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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在不断发展，但也给人类带来了许多挑战，其中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的误用和滥用，以及导致人

类新的异化。因此，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科技观、通过完善人工智能相关法律科学合理地使用智能

产品、尊重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让人工智能在健康的轨道上运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人

工智能带来的挑战，让其为人类的发展和福祉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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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constantly evolving, but it also brings many challenges to humanity, in-
cluding the misuse and abuse of AI technology, as well as leading to new alienations of humanity. 
Therefore,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Marxist view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se intelligent prod-
ucts scientifically and rationally by improv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related laws, respect nature 
rather than conquering nature, and le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un on a healthy track.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better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of mankind.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5144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5144
https://www.hanspub.org/


王慧轲，刘妤 
 

 

DOI: 10.12677/acpp.2023.125144 842 哲学进展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issimilation, Marx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自从 1956 年达特茅斯会议上提出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英文缩写为 AI)以来，它一直备受

人类关注。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屡次突破人们原先认为无法达到的极限。例如，1997
年 IBM 的“深蓝”计算机首次在国际象棋比赛中击败人类，IBM 人工智能机器人“沃森”赢得智力竞赛

《危险边缘》(Jeopardy)，2016 年“阿尔法狗”在围棋大战中战胜人类，2019 年“AI 赌神”Pluribus 在德

州扑克中碾压人类玩家，从元宇宙的提出到 ChatGPT 的广泛应用等等。这让人们不得不反思，人工智能

是否会超越人类自身而存在？未来归属于人工智能还是人类？尽管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了积极影响，但

同时对人类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人工智能技术的误用和滥用对人类隐私、思维方式、行为模式造

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导致人的新异化表现形式。因此，我们需要审慎对待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 

2. 人工智能技术的误用和滥用 

用户隐私泄露风险。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的隐私应该得到更好的保

护，但实际上却经常遭受泄露。人工智能技术获取隐私数据和人类行为的能力特别强大，一些人甚至会

将获取到的隐私数据出售以谋求个人利益。此外，我们生活中处处可见的监控摄像头也在不断搜集着我

们的信息，这些信息经过智能设备的加工处理，可能会被某些人用于获取有用的信息。当人工智能与大

数据深度融合，在我们浏览网页、购物界面以及当下非常流行的软件抖音时，它们通过挖掘个人的数据，

根据个人的喜好来进行精准推送，进一步侵犯了人类的隐私。 
智能算法束缚着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智能算法在平台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通过理性

的规则设计和工作流程管理取代了传统的人力监管手段。这使得原有的劳资关系矛盾转移到了“技术–

劳动”的实践层面。[1]例如，外卖行业中的外卖平台经济就是依靠智能算法的应用实现的，算法连接了

远程数据服务平台、外卖员、电瓶车等基础设施，成为了外卖行业得以实现的重要媒介。在送餐的过程

中，外卖员必须严格遵守算法所分配的订单，按照智能算法推荐的路线和限定的时间完成派送。虽然算

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配送效率，但是它的时间限制和路线选择并不能根据现实条件的变化而灵活调

整。外卖员在送餐的过程中受到平台、商家和消费者的三重监控，如果没有按照系统预测的时间送达可

能会遭到消费者的投诉或差评，进而影响商家的声誉，甚至遭到平台的罚款等。因此，外卖员在接单到

完成送单的整个过程中都受到智能算法的束缚，缺乏自主性。与外卖行业类似，网约车、家政服务、同

城快递等行业也面临着智能算法所带来的限制和束缚。 
人工智能技术失控的风险。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量，正在深刻改变着世

界。尤其在军事领域，随着无人轰炸机、隐形战斗机、机器狗等先进攻击性武器的出现，人工智能的强

大赋能作用已经开始显露。各国纷纷布局，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方面的应用。然而，一些国家将人

工智能军事化作为维护霸权地位的工具，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企图人为设置科技壁垒阻挠别国发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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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当使用可能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人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可以

为人类带来诸多便利和优势，但其自主性也给人类带来了风险。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能会超越

人类的控制而独立存在，威胁人类的主体性。这种情况下，人类对技术的依赖不断增强，从而可能造成

不同程度的异化。因此，我们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避免人工智能技术失控带来的风

险。同时，我们也应该加强人类自身的素质和智慧，以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和问题。 

3. 人工智能导致人的异化 

人工智能的初衷是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但是现阶段我们必须承认，人工智能给人类带来了一些负

