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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奇点"对人类生存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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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奇点%来临#人工智能在智能上将超越人类#甚至爆发$智能爆炸%&这既对人类生存产生颠覆性变革#

也将带来诸多挑战&人类将越来越人工智能化#进而失去生存的意义#并导致人类将失去自主决策的能力和制

定规则的权力而被动地生存&人机共存的环境资源也必将受到威胁&我们很难真正实现人工智能的伦理化#也

无法在它们身上$嵌入%伦理规则&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人工智能越来越友好&因此#我们有必要现在构建人工智

能的责任伦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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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真正进行全面阐述的应该是库兹韦尔本人&并预言将在
!#EM

年到达奇点)!

!"

世纪的前半叶

将描绘成三种重叠进行的革命%%%基因技术#

N

$'纳米技术#

;

$和机器人技术#

H

$"&

*

"

+

"!>这!三种重叠进

行的革命"将为!奇点"来临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一旦!机器人在智能方面超过人类的奇点"

*

!

+

!>"来临&

人类的生存范式将发生根本性变革&人类将生存得难以想象的美好)国内学者黄欣荣教授甚至认为&大

数据'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将有助于共产主义的实现,

*

>

+并且新人工智能将让人类彻底得到身心的解放&全

面解放之后的人类可以尽情享受智能机器给我们带来的丰裕财富&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阔步迈向更高境

界)

*

E

+可见&如果!奇点"确实存在的话&必将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学习与工作带来颠覆性变革)同时库兹韦

尔在论述
N;H

之后认为!会引进新的风险")因此&!奇点"不仅给我们带来全新的生存方式&而且也必将

带来诸多挑战&甚至直接威胁到人类的存继)面对这些未来的挑战&我们最好是从现在开始构建起人工

智能的责任伦理体系&既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也是对人工智能负责&更是对构建良好人机关系负责)

一$是人工智能人类化%还是人类人工智能化&

!奇点"来临之后&意味着人工智能在智能方面超越人类&如何实现人机友好共存将是我们必须深入

思考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些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

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

*

M

+即人类越来越能够脱离动物界而进行着真正人的生存-

人类能够不断地制造和使用工具&不断确立起人的主体地位)因此&整个世界就出现主客二分的状况-主

体就是我们人类&客体就是纳入到我们生存范围的客观世界#当然人类也能够成为自己的客体$)但是如

果人工智能的智能远超越人类&就意味着具有超级智能的它们也同样能成为主体&整个世界就呈现出双

主体)双主体的出现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解决好如何与人工智能实现共存这一根本性问题&即到底是我们

应该听命于人工智能还是人工智能应该听命于我们)

人工智能的强大要让我们来命令它们显然有点无能为力&反而是让我们越来越依赖于人工智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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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在我们面对困境而不能自拔的时候&更应该听听人工智能的洞见)这样才能让我们生存得越来越

好)当我们随时都要听命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的生存就会越来越人工智能化)当然&我们可能会自豪

地认为&毕竟人工智能是我们的作品)既然是我们的作品&它们就应该按照我们的要求来进行设计与制

造)当我们能够利用人工智能来不断制造出新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的意志就完全!嵌入"到它们身上&

它们的行为必将最大程度地展现出人类的意志)因此&应该是人工智能越来越像我们)但是古德#

O:$:

N%%.

$强调-!既然机器设计也是一项智能活动&那么超级智能机器应该可以设计出更好的机器)毫无疑

问随后会出现一个.智能爆炸/&人类的智能可能被远远甩在后面)因此&第一台超级智能机器是人类需

要完成的最后一项发明")

*

!

