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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AI的运用带来了利弊两个方面的结果。探讨如何将AI运用在人类生活的各领域，特别是运用于现代电子

经济贸易，逐渐成为争议性话题。从经济哲学的基本思想出发，反思AI运用于现代电子经济贸易时存在

的问题，进一步分析AI在电子商务中的应用及其对市场效率与公平、劳动者与社会结构的潜在影响，可

以为更合理地运用AI以及由此带来的解决技术伦理问题提供思考方向。面对AI的广泛应用带来了数据隐

私、公平性与就业变革等伦理挑战，经济哲学的视角为我们思考AI的运用问题与可行性路径提供了诸多

思考方向：在推进技术创新的同时，应确保透明度、公平性的落实，以及法规适应性和道德规范的建立

与有效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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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se of AI has brought about both favorable and unfavorable results. It has gradually becom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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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versial topic to explore how to apply AI in various fields of human life, especially in modern 
e-economy and trade. Starting from the basic ideas of economic philosophy, reflecting on the prob-
lems that exist when AI is applied to modern e-economy and trade, and further analyzing the ap-
plication of AI in e-commerce and its potential impact on market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and on 
laborers and social structure, can provide a direction of thinking for a more rational application of 
AI and the resulting solution to the ethical problems of technology. In the face of the ethical chal-
lenges of data privacy, fairness and employment change brought about by the widespread applica-
tion of AI,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philosophy provides us with a number of directions for 
thinking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AI and the feasible path: while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
tion, we should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ransparency and fairness, as well as the establish-
ment and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adaptive and ethical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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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图灵测试以来的八十年，是计算机技术巨大变革的八十年，也是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遵循“理

解数据及从中学习，并利用知识实现特定目标和任务”目标极速发展的八十年。从 AI 概念的诞生到 AI
运用于人类生活，既可以将其划分为起步、反思、应用以及平稳四个阶段，亦可以理解为诞生期、上升、

衰退、突破以及重生期四个连续的时期[1]。最近兴起的“AI+模式”揭示了 AI 于人类生活而言的重要性，

表明了 AI 发展的最新成就，指出了未来 AI 发展的可行方向。在电子贸易中，AI+模式表现为 AI 与现代

电子经济、贸易的不断深入融合，并且正在促生更新的人工智能以及经济模式。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

规划”的发布表明：“AI+模式”可以为现代经济贸易提供新的动力与智力支持，可以成为我国“抓住信

息的最高点，增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契机[2]。虽然 AI 与贸易方式的结合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是

同时也暗涵了诸多技术与伦理、经济与文化、社会与个体之间的挑战。 
在经济哲学的视域下思考技术与经济的结合、思考数字经济与当代社会的发展、思考 AI 的应用与随

之而来的普遍且突出的伦理问题，这具有深刻的人文意义[3]。人工智能不仅是计算机科学、逻辑学、心

理学以及哲学等学科的综合体现，而且其中包含着不可忽略的人文主义要素[1]。从经济哲学的视角出发，

可以发现很多被忽略的伦理问题，也可以为 AI 这类新兴技术指明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路径。 

2. 经济哲学基础 

AI 的应用最先且突出的问题是劳动以及就业市场的颠覆性问题。机器生产的出现造成了劳动方式的

转换，这集中体现在由原本分散的劳动形式转变为集中的大生产模式，即“从劳动直接塑形和构序对象

的及物性创造活动，转换为远离劳作的纯粹塑形”[4]。这原本是解放人类劳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的有利契机，然而，随着机器化的生产与人的劳动之间的不平衡问题的日益凸显，机器化的生产也给人

带来了就业市场以及劳动市场日益严重的分裂，生产、工作与消费各环节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离[5]。英

国经济哲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价值是一种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人的劳动

不仅是各种经济问题的根本和基础问题，而且还构成了人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本环节。当今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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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形式与十七、十八世纪截然不同，技术手段在现今的经济贸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技术越

是发展，人与劳动便越分离，越是生产活动与人的劳动相分离，人就离实现自身价值越远，公平与正义

问题、技术与伦理问题就更为重要。按照凯恩斯(J. Maynard Keynes)的观点，传统贸易以及各项生产要素，

以劳动力的充分就业为实前提，贸易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便是人的劳动，即按照比较成本原理

(Comparative Costs)进行贸易，这样既有充分就业，又享分工之利。然而，随着 AI 的广泛应用，人类劳

动的缺失以及失业问题的愈发凸显成为了最难解决的问题。 
不过，从积极有益的方面来看，AI 在现代电子贸易中的应用越是全面和稳定，就越能促使劳动以及

就业的转型，科技进步已经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6] [7]。随

着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不仅经济的发展日益需要科学技术的智力支持，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也

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AI 等技术手段不仅可以“提升创业活跃度，从而赋能高质量发

展”[8]，而且也可以在传统商务向现代商务的转变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3. AI 在电子商务中的应用 

