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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的出现为传统统计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对大规模数据分析和预测、数据挖掘、改进统计

模型的性能和效率等方面进行拓展，但同时也产生了用户客体化、“信息茧房”、个人隐私侵犯、数据

偏见和决策定责等一系列伦理问题。因此，本文以统计学回归过程的思想为切入视角，阐述人工智能的

本质逻辑，指出了人工智能所给出结果具备统计意义，对人工智能与统计学相结合所产生广泛的应用进

行全面分析，并结合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伦理风险进行描述，探索出目标关注用户数字福祉、从二元过渡

到三元结构等协同治理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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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
ditional statistics, expanding its scope in areas such as large-scale data analysis and prediction, data 
mining, and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and efficiency of statistical models. However, it has also 
given rise to a series of ethical issues, including user objectification, information silos, infringement 
of personal privacy, data biases, and accountability for decision-making. Therefore,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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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ought process in statistical regression to elucidate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highlights that the results produc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s-
ses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he article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extensive appli-
cations resulting from the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statistics. Additionally, it de-
scribes the ethical risks associated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explores new approaches to ad-
dress these risks, focusing on enhancing users’ digital well-being and transitioning from a binary 
to a ternary governanc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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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统计学角度阐述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是指一种使机器能够模拟和执行人类智能任务的科学与技术。它涉及了对计算机系统赋予

智能的研究和开发，使其能够感知环境、理解和处理信息、学习和适应、推理和决策等。目标是使计算

机系统能够执行类似于人类智能的任务，如语言理解和处理、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专家系统、机

器学习、推荐系统等[1]。人工智能的发展领域包括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

机器人技术等。通过模拟和实现人类智能的特征和功能，人工智能有望为社会和各个领域带来广泛的影

响和应用，包括自动驾驶、医疗诊断、智能助理、智能制造等。 
人工智能有很多不同的类型，但有一个共同点：需要海量的数据进行训练以达到既定的效度。训练

的目的是为了得到程序当中各种权重与偏置，因此，这个训练过程也被称之为人工智能的学习过程。人

工智能有很多算法，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 
 

 
Figure 1. Neural Network Model 
图 1. 神经网络模型 

 
人工神经网络如图 1 所示，图中是一个包含 H 层的前馈神经网络，箭头实线表示加权连接的数值传

递关系， , ,i j kw 表示第 i 层的第 j 个神经元与前一层的第 k 个神经元之间的权值系数，i，j 分别表示神经网

络的层数和第 i 层中的神经元索引， { }, 1,2, ,i j M∈  ， ,i jb 表示第 i 层的第 j 个神经元的偏置，于是第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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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第 j 个神经元的输出 ,i jy 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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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 f(·)表示激活函数，它将输入进行非线性转换。神经网络的性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参数的设

置和优化，即偏置 ,i jb 和连接权值 , ,i j kw ，决定了网络的拟合能力和学习能力。通过调整这些参数，神经

网络可以学习从输入到输出之间的复杂映射关系，从而实现任务的解决和知识的表示，优化这些参数是

神经网络训练的关键过程，通常使用反向传播算法等方法来调整参数以最小化损失函数，以使网络的预

测更准确。 
这种运算形式类似于生物体大脑神经组织的运作，所以很多文献倾向于从生物学的角度来阐述或者

理解人工智能运作过程，但实际上，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待会有更加独特的理解：人工智能模型当中求

解权重系数的过程本质上是数理回归过程，只不过是回归模型中的特殊形式而言。比如，利用统计学中

线性回归的知识，当我们对人工智能模型输入相关数据进行训练时，实际上是对函数 Y(x)的观测值输入，

通过海量的观测值进行回归分析，无限对函数 Y(x)进行逼近。由于函数 Y(x)的理论取值范围及空间趋近

于无穷大，实际操作中通过输入数据来实现全覆盖是不可能事件，因此，人工智能的训练集要求具备真

实性和代表性，才能确保利用有限的样本空间所拟合的函数以很高的概率接近真实值。当函数的维度越

来越复杂时，即自变量和因变量的个数越来越庞大，就需要借助机器帮助完成。 
综上所述，如果从统计学中回归的思想上出发，其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