+

!!D很难想象&在这个!智能爆炸"到来之后我们的意志在人工智能身上到底还

能存留多少0 特别是随着!智能爆炸"的不断发展且我们的生存已经习惯了人工智能带来的便利而越来

越离不开它们的时候&人类只能越来越人工智能化&自觉不自觉地跟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而生存)因此&

很有可能超级人工智能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项发明)

表面上看&!我们的机器将变得越来越像我们&而我们也会越来越像我们的机器")

*

"

+

"@!而实际上&应

该是我们会越来越像人工智能)因为让人工智能越来越人类化会由于人工智能的过于强大而失去控制)

毕竟!智能爆炸"的出现就意味着人工智能完全可以离开人类而独立完成自身的繁衍&并且每一代人工智

能都将在智能方面超越上一代)因此&!人工智能计算机技术正不断取得成功&并迅速成为我们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11

?O

将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社会&甚至是终结我们的族类")

*

C

+我们的生

存只能是越来越人工智能化0

因此&之所以人类越来越人工智能化就在于人工智能不仅在实践和意识方面和人类一样&而且在智

能方面远远超越人类&以致于人类特有主体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得不与人工智能分享这个主

体地位甚至让位于人工智能)

二$人类生存是有意义%还是无意义&

现在我们可以要求人工智能越来越人类化&但是!奇点"来临之后就只能是人类越来越人工智能化)

既然我们将越来越人工智能化&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思考生存的意义问题)意义是因为人的独有生存才得

以产生&否则就无所谓意义的问题)毫无疑问&当我们完全依赖人工智能而生存的时候&人类独有的生存

方式必将退却&所谓真正人的生存将难以存继&最终走向无意义化)

如果将人工智能仅仅界定为技术&那么人工智能越发展就意味着我们越能够更好认识'改造和控制

世界&让世界不断向符合人类需要的方向变化)这样&我们的生存就必然越来越好'越来越有意义)比

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工作基本上都可以交于人工智能来完成&因为人工智能

比我们完成得更好)如果所有的工作都可以交与人工智能来完成&我们就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个性来发

展自己)可能就实现了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我们的生存必将按照自己的个性来不

断发展而越来越有意义)

但是&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一项先进的技术&更应该是一类具有人类意识且超越人类智能的新生命体)

它们能够完成的工作远远不仅限于生产领域&而是超越人类所能涉及的所有领域&并且在任何一个领域

都比我们要完成得更好)这个更好足够让我们望而生畏)比如现在的人工智能能够创作出非常优美的

音乐和写作出非常惬意的诗词&相信欣赏到这些音乐与诗词的任何想要通过音乐与诗词来寻找所谓!远

方"的人们望而却步)因为当你经过勤学苦练达到与人工智能相媲美的境况时&人工智能瞬息之间又实

现了更新换代&再次让你望而生畏)那么到底是你去寻找!远方"还是让人工智能帮你寻找!远方"呢2 因

此&!世上第一个超级智能一旦诞生&可能很快就会表现出强大的能力&它在任何领域的决策能力都比人

类更强&不论哲学'艺术'科学'政治'社会还是人际关系)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做任何事都比不过超级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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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甚至远远不如它时&该有什么反应呢2 从实际效果上来说&我们做的任何工作可能都会显得毫无意

义)"

*

B

+

"E>

总之&人工智能的过于强大表面上会让我们的生存越来越有意义&实际上可能正在不断地消灭其意

义)当生存失去意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所有人都为之折服&陷入绝望&任由自己纵情于沉浸式虚拟现

实的灯红酒绿之中&或者干脆用电刺激大脑的方式自取灭亡呢2"

*

B

+

"EE赫拉利#

P&2)*;%)-Q)')'1

$甚至认

为-!由于接下来的科技发展潜力极其巨大&很有可能就算这些无用的大众什么事情不做&整个社会也有

能力供养这些人&让他们活下去)然而&什么事能让他们打发时间&获得满足感2 人总得做些什么&否则

肯定会无聊到发疯)到时候&要怎么过完一天2 答案之一可能是靠药物和电脑游戏")

*

@

+

!DE如果真是如

此&!奇点"不是使我们生存得越来越有意义&而是会消除我们寻找!远方"的最后避难所&生存彻底无意

义)