面影响。首先，人工智能的出现可能导致人类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弱化，因为人们倾向于依赖机器来处理

任务，而不是自己动手解决问题。其次，人工智能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可能导致人类逐渐

变得与自然环境疏离。此外，人工智能的普及也可能导致人类社会中人际交往的异化。最后，人工智能

对生态环境也提出了挑战，因为它需要大量能源和资源来支持其运行。虽然人工智能带来了一些消极影

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潜在贡献，并积极探索如何利用其优势，来应对上述问题。 
1) 人思维与实践能力的弱化 
人工智能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智能设备给人类带来了便利，但同

时也让人类对其依赖性显著增强。这种依赖性对人类的思维和实践能力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先，

人工智能的出现以类人为出发点，超强的学习能力在很多领域完全可以替代人类的思维，人类在计算、

辅助工具等方面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减少了人类自身的思维训练，使人们失去了一些锻炼自身思维的机

会，从而导致思维能力的弱化。其次，人通过实践活动与客观世界发生着关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

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但是，智能化办公和教育等应用的流行，减少了人类的动手实践能力，出现了“提

笔忘字”的现象，甚至有人将 ChatGPT 等智能工具用于撰写学术论文、修改代码等需要思考与实践的任

务，这也减少了人类实践能力的锻炼。尽管人工智能带来了便利，但过度依赖人工智能也可能导致人类

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弱化。我们需要在利用人工智能的同时，积极锻炼和发挥自身的思维和实践能力，以

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2) 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异化 
随着世界的物质化不断提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更加智能化和便捷化。尽管人工智能解放了人类的

体力劳动，但智能生产设备仍然需要特定的程序进行精确控制，并不会离开人类而独立存在。因此，人

类已经成为了生产环节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服务于智能设备成为机器的附庸。此外，每年智能设备

发生事故的数量也是异常惊人的，这些事故对人类造成直接的伤害，这些伤害可能是由于操作者操作不

当或智能设备本身存在技术故障等原因造成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与智能设备的主体地位已经本末倒置，

人不再是离不开智能设备的生产要素，而是离不开智能设备。例如，离开手机后，一些人可能会感到无

所适从，甚至因为手机没电而感到焦虑，这种依赖感会让人感到缺乏安全感。人类已经陷入了这种异化

中，越陷越深。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智能设备的电磁波网络辐射对人体不同部位造成了不同程度的

伤害，智能设备的普及也导致人的近视率不断加深。这些都是人工智能对人类生产生活造成的危机。 
3) 人类交往异化 
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它正在重新定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虽然网络交往具有便捷、隐蔽、

虚拟等特点，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看似更为频繁、紧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给现实交往带来了障碍。

传统的面对面交往模式可以使人们通过生动、现实、丰富的方式感知对方的情绪和行为，而现在人们更

倾向于把自己封闭在虚拟世界中，人类生动的语言和表情被机器转化为二进制代码，现实中传递的信息

被符号化和数字化。这些数字化信息如何理解人类的情感和表达？它们如何完整地展示人类复杂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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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虚拟世界的交往方式会使人类在现实世界的交往中受到阻碍，降低人类感知外界的能力。 
尽管互联网为人类提供了便利的交往途径，但虚拟交往的比例正在逐渐超过现实交往，导致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化。在聚会时，人们先拍照发朋友圈、打卡，然后低头玩手机，这种现象令人深思。

表面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次数似乎增多了，但实际上，人们变得越来越冷漠，更愿意面对屏幕输入无

情的符号，而不是与身边的人进行真诚、坦率的交流。尽管人工智能技术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

但却扩大了人与人之间心灵的距离。 
4) 人工智能对生态环境提出了挑战 
自然在人类之前存在，而人类作为有思想的高级动物，既要认识自然，又要改造自然。然而，这种

改造往往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水、空气、土地受到污染，沙漠化和森林砍伐等问题也日益严重。

此外，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广泛应用也加重了环境负担。 
首先，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破坏自然的媒介，它可以作为使用工具，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然而，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人工智能可以为保护自然创造更优越的条件，但在利益驱动下也可能变为伤害