所以，人工智能与统计学相结合时，往往依赖智能算法等平台实现数据的回归建模任务。 

2. 人工智能在统计学的应用 

统计学擅长数字特征的提取和描述，而人工智能专注于符号的处理，这两者的结合将对传统统计学

领域产生深远影响。人工智能在统计学中的应用不仅能够扩展统计学方法的应用范围，还能够提供更强

大的分析能力和决策支持[2]。 
首先，人工智能在大规模数据分析和预测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和统计模型，人

工智能能够从海量的数据中发现隐藏的信息和关联性，从而提供更准确的预测和决策支持。比如在金融

风险评估方面，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分析大量的市场数据和经济指标，识别潜在的风险因素，并为投资决

策提供可靠的依据。其次，人工智能在数据挖掘方面为统计学家发现有价值的信息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

法。比如在市场调研和客户关系管理等方面，人工智能可以分析大规模的数据集，识别出数据中的规律

和趋势，并提取出对于业务决策有用的特征。这有助于统计学家更好地理解和解释数据，并为相关领域

的决策提供支持。最后，人工智能的优化算法和自动化方法可以改进统计模型的性能和效率。在统计学

中的实验设计、参数估计和模型选择等问题中，人工智能可以应用遗传算法、模拟退火算法等优化技术，

自动搜索最佳参数配置，从而提高模型的拟合能力和泛化能力，这样的方法可以加速统计分析的过程，

并帮助统计学家更好地利用数据进行推断和预测。 
下面举一个利用神经网络方法进行解决实际问题的例子。数据来源于哈佛-哈斯金斯定时语音数据库、

麦吉尔大学电信与信号处理实验室(TSP)语音数据库主页、VoxForge 语音语料库主页、卡内基梅隆大学的

FestvoxCMU_ARCTIC 语音数据库。该数据是为了根据声音和语音的声学特性将声音识别为男性或女性，

由 3168 个从男性和女性说话者组成录制的语音样本，使用 seewave 和 tuneR 软件包在 R 中进行声学分析

进行预处理，分析频率范围为 0 hz~280 hz (人类声音范围)。数据集共有 21 个变量，且最后一行为二分类

目标变量，如表 1 所示，测量每个声音的以下声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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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ata metrics 
表 1. 数据指标 

变量名 解释 
meanfreq 平均频率(以千赫为单位) 

SD 频率的标准偏差 
median 中位数频率(以千赫为单位) 

Q25 第一分位数(以千赫为单位) 
Q75 第三个分位数(以千赫为单位) 
IQR 分位数间距(以千赫为单位) 
skew 偏度 
Kurt 峰度 

sp.ent 谱熵 
sfm 光谱平坦度 

mode 模式频率 
centroid 频率质心 

MeanFun 在声信号上测量的基频平均值 
Minfun 在声信号范围内测量的最小基频 
MaxFun 在声学信号范围内测量的最大基频 

meandom 在声学信号范围内测量的主频率平均值 
mindom 在声学信号上测量的最小主频率 
maxdom 在声学信号上测量的主导频率最大值 
dfrange 在声学信号范围内测量的主频率范围 
modindx 调制指数，计算方式为基频相邻测量值之间的累积绝对差除以频率范围 

label 男性或女性 
 
将数据集以 7:3 划分为训练集与测试集，将模型的隐藏层的层数设置为 10 层，神经元个数为 25 个，

学习率为 0.001，进行迭代，如图 2 所示，可以看出神经网络模型测试集准确率得分在经过 200 次迭代后

达到最高且趋于稳定收敛，为 95.8123%。 
 

 
Figure 2. Iteration accuracy chart 
图 2. 迭代准确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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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人工智能的出现对传统的统计学应用进行了拓展，为统计学方法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人工智能在统计学中的应用使得数据分析更加准确和高效，帮助我们从海量的数据中挖掘有价值的信息，