因此&人类生存的无意义实质上就是人工智能的智能远远超越人类&导致我们赋予世界以意义的能

力受到了人工智能的冲击&导致这种能力远逊于人工智能&不得不将此能力让位于人工智能)

三$是人类自主决策%还是被决策&

人类生存无意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我们将逐步失去自主决策的能力而越来越被动地生存)本来&

!奇点"来临之后的人工智能将为我们的决策提供更多的选择与便利&毕竟通过人工智能能够让我们更加

理解整个世界&我们肯定就能够更好地作出决策而越来越自由)

恩格斯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

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

*

D

+因此&要求我们必须在充分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决策&

进而寻求到真正的自由)!所谓自由&如所周知&就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行为)11一个人自由与

否&与他实行自己意志的自身的'内在障碍无关&而只与他自身之外的外在障碍有关-自由也即不存在实

行自己意志的外在障碍")

*

"#

+因此&要寻找到自由必须能够自主地作出正确决策)如果不能自主地作出

正确决策&我们就会完全受制于外在的障碍而不自由)而这个最大的外在障碍就是不能正确的认识和利

用规律&导致陷入决定论的泥淖&因为!如果我们完全按照自然规则来生存和发展&那么我们的决策与行

为就是不可控的&必须完全按照因果关系来施展")

*

""

+如果完全陷入决定论的泥淖&我们就完全没有自由

可言)因此&我们要获得生存自由就必须自主地作出决策)如果对外在障碍的认识不够&就会在规律面

前无能为力&我们的生存就完全受制于决定论而没有自由可言)如果能够借助人工智能&我们就更能够

认识和利用规律&更能够根据自己的生存状况自主地作出决策&更能够获得我们所需要的自由)

但是人工智能的过于强大导致我们作出的一切决策都显得非常幼稚&还不如干脆让人工智能来帮我

们作出)我们只需要被动地接受人工智能作出的决策就能够获得自由)人工智能具有的强大算法功能

能够洞察世间的一切奥秘&并且它们的!计算"能力远超人间一切天才)因此&与我们比较&它作出的决策

绝对是!最优"的)既然人工智能能够为我们作出!最优"的决策&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为作出自己的决策

而苦苦煎熬&倒不如干脆放弃作出决策的权力&将这个权力转让或者异化给人工智能)这样&虽然我们放

弃了自主作出决策的权力&但是也并没有因此而丧失自由)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样的生存方式到底是不是获得了我们所需要的自由)因为我们自主作出决策

就意味着我们必须为此承担相应的伦理责任&在承担伦理责任的基础上继续作出更佳的决策进而获得更

大的自由)如果完全依赖于人工智能为我们作出决策&姑且不论人工智能作出的决策是否会导致我们朝

着机器化的方向发展&关键是我们无需承担任何伦理责任)丧失责任的自由还是不是真正的自由2 显然

这是一种动物式的自由&是被动地适应客观世界的生存方式,而人的自由是通过我们的决策及其形成的

行为积极主动争取来的自由&是必须要承担相应伦理责任的自由)因此&!奇点"来临之后可能会导致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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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完全陷入人工智能造就出的新决定论境地&完全失去自主决策的权力而越来越被动地生存)

因此&从根本上说人类丧失决策的权力是我们的主体地位受到前所未有冲击的结果)由于主体地位

的动摇&人类的决策权力必然要让位于享有超过人类主体地位的新主体即人工智能)如果人类还完全享

有决策权力的话&那么人工智能就不可能享有相应的主体地位)

四$是人类制定规则%还是接受规则&

正因为!奇点"的到来将导致人类丧失决策的权力&因此人类只能被动地接受人工智能制定的规则)

这是人类生存无意义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即我们将在逐步失去自主决策能力的基础上丧失制定规则的权

力)

人天生就是社会性动物&而社会性动物就意味着必须守规则&而规则就是人类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