自然的工具。例如，人工智能被应用于矿产资源开采，过度开采可能会导致大气污染、臭氧层破坏、地

面塌陷等后果；人工智能也被应用于军事领域，大杀伤力武器爆炸后产生的冲击波、对人体的辐射和放

射性等都会带来危害。 
其次，智能电子产品产生的垃圾对生态平衡和人体健康都带来危害。随着电子产品的生产和广泛使

用，电子垃圾也不断增加。联合国发布的《2020 年全球电子废物检测》报告指出，电子废弃物是全球增

长最快的家庭垃圾之一，2019 年全球产生的电子废物总量创历史新高，达到了 5360 万公吨，仅仅五年

内就增长了 21%，预计到 2030 年将增长到 7470 万公吨。[2]电子产品中含有汞、铅等剧毒物质，但目前

尚未形成成熟的回收再使用系统。当这些废弃物被填埋或者被焚烧时，其中的重金属会渗入土壤，进入

河流和地下水，从而危害土壤和地下水的质量，进而影响人类的身体健康。 

4. 人工智能对人的异化风险治理路径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许多潜在的负面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导致人的新异化的出现。如果我们

任由人工智能自由发展而不进行管制和控制，可能会导致我们在未来不可预测的时间被人工智能所控制。

因此，我们需要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有针对性地制定应对措施，以确保我们的主体性和自主

性不受到损害。 
1) 坚持马克思主义科技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是生产过程中独立的要素，科学技术则是生产力系统中的动因力量。马克思

明确指出，“科学是一种生产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并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

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既是观念的财富，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类

生产力发展即财富的发展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3]在历史长河中，人类不断认识客观世界并改造客

观世界，创造出各式各样的工具，从最简单的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再到历次工业革命中的现代化工具，

科学技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并不断推动着人类去认识和改造世界。科学技术是人的创造物，是人

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手段和工具。在未来，无论科学技术多发达、智能设备多成熟，我们都应该坚

持马克思科技观，科技终究是客体，客体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的对象，最终是为人类发展服务的。因此，

我们应坚持科技服务于人、科技为人的原则。 
2) 完善人工智能相关法律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对社会和个人都带来了重大影响。虽然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但与

之相匹配的法律却是凤毛麟角，这迫切需要相关的法律制度来规范人工智能存在的主要风险，尤其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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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隐私、数据安全以及算法公平问题。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受限于道德影响，

但道德情感的感化并不能保证人工智能技术一定会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此外，道德舆论的影响力也并非

具有强制性，因此需要通过法律法规来加以约束。与此同时，为了促进人工智能领域的合理、安全、正

确发展，我们需要加快相关立法进程。 
我国向来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主张秉持负责任的态度，统筹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风险

防范，推动构建人工智能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自 2019 年以来，中国相继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

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等文件，明确了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行

动指南。然而，隐私数据泄露、算法不公平、人工智能失控的风险等问题需要通过立法来进行管控。当

前，现有的法律条文并不足以约束人工智能领域，因此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的立法任重而道远。通过加强

法律约束，我们可以确保人工智能朝着合理、安全、正确的方向前进。 
3) 科学合理使用智能产品 
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人工智能在蓬勃发展，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然而，正确、合理、科学地使用

人工智能产品至关重要。首先，为确保人工智能产品安全使用，应在投入使用前进行充分测试，并通过

多种渠道普及相关知识，为使用者提供详尽的操作指南、注意事项、故障排除等信息，并进行相关培训。

其次，应减少对智能产品的过度依赖，更好地发挥其在生产和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应以人为中心，而不

是以机器为中心，避免在网络上花费过多时间，减少可能对身体和心理健康造成的不必要伤害。建议多

与线下朋友交往，减少在虚拟网络中交友，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4) 尊重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天更蓝、水更绿、环境优

美、生态优良才符合未来中国发展的内在逻辑，也符合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般规律。人工智能技术

是人类反复实践、不断总结开发出来的成果，然而，人工智能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归根结底是人类未能清

醒地认识到自然环境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在建设美丽中国的道路上，我们必须转变思维

模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要科学妥当地处理保护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创造更多环

境保护的人工智能产品，加强环境监测，妥善处理电子产品垃圾，科学制定电子产品垃圾处置方式，加

快构建电子垃圾产品回收利用平台，减少对人类身体健康的危害。我们必须在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上转

变思维模式，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社会、环境三者的共同发展。 

5. 结语 

武器的批判不能被批判的武器所代替。我们已经看到人工智能加速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我们也必

须清醒地认识到它所带来的许多负面影响。我们应该坚持科技服务于人的理念，加速人工智能相关法规

的制定，确保人工智能在人类可控的范围内合理运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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