回顾 AI 发展期这短暂的三十年，不仅是社会生活大变革的三十年，而且是由传统贸易模式向现代电

子商务模式转型的三十几年。其中最明显的是线上贸易、数字经济的兴起，其中又以天猫、淘宝等一大

批在先电商表现得最为明显。从天猫平台 2009 年到 2019 年再到现在的数据不难看出，AI 在经济贸易中

的运用给诸多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的同时也促使着传统商务形式的转型。从 2009 年的 5000 万元销售

额到 2019 年的 2684 亿元销售额，短短十年间增长了 5300 多倍，这些都有赖于 AI 对于固定顾客群体的

数据分析并根据他们的兴趣推荐相对应的商品，节约了顾客的时间更节约了商家的经营成本。直到 2020
年这一数据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4982 亿元，不过随着其他平台的兴起，虽然 2021 至 2023 年增长缓慢，但

是仍然表明了将 AI 运用于经济贸易中的优势。不过集娱乐、带货为一体的短视频平台的兴起给天猫、京

东等一大批电商平台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从 2023 年双十一各平台的销售额占比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兴的

技术为现代电子贸易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与可能性途径。作为将人工智能融入现代电子商务的典型案例，

互联网购物平台以及短视频平台向我们体现了 AI 在电子商务运用场景中的诸多益处。 
在 AI 与现代电子商务的深度融合中，个性化推荐不仅是一大特色，更是一大优势。个性化推荐凭借

其协同过滤、内容过滤、深度学习、混合推荐等操作方式，通过协同过滤分析用户的历史行为、搜索记

录和购买数据，找出相似用户的喜好，然后推荐类似商品，进而通过内容过滤(Based Filtering)，通过商

品的类别、标签等属性和用户的偏好，推荐与用户过去行为相符的商品[9]，最终实现了效率的最大化。

此外，AI 在向顾客进行个性化推荐的过程中还有深度学习的特征，这还可以在不断的推荐中逐渐精准的

推荐商品供客户选择。 
个性化的推荐离不开对 AI 算法持续性的优化，而这些优化方案针对 AI 的实时性、精确性以及多样

性[10]。这些优化方案不仅使得 AI 能够快速地处理新数据与旧数据，实现新旧数据间的迁移与融合，保

证推荐的即时性，同时简化了计算的程序，提高了计算的简易度，进而提高了程序的响应度。针对多样

性的优化方案使得 AI 推荐的商品不再单一，而是根据从顾客多样化的特征综合最优的商品。算法优化的

可解释性则保证了 AI 推荐系统的透明度，让用户理解为何得到某项推荐。通过个性化推荐与算法优化，

AI 在电子商务中实现了精准、个性化的商品推荐，提升了用户体验，同时也帮助企业提高销售额和客户

忠诚度，形成了双赢的局面。 

4. AI 在电子商务中的伦理与哲学挑战 

AI 的综合应用给人们带来了广泛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与伦理、个人与集体、经济与社会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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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伦理问题与哲学挑战。信息的广泛搜集与使用难以避免隐私泄露与信息安全问题。AI 技术在快速发展

与广泛应用的同时，也存在着公平性问题。这些都是发展 AI 利用 AI 所不可忽视的技术与伦理之间的关

系问题[11]。 

4.1. 数据隐私与信息安全问题 

面对数据隐私与信息安全问题，一些关键的原则和挑战首先被提出来。首先是责任原则，强调隐私

与数据保护与使用的主体不仅要安全负责地使用客户的隐私内容，而且还要提供安全可靠的保护措施，

表明了隐私与数据保护与使用的重要性。其次是安全性原则，强调软硬件的安全问题、对数据的保护。

最后是隐私保护问题，强调在合理的范围内使用各种信息，以避免由于技术所带来的伦理问题。 

4.2. 人工智能的公平性与社会平等问题 

公平性问题是经济哲学视角在面对技术的广泛运用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AI 等技术的应用为社会带

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提高生产力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劳动与就业之间的不平衡问题。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导致部分岗位的减少，从而带来了这些工作岗位的失业率增大。因此，公平性问题

是 AI 的具体应用所带来的最突出的问题。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真正的经济学与高尚的伦理学

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注重公平性，关注弱势群体的，保障每一个人的自

由和全面发展[12]。 

4.3. 自动化带来的就业与职业转型问题 

人工智能(AI)和机械自动化的发展确实给就业市场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但同时也为职业转型提供了

新的机会。随着 AI 和机械自动化技术的发展，一些低技能、重复性劳动的工作，例如制造业、客服、物

流等领域的部分岗位会逐渐被取代。这可能导致这些行业的就业机会减少，与此同时，AI 和机械自动化

技术的发展也将推动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自动驾驶等领域等新兴行业的崛起，这将为相关领域的专

业人才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而，为了适应技术发展带来的变化，许多从业者需要进行职业转型，学