协商制定出来的)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人类不断通过协商'废除'修改和制定规则)只要规则能够不断

适应人类的生存现实&我们就应该严格遵守规则以便寻求到更好的生存)这就要求&要使我们的规则越

来越符合人类的生存现实就必须不断地认识它)如果认识不清楚&我们的规则就不可能是好的规则&我

们的生存就不可能越来越好)因此&我们要制定出好的规则&关键在于一方面能够认识清楚我们的生存

现实&另一方面根据此前的认识进行协商)

显然!奇点"来临之后&人类肯定会利用人工智能来帮助我们认识清楚这个生存现实&并希望为我们

制定规则提供重要参考)但是&完全依赖于人工智能制定出来的规则是否就完全适合于我们呢2 更何

况&人工智能作为新的生命体&肯定也需要遵守规则)这就涉及到这样的问题-以往制定出来的规则都是

人与人相互协商的产物&但是现在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制定出来的规则就不是人与人相互协商的产物&

而是涉及到人与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与人工智能和人与人的相互协商)但是基于智能水平的差异&人类

的认识与人工智能的认识肯定存有差异&我们肯定无法与人工智能进行平等地协商进而制定出适合人类

与人工智能的规则)因为!人类技能的增长速度越来越缓慢&而计算机功能的增速却越来越快"&

*

"!

+智商

极限在
"M#

的我们!或许已经能够接受智商为
!M#

的机器人&因为这接近于人类生物智能的智商范围)

但是&对于智商
"###

的机器人或
"

万的
?O

来说&我们仍然心存不安")

*

">

+

C#因此&我们只能被动地接受智

商比人类高出数个数量级的人工智能制定出的规则)

即使我们能够表面上平等地坐下来与人工智能进行协商&但是如果在协商的过程中出现争执&该如

何处理呢2 可以肯定&我们只能听命于人工智能)另外&既然人工智能是具有生命的新主体&它们在制定

规则的时候也肯定优先考虑自己)长此以往&人类必将交出制定规则的权力而异化给人工智能)如果如

此&人类将永远只能被动地接受规则而不能主动地废除'修改和制定规则)这样的结果就是人工智能开

始设计起人类&而不是人类设计人工智能)我们的生存也许就是这样-!地球可能会变成一座没有围墙的

动物园&一个实实在在的陆地动物饲养所&哪里只有阳光和孤独&我们的机械看管者为了维护正常的运转

偶尔会推动我们一下&而我们会为了自身的幸福高举双手欢迎这样的帮助")

*

"E

+

因此&由于智能水平的差异&我们必将逐渐失去制定规则的权力&进而完全依赖于人工智能来帮助我

们制定规则)长此以往&我们就成了一个被动的执行者&更甚者&我们会逐渐丧失对我们的生存现实的判

断能力)因为我们无需制定规则&根本不需要对我们的生存现实进行任何认识与判断)这样&我们反而

成了被动执行指令的机器&并逐步被淘汰为动物甚至机器人的宠物)实质上&人类失去制定规则的权力

就是人类已经无法控制人工智能&导致人工智能异化&即原来的主体#人类$转变为客体&原来的客体#人

工智能$转变为主体)简言之&人工智能已经不是人类的创造与作品&反而成了控制和规定人类的主体)

五$是环境资源优越化%还是危机化&

由于人工智能的过于强大&不仅人类生存的内在条件正在不断发生着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变化&而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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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存的外部条件同样也正在不断发生不利于人类生存的变化&环境资源不是越来越优越&而是越来

越危机&即可能会对人机共存的环境带来巨大挑战&直接威胁到我们生存所需的环境资源)现有的研究

往往忽视这方面的挑战)

众所周知&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并且人的数量在不断增长以

及需求在不断提升&难免会超出这个星球的承受能力)因此&要使我们能够一劳永逸地生存下去&首先就

需要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以减少浪费,其次是将我们的需求控制在地球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再次是

