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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之声

“智能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

专有特征，特别是认知能力。我们可以

接受机器在感知能力方面超越人类，但

对机器认知智能的研发，需要高度审

慎。从科技伦理的视角来看，我们为什

么要造出一个替代我们认知的东西？”

近日，在以“跨越边界的科技伦理”

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科技伦理高峰论坛

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梅宏

直指当前数字技术面临的伦理挑战。

从智能制造到智慧城市，从医疗

健康到金融服务，当前大语言模型火

爆，人工智能（AI）风头正盛。梅宏认

为，在 AI 热潮中，泡沫太大，仍处于技

术成熟度曲线的高峰阶段，喧嚣埋没

理性，需要一个冷静期。

“手机读不到有价值的内容”

从脸书公司（Facebook）数据泄露

到大模型生成内容引发侵权纠纷和虚

假信息传播，数字技术在为人类社会

经济发展带来益处的同时，也带来了

数据隐私保护、算法偏见、责任认定等

一系列伦理问题。

例如，就当前大语言模型的技术

路线而言，“黑盒”导致的不可解释性

是其最大“罩门”。如果不加任何规制

而大量应用，可能导致人类知识体系

面临严峻挑战。训练语料的质量缺陷、

概率统计的内生误差等因素会导致大

模型产生幻觉，生成错误内容；再加上

人为干预诱导，极易生成虚假内容。

“通过算法，平台可以个性化推送

内容，但也可能形成用户的信息茧房。

我最近最大的困扰就是拿着手机却读

不到想读的有价值的内容。”梅宏表

示，目前几乎大部分网络平台都在 AI

算法和大数据驱动下运营，这就带来

对算法和数据应用的有效监管问题，

这些亟待通过建立完善的治理体系加

以解决。当涉及平台跨境时，还需要有

相应的国际治理体系。

现实情况不尽如人意

当前，社会对“AI+”或“AI for

everything”（一切皆人工智能）抱有很高

的期望，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雷声隆隆，雨点并不大。”梅宏坦

言，“从当前的热潮中，我看到了太多

‘炒作’和‘非理性’导致的 AI‘过热’现

象，也对当前 AI 发展技术路径多样性

的欠缺产生了一些担忧。”

“大语言模型的成功依赖于人类

长时间积累的庞大语料库，文生视频

的成功也依赖于互联网上存在的海量

视频。然而，其他行业的数据积累尚未

达到这个量级。获取全数据，关键要跨

越足够的时间尺度。”梅宏表示，AI 的

应用还需要经历一段时期的探索、磨

合和积累，才可能迎来繁荣。

“在我看来，AI当前的问题有 3个：

泡沫太大，仍处于技术成熟度曲线的高峰

阶段，喧嚣埋没理性，需要一个冷静期；以

偏概全，对成功个案不顾前提地放大、泛

化，过度承诺；期望过高，用户神化AI的预

期效果，提出难以实现的需求。”梅宏说。

面对 AI 技术发展及其应用的现

状，梅宏建议，在尚搞不清如何应用、

用到何处时，不妨先积累数据，“可采

尽采、能存尽存”。

没有跳出概率统计框架

那么，大语言模型能走向通用人

工智能吗？梅宏认为，从基本原理来

看，目前的大语言模型没有跳出概率

统计这个框架。

梅宏并不认为现在的 AI 有所谓

“意识”或者知识涌现能力。以大语言模

型为例，模型本身无法产生新的东西，其

生成的内容取决于对大量文本内容的统

计，如果某些内容反复出现，它们大概率

就会将之视为“合理存在”的内容。

“就这个意义而言，大模型可被视

为是由已有语料压缩而成的知识库，

生成结果的语义正确性高度依赖于数

据的空间广度、时间深度以及分布密

度，更高度依赖于数据的质量。”他提

到，学术界的研究更应关心大模型构

建过程的可重复性和可追溯性，尽可

能保证结果的可解释和可信任。

“大胆预测，作为压缩了人类已有的

可公开访问的绝大多数知识的基础模

型，大语言模型将像互联网一样走向开

源。全世界共同维护一个开放共享的基

础模型，尽力保证其与人类知识同步。”

梅宏说，“这也是自己的一种期望。”

调整伦理审查复核清单

“发明技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

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好，毫无疑问应该

充分考虑技术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梅

宏表示，在 AI快速发展的热潮中，需要

对可能的风险进行研判，并提醒科技工

作者时刻牢记科技向善、以人为本。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科技伦理

治理也应当跟上。梅宏强调，目前应当

完善科技伦理治理体制机制，明确数字

技术领域的治理重点和安全护栏，对数

字技术进行分级分类治理，同时建立健

全 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主动披

露标注制度，并开展相关技术研究。

那么，数字技术领域是否应该存

在研究禁区？梅宏认为，在基础研究阶

段一般不做限制，涉及对人的认知能

力调控、违背人的自由意志的研究应

列为禁区。在技术和产品应用阶段，要

根据具体场景及影响确定。

“例如大规模远程监控、自主决策的

社会评价体系、操纵个人意识和行为并造

成个体或他人身体或心理伤害的技术，以

及以超越或替代人的认知能力为目标的

AI技术研发，应当受到限制。”梅宏说。

同时他表示，数字技术领域的研

究禁区应该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适时

调整伦理审查的复核清单。

此外，他呼吁建立 AI生成内容的

披露标准机制，建立涵盖大模型开发

者、创作者、使用者的标注责任机制；

鼓励多条技术路线推进大模型生成内

容标注技术研发；完善大模型内容审

核制度规范和检测技术开发；推进相

关标准和规范制定并将之国际化。

梅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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