以支持决策和解决实际问题。然而，在应用人工智能的过程中，也需要重视伦理和道德问题，确保数据

的隐私和公正性，避免偏见和歧视的影响。 

3. 人工智能的伦理危机 

人工智能以其独特的运算逻辑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尤其是 ChatGPT 这种现象级的产品，给人带

来便利的同时，还反客为主地对人实现支配关系，甚至使人成为“奴仆”。学者马长山认为：“谁掌握

了数据，谁就掌握了财富和资本；谁掌握了算法，就掌握了话语权和规制权[3]。”这种极其隐蔽的算法

权力如果使用不正确往往会给人带来系统性的灾难后果，剥夺人的主体地位，侵犯公民隐私等基本权利

[4]，引发一系列伦理道德危机。 
人工智能会对以幸福、权力优先的现代社会伦理带来巨大挑战。现代社会的方法论要求以人为本为

指导原则，将人民幸福作为基本出发点，而人工智能却以目的性为先导，为实现既定目的而“绞尽脑汁”。

如果不改变算法目标，这将会产生巨大矛盾，任其野蛮生长或许会导致机器取而代之。首先，人工智能

算法会导致人客体化。在智能算法中，个人逐步被一串串冰冷的数据所标识和计算，在进行数据处理和

整合的过程中，人工智能将各种自动化区分标准排列组合，并赋予其相对应的含义。而个人一旦进入“数

据化时代”，就成为被智能算法所定义和计算的对象，这种算法权力的出发点并不是从主体的角度，而

是从可以计算和预测识别的客体角度来运作的。其次，人工智能算法容易将人封闭在“信息茧房”当中。

“信息茧房”概念是由桑坦斯[5]提出的，他认为在互联网信息化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数

据量的激增，任何人都能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并为自己量身打造一份个人日报，但是，这种信息获

取会使得“信息茧房”的发生。智能算法推送或者传达的信息将会对人们的思想及观念行为产生潜移默

化地影响，导致个人只关注自我选择或者取悦自己的信息，减少对其他信息的获取，时间一长，就会像

蚕一样把自己封闭在蛹中，失去了与外界的接触，不利于个人观念的更新与发展。最后，人工智能算法

在思维与语言上接近人类。思维与语言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最主要原因。有学者认为，语言具备自

身形成的规则，并且在系统内部具备加以表达和解释的能力，这种特性就决定语言具备构造世界的潜力，

而智能算法模拟了生物大脑中真实连接和处理信息的神经元结构[6]，改变了物理中的命令式直接表达，

从而在语言与思维层面越来越接近于人类，同样也具备了能够威胁人的主体地位的能力。 

人工智能与统计学的结合同样会带来一系列伦理道德风险。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在军事应用，特

别是在战争中，也会面临着此类问题。战争代表了解决人类矛盾冲突的最激烈方式，由于存在众多不确

定因素，所提出的作战方案最终的实施结果也具有一定的概率性。某个方案的获胜概率为 A%，失败概

率为 B%，如果某作战方案从统计学角度出发，被给予了有 90%的成功概率，您是否会选择采用这个方

案呢？此时，您可能会反问人工智能需要解释为什么这个作战方案的获胜概率是 90%。人工智能的回答

可能是：这是通过大量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您对这个回答可能不太满意，1/10 的概率会失败，

而失败的代价就是付出生命，可生命仅此一次，因此在是否采用这个方案进行作战时，内心可能会感到

不安。 
当人工智能系统在统计学中应用于决策制定时，如何确定责任和决策权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如果

出现错误、不公平或不良后果，谁来承担责任和如何解决成为需要解决的伦理问题。为了应对这些道德

伦理风险，需要在统计学领域建立伦理准则和规范，确保数据的合法使用和隐私保护。同时，加强对算

法的审查和监管，提高模型的透明度和解释性，以便能够理解和验证其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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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解决路径 

为了减少人工智能在统计学领域的道德伦理风险，我们应该加强对算法的运行机制原则制定得更加

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及进行严格审查和监管，并确保其公平性和可行性。具体的实现路径如下： 