大力发展可再生资源,最后是努力发展可替代资源)但是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任何一个方面都显得举

步维艰)不过库兹韦尔认为&!奇点"来临之后&特别是通过发展纳米技术&就会!使发展清洁'可再生'分

布式和安全的能源技术成为可能")

*

"

+

"EB不仅资源的利用效率极大提高而几乎不产生浪费&而且我们将不

再像现在一样依赖不可再生资源)因此&环境资源必将越来越优化&生存环境必将越来越好)

其实&库兹韦尔是根据现在的状况来预测未来&并没有意识到未来的人工智能和人类一样也需要消

耗大量的环境资源)如果仅仅是我们需要消耗环境资源&当然可以通过发展高新技术来缓解甚至解决这

个紧迫问题)但是人工智能本身所要消耗的资源又应该如何来计算呢2 特别是&!智能爆炸"的到来完全

有可能会导致环境资源更加恶化)!智能爆炸"意味着人工智能数量的发展完全超出我们的控制)随着

人工智能的数量呈现指数增长&制造人工智能所需要的特殊资源也必将呈现出指数增长)现在我们所能

预测的是-!所有这些数字设备将需要更多的.稀土/&更多的钶钽铁矿石&更多的锂以及许多其他日益稀

缺的资源",

*

"M

+

"DC

!为了查收电子邮件和短信&你需要诸如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等设备&导致

对锂和钶钽铁矿石等能源资源的需求也成倍增长")

*

"M

+

"DB而这些制造人工智能的特殊资源基本上都是不

可再生资源)当然你可以说&人工智能所需要的资源不是人类所需的&因此&对我们的生存不产生任何实

质性的威胁)但是不要忘记了&!奇点"来临之后&我们的生存已经与人工智能紧密结合在一起&如果人工

智能不能得到持续发展&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也同样不能持续发展)

其实&不仅!智能爆炸"会带来新的环境资源危机&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导致效率的提高同样会带来

环境资源的新危机)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仅仅是提高了效率进而减少浪费)但是从历史视角分析&以往

的任何一次科技革命都提供了新技术&能够不断地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但是效率提高了&我们的需

要在质与量两方面也增长了)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科技的进步必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动力)长此以

往&人类所需的环境资源只能随着效率的提高而不断扩大&以至于超过地球的承受能力而不断产生新的

危机)就目前而言&我们大谈特谈人工智能&也仅仅是因为提高了效率&并没有产生根治危机的效果)

因此&!奇点"的到来不仅使人类生存的内在条件#主体地位'赋予世界以意义的地位'决策权力和制

定规则权力$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且人类生存的外在条件即环境资源也受到了重大冲击&意味着人工

智能对人类生存所产生的颠覆性影响是全方位的)

六$是促使人工智能理性化%还是理性化摧毁一切&

正因为人工智能对人类生存所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即!奇点"来临之后我们越来越像人工智能'

我们的生存越来越无意义化'我们的自主决策权力正在被剥夺'甚至逐渐失去制定规则的权力'并且连我

们生存所需的外部条件即环境资源也受到了威胁&那么我们就必须未雨绸缪地采取措施以避免这种状况

的发生)现在看来&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是赋予人工智能以理性)如果人工智能和我们一样具有人类的理

性&那么人工智能的所作所为就会按人类的理性来展开&即可以借用理性来实现人工智能不断服务于人

类0 但是这可行吗2

从历史分析&!世界在不断进步&我们很幸运&因为当今社会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和平'有

序&当代人培育'提高自己智力'艺术和情感能力的机会空前增加")

*

B

+

">#而整个人类历史能够呈现出进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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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关键在于人是有理性的)对于技术乐观主义者而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并没有必要让我们保持

高度的警惕与担忧&毕竟人工智能是人类发展的技术产物&并且!超级人工智能将会把理性作为自己的行

动指南&并因此变得仁慈")

