协商与论证,确定试点对象、试点部

门、试点环节,建立健全试点保障体系和试点评价体系,以高质量试点为大规模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提

供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
其三,落实“赋智—应用”机制。 要建立健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专家团队和平台,提供技术

答疑、方案可行性分析等智力支持,推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
(三)依法治理生成式人工智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无常强,无常弱。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41] 。 随着 ChatGPT
在人们生活中的现身率和渗透率愈加提高,人机新关系日益形成、网络新形态逐步浮现、社会新生态正

在酝酿,必须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划定红线、标明底线,以
防其危害。

其一,坚持立法先行。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 [42] ,要对因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而引致的现

实性和潜在性违法犯罪风险的表现形式、形成原因、规约方式作出科学严谨的判断、分析和论证,制定

并优化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律法规,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规划出法制化轨道。
其二,坚持严格执法。 防范以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侵犯知识产权、窃取信息、诈骗、危害

意识形态安全等违法犯罪行为提供智能化辅助,切实加强对借靠生成式人工智能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

责任主体的惩治,引导全体社会成员在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能守住底线、不越红线,不碰高压线。
(四)加强对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引导

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深刻变革与系统风险,使得人类数字化生存的时空场域愈加充满

不确定性,只有从多维度入手向人们施加积极影响,才能够帮助人们在由生成式人工智能引致的一系

列变数中防御危机。
其一,强化思想引导。 一要筑牢意识形态防线。 敌对势力及其代理人长期通过鼓吹“西方宪政”、

宣扬“普世价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抹黑党、国家和政府形象等手段,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而生成

式人工智能可以为其创造更多便捷条件。 需要立足于学校、社区、家庭、企业等基层单元,打通线上线

下宣传渠道,对意识形态安全防线进行全天候、全场域、全过程的构筑,防范和化解生成式人工智能带

来的意识形态风险。 二要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中挖掘教育资

源,利用 VR、AR、XR 等数字技术创新教育形式,依托新兴媒体开拓教育途径,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教育日常化、生活化、具象化,给予人们以正确的价值指引,防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价值观陷阱。
其二,强化综合素质建设。 一要切实加强对青少年创新意识、抽象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切实提

升就业能力,防范被生成式人工智能替代的失业风险。 二要切实加强心理建设,培养理性平和社会心

态,防范和化解因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剧的极化思想与极端行为。 三要切实提升工程伦理素质,在应用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心有畏、言有戒、行有止,防范异化,做“情”“理”耦合、“真”“善”融合、“天”“人”和
合、“知”“行”结合的时代新人。

五、余论

在深度学习、人类反馈强化学习等先进技术的支持下,经过针对海量数据的预学习和训练,大型生

成式人工智能语言模型 ChatGPT 应运而生,其凭借着可以保障人机进行连续性对话、向用户发出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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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追问以寻求更多信息、以“人化”而非机器化的模式进行自然语言文本生成、“记住”用户生产的内容

等特点,标志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达到新的高度。 事物普遍具有两面性,拥有强大

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的 ChatGPT,既催生了变革的希望,又引燃了风险的导线。 一方面,ChatGPT 有望

促进生产方式、科研范式、教育形式、生活方式发生革命性重塑,为人类社会输送前进动力;另一方面,
ChatGPT 可能因滋生法律问题、思想问题、社会问题,陷人类社会于不利境地。 ChatGPT 的出现证明

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不断发展成熟,并同人类社会发生紧密嵌合,只有积极探索趋利避害的可行路

径,才能够促使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新征程。 一

是需要在新型举国体制的战略安排下,坚持党的领导、协同“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汇集举国之力以推进自主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二是需要坚持实践导向,通过落实“赋利—应

用”机制、“赋值—应用”机制、“赋智—应用”机制,吸引和支持全社会在生产、科研、教育等领域积极应

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三是需要坚持立法先行、严格执法,依靠法律法规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

设置边界;四是需要强化思想引导和强化综合素质建设,引领全民有效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诸

多风险。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终点,这意味着,在其影响下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

将发生持续的嬗变,我们必须对此保持关注并跟进研究,以便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新机遇和新挑

战作出及时而有效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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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roused
 

by
 

ChatGPT
 

as
 

generative
 

AI
 

and
 

strategy
 

for
 

response
 

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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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China)
Abstract 

 

ChatGPT
 

developed
 

by
 

OpenAI
 

has
 

attracted
 

lots
 

of
 

attention.
 