4.1. 关注用户数字福祉 

由于受到目标主导的支配，智能算法的设计开发者将注意主要集中在迎合用户身上，而这将导致使

用者锁定在“信息茧房”之中，从而忽略用户数字福祉。数字福祉主要包括每个人都能享受到信息技术

红利以及最大限度使用技术而减少个人不利影响两方面[7]。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应当强调智能算

法的依据原则遵循用户数字福祉，将其融入产品和相关服务当中，给用户带来正向效应。运用透明性原

则规制算法权力，揭示“黑箱操作”，提高“用户数字福祉”，透明性原则的运用越来越受欢迎，因为

这个原则可以填补决策者与普通人之间的所谓“数字鸿沟”，防止信息不对称导致技术强势方压制技术

劣势方，从而在大数据时代产生精英统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认为，将信息交给消费者，能够提高他

们做出合理购买决策的能力，这是我们经济体系的基本原则，对于经济的有效运转，这是绝对必要的。

因此，美国政府积极倡导和强调算法透明度的重要性。例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技术研究和调查办公

室强调了算法透明度的重要性，并向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的消费者保护调查员和律师提供有关算法透明

度的培训和专业技术知识[8]。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 算法源代码的开放性和透明性。2) 披露用于做出

相关算法决策的输入和输出过程。3) 确保被决策对象充分了解并认同算法的合理性。这些措施旨在确保

算法的决策过程更加可理解和可审查，以促进更公平和透明的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 

4.2. 过渡到三元结构 

传统的法律规则强调以国家自主性为核心和排除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犯的二元结构[9]，试图建立以

结果责任为核心的事后监管和以个人为中心的权利救济模式，但是在将算法技术嵌入到更为隐蔽的社会

中时，效果并不显著。这时，需要我们建立以“政府–平台–用户”，即“公权力–社会权利–私权利”

的三元结构。平台将产品与服务提供给政府和用户的同时，会受到用户的反馈和监督及政府的监管与处

罚，而且这种参与实行的深度与效度要远超过二元结构。人工智能算法已经塑造了一个信息社会，信息

已成为权力的核心，形成了一种信息权力，对以科层为核心运作机制的政府权力产生了制约和影响，实

际上改变了政府权力的运行方式以及人们对权力的看法。算法平台拥有一系列私人权利，如财产权、经

营权和知识产权，这些权利在信息和技术优势的背景下可能演化成一种“准公共权力”[10]。与过去商业

时代的垄断企业不同，这些算法平台不再局限于某一领域或行业的巨头，而是拥有超强的覆盖面和渗透

力，成为全方位的“霸主”。它们不再仅限于以经济为目标的经营管理，而是通过制定平台“游戏规则”、

处理平台纠纷以及行使平台监管权等，拥有了一系列的特权[11]。在算法规制的过程中，政府要实现合作

性治理需要借助算法平台和人工智能专家的技术和信息优势，因此，他们不仅仅是政府监管的对象，还

是国家政策的参与者、执行者和制定者，政府有关算法规制法律的制定和执行都需要他们积极参与，构

成了一种多元化的治理模式。 

5. 结论 

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一种统计回归模型的特殊形式，然而，人工智能在统计学中的应用不仅扩展了统

计方法的范围，还提供了更强大的分析能力和决策支持。例如，它允许分析大量的市场数据和经济指标，

识别潜在的风险因素，并为投资决策提供可靠的基础。在数据挖掘领域，它为统计学家利用神经网络提

供了发现有价值信息的新工具和方法，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解释数据，并为相关领域的决策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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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算法权力的滥用往往会导致系统性的灾难后果，剥夺个体的主权，侵犯基本权利如隐私，并引发一系

列伦理问题，包括用户客体化、信息孤立、数据偏见和决策问责。因此，迫切需要加强对算法的运行原

则的制定，以符合社会发展和用户福祉的要求，同时，在法律框架内应从二元治理结构过渡到三元结构，

即“公共权力–社会权利–个人权利”，将算法平台纳入监管体系中，建立多元化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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