*

B

+

">"因此&人工智能必将在我们的作用下发展成为对人类越来越友好的人工

物&毕竟它们会拥有和我们一样的理性)如果这样&我们的生存会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而不断进步)

确实&如果人工智能能够越来越理性化&对人类生存而言肯定是积极的)但是&如果人工智能越来越

具有人的理性&那么人的理性是否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2 如果人的理性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那么

拥有人的理性的人工智能是否也同样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2 如果人工智能因为具有人的理性而产生

冲突&我们是否还有机会生存下去呢2

可以肯定&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各种危机都是理性的产物)至今让我们记忆犹新的两次世界大战

都是理性的产物&还有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导致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毁灭地球的核战争阴云同样也是理性

的产物&相信现在出现的各种生态危机也是理性的产物)因此&人类的理性并不完美&特别是理性冲突不

可避免)如果人工智能将我们相互冲突的理性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那么人工智能之间的冲突同样不可

避免)一旦人工智能之间产生冲突&这样的冲突所产生的破坏力肯定要比两次世界大战超出数十倍甚至

更多个数量级&必将危害到我们赖以生存的整个星球&世界末日就不是仅仅出现在宗教神话和科幻小说

中)

可能更为恐怖的是&!奇点"来临之后的人工智能就像我们一样能够自我繁衍&它们的理性必然同样

能够!自我繁衍"下去而产生出新的理性体系&那么人类的理性如果一旦和人工智能的理性产生了冲突&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2 是完全屈服于人工智能的理性还是奋起反抗而迫使人工智能继续接受我们的理

性2 显然&!完全屈服"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奋起反抗的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有人可能会认为&我们

还可以继续发挥理性狡计&比如利用拔掉插头以切断电源'贿赂'说服甚至威胁等方式&让人工智能不断

服务于人类)但是现在我们就可以预见-!超人工智能将会变得超级精明&要靠拔插头解决问题绝不可

能"&

*

"C

+

"BB且!超人工智能将足够了解人类心理&可能知道什么样的贿赂或威胁可能起作用&也可能知道哪

些人最容易被哪些说服方式说服")

*

"C

+

"B@显然在人工智能面前想通过理性狡计这样的雕虫小技来!迷惑"

它们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而且我们更应该担心-这样的雕虫小技一旦不能#也根本不能$取得成功而被它

们识破且报复我们的悲惨境况)

因此&促使人工智能越来越理性化的结果可能就会违背我们的初衷&最终的结果很有可能就是摧毁

一切)这就意味着促进人工智能朝着有利于人类生存的方向发展不能寄希望于将人的理性!贯穿"到人

工智能身上)

七$是促使人工智能伦理化%还是限于新矛盾中&

可见&借用人类的理性来实现人工智能不断为人类服务的目标是不可实现的&当然我们不能就此而

放弃促使人工智能不断服务于人类这一目标)除了赋予人工智能以理性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嵌入"伦

理规则的方式来促使人工智能不断服务于人类)

早在
"DE#

年
"!

月&刚刚
!#

岁的阿西莫夫#

O4))7?41L%2

$就曾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阐述了他的

机器人三定律)

*

">

+

C>其实早期的人工智能研究者都认识到一旦人工智能超越人类将会产生可怕的后果&

特别是!聊天机器人"的发明者魏森鲍姆#

$%43

R

-S31J3(=)&L

$&在意识到人工智能带来的可怕后果后就开

始研究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责任和道德问题)

*

"B

+因此&要使这种可怕后果不要发生的可能最佳方式就是

为人工智能立法)比如&未来生命研究院提出!确保
?O

有益于人类社会"&美国计算机协会发布算法透明

和可责性七项原则&德国提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车伦理原则&韩国国会提出3机器人基本法案4和
OTTT

发

布3人工智能设计的伦理准则#第二版$4&等等)当然&为人工智能立法的最好办法就是在设计过程中!嵌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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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伦理规则&保证人工智能不断遵守伦理规则而为人类服务)段伟文认为&应该进行!探讨伦理嵌入的