习新的技能和知识。 

5. 经济哲学视角下 AI 在电子商务中的运用路径 

经济与文化构成了人类生活的两极，共同描绘了人类生活精彩的历史图画。经济是人类生存与社会

发展的根基，文化可以主导经济的发展及变化[6]。从经济与文化，特别是与哲学的关系而言，经济与文

化之间存在着微妙的互动以及一体化可能性。经济哲学思想是人类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是经济

的副产品，而是思考经济问题的必然结果。经济哲学思想通过经济学以科学的方式对具体经济问题的关

注与反思[13]，启示我们必须批判的思维对 AI 在电子商务中应用的及可行性路径进行反思。 

5.1. 依据底层逻辑制定基本原则应对数据隐私与信息安全问题 

AI 的运用需要在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在 AI 应用的基本原则下重点关注用户数据隐私以及信息安

全问题。经济不断发展，电子贸易活动将 AI 作为有利的工具是必然的趋势。这不仅是 AI+模式的必然结

果，而且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选择，我们不能因为具体应用中存在着数据隐私泄露问题、信息

安全无法保障就弃之不用。事物发展之真理在于曲折性，AI 应用方式的不断增多、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

诸多问题的不断解决，数据隐私、信息安全的问题自然会迎来解决路径。面对数据隐私、信息安全的问

题，可行性路径在于达成共识，自觉制定并且遵守规则。电子贸易中 AI 的使用者需要以遵守规则为根本

前提、以尊重隐私为基本原则、以数据安全为行动指南。这要求我们应当自觉制定并且严格遵守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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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信息使用与处理问题上达成一致，尊重个体意愿，强调以实现 AI 充分且完善的发展为结果的公共

使用原则，注重数据隐私与安全和技术与伦理之间的冲突，制定严格的数据保护规范，确保个人和企业

的数据隐私得到保障，同时加强网络安全并且防止黑客攻击和数据泄露。只有这样，AI 的使用才能顺应

经济运用的基本规律，避免数据隐私问题。 

5.2. 以公平性要求关注人与技术之间的不平衡问题 

AI 的运用要以注重公平为基本要求、以提高生产效率为基本目标正确理性面对公平性以及就业转型

等技术伦理问题。提高生产效率是 AI 应用的最初目的，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人类劳动与技术在效率上的不

平衡。这一矛盾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于人类自身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问题，始终将目光聚焦在如何使人获得

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问题上，平衡我们的人文关怀与科技理性。在人与技术效率不对等这一现实中，我们

应当立足于技能教育，要广泛开展劳动者劳动技能的培训，提高劳动者利用技术的水平；加强与技术型

企业的合作，促进人与技术相互协调发展；要求企业自觉关注伦理道德问题，给弱势群体提供稳定的劳

动岗位；要提高技术的投入，实现人与技术的和谐共生局面，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最后，

要广泛地开展人机公平性问题的讨论，给予充分的关注，提高公众的理解与认识，确保 AI 技术的发展惠

及所有人。 

5.3. 以伦理道德的视角审视就业与转型问题 

经济活动无法回避对他人、群体和社会产生的各种各样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影响，无法回避其带来的

伦理道德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以伦理道德眼光对这些问题予以审视[6]。AI 的使用者除了需要遵守基本的

规范之外，还需要注重正义、公平、合作等基本原则，提倡理性的、符合伦理道德规范的运用[6]，不仅

仅追求利益和财富，而也要充分注意到随之而来的就业转型问题。面对就业转型问题，我们需要以进一

步提高大众的劳动水平，并且扩展新的就业岗位；通过教育和培训等手段，帮助劳动者适应技术变革，

实现职业转型；要在公平的前提下，确保技术进步惠及所有人。经济的发展与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既要尊重经济发展的规律，也要用伦理的眼光去审视经济问题[12]。这是经济哲学给予我们的最基本

的思考方式。意味着我们既要发展技术、运用技术，也不能抹杀经济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在运用 AI
于我们的生产生活、经济贸易过程中时，既要给予 AI 以足够的发挥空间，也要兼顾人的劳动就业等问题。

劳动关系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我们既使用工具，也要保证人在其中的主体性地位。 

6. 结论与展望 

AI 运用于电子商务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并且正在改变全球经济格局与运行机制[14]，它不仅提

高了生产力，引起了劳动力变革，而且也为人类生活带来新的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带来了许多许多的风险

与挑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它会对经济、社会和人类生活产生诸多深远的影响。从

经济哲学的视角来看，我们在发展 AI、运用 AI 服务于我们生活的同时应当重视它带来的伦理和道德问

题，既要注重效率，也不能忽视公平，既要克服不平等，也要关注社会正义问题。然而，世界无时无刻

不在发生着变化，应对当前的挑战与机遇，我们应当具有批判的、反思的思维，以多重视角看待问题。

经济哲学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看问题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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