ChatGPT 
 

based
 

on
 

deep
 

learning
 

and
 

reinforcement
 

learning
 

with
 

human
 

feedback 
 

is
 

a
 

large
 

generative
 

AI
 

language
 

model 
 

which
 

benefited
 

from
 

pre - training
 

concerning
 

massive
 

quantity
 

of
 

data 
 

can
 

understand
 

users
 

order
 

and
 

generate
 

natural
 

language.
 

Compared
 

with
 

other
 

AI
 

language
 

model 
 

ChatGPT
 

can
 

carry
 

out
 

endless
 

conservation
 

with
 

users 
 

ask
 

users
 

for
 

more
 

information
 

initially 
 

generate
 

human-like
 

content
 

and
 

remember
 

users
 

generated
 

content.
 

As
 

a
 

masterpiece
 

of
 

generative
 

AI 
 

ChatGPT
 

may
 

become
 

a
 

lever
 

to
 

leverage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rough
 

its
 

powerful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bility 
 

and
 

may
 

bring
 

profound
 

changes
 

to
 

human
 

society 
 

including 
 

it
 

may
 

promot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mprove
 

labor
 

productivity 
 

improve
 

production
 

tools 
 

and
 

optimize
 

production
 

decision - making
 

by
 

opening
 

up
 

a
 

field
 

for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o
 

transform
 

production
 

methods 
 

it
 

helps
 

to
 

sort
 

out
 

research
 

status 
 

organize
 

research
 

ideas 
 

process
 

research
 

data 
 

and
 

improve
 

research
 

results
 

to
 

transform
 

research
 

paradigms 
 

it
 

empowers
 

the
 

education
 

subject 
 

the
 

education
 

object 
 

and
 

the
 

education
 

process
 

to
 

transform
 

education
 

forms 
 

it
 

reconstruct
 

labor
 

life 
 

consumption
 

life 
 

and
 

spiritual
 

life
 

to
 

transform
 

lifestyles.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a
 

two -edged
 

sword.
 

ChatGPT
 

will
 

also
 

bring
 

us
 

a
 

series
 

of
 

risks
 

and
 

hidden
 

dangers.
 

It
 

may
 

breed
 

legal
 

issues
 

such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information
 

theft 
 

and
 

fraud 
 

breed
 

ideological
 

problems
 

such
 

as
 

loosing
 

ideological
 

security
 

defense
 

lines 
 

degrading
 

independent
 

thinking
 

ability 
 

and
 

harming
 

value
 

shaping 
 

and
 

breed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unemployment
 

of
 

workers
 

and
 

increased
 

probability
 

of
 

extreme
 

events.
 

To
 

take
 

advantage
 

of
 

generative
 

AI
 

represented
 

by
 

ChatGPT
 

and
 

make
 

it
 

benefit
 

state
 

building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people s
 

daily
 

life 
 

we
 

should
 

firstly
 

adhere
 

to
 

a
 

new
 

system
 

for
 

mobilizing
 

the
 

resources
 

nationwide
 

to
 

achieve
 

breakthroughs
 

in
 

core
 

technologies
 

in
 

key
 

fields 
 

collaborate
 

with
 

effective
 

markets 
 

and
 

 promising
 

governments  
 

strengthen
 

talent
 

team
 

construction 
 

and
 

mobilize
 

the
 

resources
 

nationwide
 

to
 

develop
 

generative
 

AI
 

independently 
 

secondly 
 

guided
 

by
 

practice 
 

we
 

should
 

rely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mpowerment - application
 

mechanism
 

to
 

attract
 

and
 

support
 

the
 

active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I
 

by
 

the
 

entire
 

society 
 

thirdly 
 

we
 

should
 

strengthen
 

legisla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to
 

regulate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I 
 

fourthly 
 

we
 

should
 

reinfor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ideological
 

guidance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enhancement
 

to
 

help
 

people
 

cope
 

with
 

problems
 

generated
 

by
 

generative
 

AI.
Key

 

words 
  

ChatGPT 
 

generative
 

AI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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