机器伦理研究"&!不仅是人工智能的设计者'控制者和使用者应该遵守特定的伦理规范&而且还需要将特

定伦理规范编程到机器人自身的系统中去)"

*

"@

+这样&就能够通过!嵌入"伦理规则促进人工智能成长而

培育出具有道德判断能力的可能&使人工智能成为道德智能体)

如果能够通过!嵌入"伦理规则而不断实现人工智能的伦理化&那么必将对我们的生存产生积极效

果)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应该为人工智能!嵌入"怎样的伦理规则)伦理规则和理性一样具有相对性&

伦理规则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伦理规则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同样不可避免)就伦理规则之间的冲突而

言&我们对伦理规则背后的基本伦理理念的理解仍然存在激烈的冲突&不同的理解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甚

至相互矛盾的伦理规则)人工智能在遵循这些伦理规则时必然会处于两难的悖论境地)比如&如果!嵌

入"以人为中心的功利主义规则&那么首先就必须回答什么功利'什么是功利最大化和伤害最小化'功利

到底如何计算&等等)如果在这些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之前就将其中的伦理规则!嵌入"人工智能&那么它

们能一以贯之吗2

另外&伦理规则一旦制定出来就意味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适用)那么将伦理规

则!嵌入"人工智能之后&它们是否也会像我们一样&会出现一旦产生具体冲突该如何遵循的困境2 比如

现在人们普遍思考的无人驾驶)当无人驾驶汽车在面对不可避免的车祸的时候&到底是优先保护车上的

人还是车外的人2 即人工智能是否也像人类一样在普遍与特殊之间的矛盾中不能自拔2 如果出现这样

的状况&估计人工智能除了!死机"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这就表明&人工智能很难将我们!嵌入"的

伦理规则真正贯彻到底)

因此&一个具有人类意识的人工智能如果不能像我们一样严格遵守相应的伦理规则&肯定是可怕的,

但是当我们在思考如何将伦理规则!嵌入"人工智能而使其伦理化的时候&却发现我们不知道应该!嵌入"

什么样的具体伦理规则,如果真的!嵌入"&人工智能必然会像我们一样陷入普遍与特殊之间的矛盾中)

八$是人工智能越来越友好%还是越来越邪恶&

既然!奇点"的到来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并且我们通过赋予人工智能以人类特有的

理性和!嵌入"伦理规则都难以实现人工智能不断服务于人类&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思考一个十分紧迫的问

题&人工智能到底是越来越友好还是越来越邪恶2 当然&如果从技术中立的角度来思考&人工智能肯定是

既不好也不坏)但是技术中立性的观点已经不再适用于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不再像过去的技术一

样呈现出死的技术产品&而是有意识且能够自我繁衍的新生命体)它的好与坏直接决定了在!奇点"来临

之后&我们的生存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我们的生存与人工智能的好与坏产生了共进退的局面)但

是&我们还是希望人工智能越来越友好)从人类产生至今的历史&我们完全有理由保持乐观的态度)世

界只能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坏&就像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历次科技革命一样&在革命的前期与中期人类

总是会产生各式各样的悲观情绪&而在革命之后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突然发现每次科技革命都给我们

带来了发展与进步)因此&可能现在我们对人工智能充满着各种担忧&相信一旦真正实现了!奇点"&完全

有可能是另外一番欣欣向荣)

但是历史的乐观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于!奇点"就可以保持十足的乐观&毕竟以往的科技革命都是我们

控制下的技术进步&而!奇点"来临之后&人工智能将成为与我们并列站在客观世界面前的一个新物种&特

别是!智能爆炸"&意味着我们的地位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人工智能的过于强大很难使我们与之进行难

分高下的竞争&结果只能是我们的生存越来越人工智能化&而不是人工智能越来越人性化&我们可能要不

断地依附于人工智能这个新物种)当我们的生存越来越人工智能化&我们的生存也会走向无意义化&显

得一切都不如委托给人工智能)因为这样&我们听命于人工智能的决策而形成行为就不用承担任何伦理

(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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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责任&!无为"地生存下去可能是更好的生存)

当然&面对强大的人工智能&如果我们能够!无为"地生存下去&也不失为一种较好的生存&反正我们

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好好地生存下去)但是想要与人工智能保持相安无事地和平相处也有一定的

困难)关键是人工智能可能具有我们的意识与理性&可能也正在践行着一整套独特伦理规则)它们的意

识'理性和伦理规则能够和人类的和平相处吗2 如果不能&我们就不要希望获得任何一方净土)其实我

们现在思考人机共存环境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鉴于技术具有中立性的原因)因此&人工智能不会主动

出击)但是人工智能不会是完全中立的&毕竟它们是具有意识和理性的新生命体&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与

人工智能在环境资源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只要有冲突&哪怕是很小的冲突&谁都不能保证人工

智能不会主动出击)赫拉利就曾悲观地预言-!一旦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可能就会直接消灭人类)人

工智能这么做的理由&一是可能担心人类反扑'拔掉它的插头&二是要追求某种我们现在还难以想象的目

标)"

*

@

+

!DE如果这样的情况一旦发生&我们人类的生存就难以为继)因此&谁能保证人工智能不会越来越

坏呢2

因此&与以往的科技革命相比&!奇点"的到来只能导致人工智能在智能方面越来越超越人类&越来越

失去人类的控制&甚至最终取代人类)这样的结果就是人类特有的主体地位必将完全为人工智能所取

代)如果人工智能一旦与人类发生冲突&人类的命运就难以想象&人工智能就是邪恶的)

结束语!构建人工智能的责任伦理体系

综上所述&为了保证我们能够在
!#EM

年之后生存得越来越好&有必要现在未雨绸缪地采取措施&即

担负起未来的责任)库兹韦尔指出-!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在奔向奇点的道路上&与走向奇点的可能一样&

我们也很可能会走向岔路&造成令人担忧的后果)"

*

"

+

!!M现在看来&能否使未来的人工智能越来越友好&关

键在于我们自己)因此&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促使人工智能越来越友好'越来越能够促进我们的生存)从

责任伦理角度思考&这个责任与义务可能就是要求我们&从现在开始要逐渐构建起人工智能的责任伦理

体系&负责任地研究'开发和运用)对人工智能担负起全面的责任&这既是我们对人工智能担负起全面责

任&实质上也是我们对自己担负起全面的责任&从而实现人工智能也能够担负起全面的责任#如果人工智

能真的能够成为继人类之后的新的有意识的生命体$)唯有如此&人工智能才能真正不断地服务于我们)

正如现在我们面临的诸种生态危机一样&由于一开始没有对地球上的有生命和没有生命的存在物承担起

应有的责任&导致我们现在处于各式各样的危机之中&直接威胁着人类的正常生存)如果我们一开始就

承担起了应有的责任&诸种生态危机或许根本就不存在)也正因为一开始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导致

我们现在不得不承担更大'更多'更沉重的责任)我们现在研究'开发和利用人工智能又何尝不是如此

呢2 因此&我们现在构建人工智能的责任伦理体系已势在必行&只有在研究'开发和利用人工智能的过程

中不断承担起相应的伦理责任&才能在未来的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实现责权利的统一&最终促使人工智

能不断为人类服务)不仅要负责任地研究'开发和利用人工智能&还必须使人工智能不断地成为我们的

创造和作品,不仅要负责任地构建良好的人机关系&还必须实现在人类主导下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和平共

处,不仅要现在承担相应的伦理责任&还必须未雨绸缪地承担起未来的伦理责任,不仅要负责任地不断促

进人工智能为人类服务&还必须在此基础上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总之&我们必须负责任地

研究'开发和利用人工智能&不仅要承担好现在的责任&更应该面向未来而勇于承担未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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