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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时代。

人工智能发展需
遵循五大伦理原则

旷视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印

奇指出，早在去年 7 月份，旷视就成

为了中国第一家成立人工智能治理委

员会的人工智能企业。之所以如此重

视人工智能的治理，是因为 AI 边界

和伦理、法律之间产生了非常多的碰

撞，不及时排除这些“定时炸弹”，

企业发展有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5 年前，旷视是全球第一家将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在金融行业的企

业，当时没有任何行业标准和法律

法规可以依据，那个时候我们大的

逻辑就是要边发展边治理。5 年发展

之后，刷脸技术已经应用到生活的

方方面面，这个时候更要关注它真

正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法律问题和

治理问题。这里面一个最重要的问

题就是关于肖像权的数据确权问题，

这可能不仅是一个法律的讨论，更

重要的是关乎到很多真正商业产品

设计当中合同的签订，包括法律确

权和法律纠纷当中所涉及的问题，

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核心就是从

技术和产品出发，真正探讨它最相

关的法律本质问题。”

印奇说，人工智能早期认为算

法最重要，后期认为计算能力是最

重要的，现在则认为核心数据是最

重要的。而很多人工智能核心问题

是无法通过一家企业或者一个行业

的数据来打通的，需要有一个非常

好的数据交换、定价和商业模式，

这些数据所谓的定价、交换和商业

模式不仅仅需要产业内的公司互相

之间的商业上的安排，更多需要从

法理层面和国家层面进行标准制定。

黑 石 集 团 创 始 人、 董 事 长 兼

CEO 苏世民认为，人工智能发展面

临潜在的社会治理和道德伦理问题，

AI 发展需要多国协作，更需要遵循

五大伦理原则。首先是透明性原则，

人工智能决策过程不应是一个“黑

匣子”，人工智能系统必须是易于

翻译、可解释的。其次是公平性原则，

技术不应加剧不平等或偏见和歧视，

而应促进包容性，让尽可能多的人

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第三是安全

性原则，人工智能技术绝不应造成

可预见或无意的伤害，必须保证人

工智能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第

四是责任原则，研发和测试人员必

须考虑到 AI 所有的潜在风险，如果

AI 系统决策出现问题，必须具备清

除能力，采取强制性补救措施。第

五是隐私原则。因为很多 AI 应用程

序都依赖于数据，因此必须保护用

户个人隐私，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存

储和保护个人信息，用户也应拥有

可以很便捷地撤销 AI 使用其个人信

息的权利。“这些原则越早通过会

议被提出和应用，就越有可能避免

AI 带来的负面后果。”苏世民强调。

在 202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腾讯发布的《2020 腾讯人工智能白

皮书》指出，在当前激烈的国际竞

争背景下，我国针对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的立法和监管需要着重考虑国

际竞争视角，避免产生阻碍、延缓

技术发展应用的不利效果，削弱我

国的科技和产业竞争实力。因为在

全球竞争重心日益转向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的大背景下，过早或过度的监管

都可能削弱一国在AI领域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立法和监管还应充分考虑

技术的经济社会价值，保证技术红利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最大释放，避免

因偶发性的负面问题而“过度反应”

或“因噎废食”，从而采取应激、激

进的监管措施。比如在治理层面，通

过构建多层次的治理体系，来适应人

工智能所具有的快速发展迭代、日益

复杂化等特征；在立法和监管方面，

推动先行先试，给予适度宽松的发展

空间，给 AI 应用提供安全港，通过

试验、测试、试点等方式加速 AI 从

研发到商业落地的转变，同时审查、

调整政策、监管框架和评估体制以

鼓励创新和竞争。

上海发布“协同落实人工智能治理原则的行动建议“

　　上海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专家

咨询委员会提出了“一平台、四工作、四体系”的

上海AI 治理协同行动 9条建议。“一个平台”，

即构建全球合作网络和交流平台，推动形成全球人

工智能治理研究和协作共同体，汲取全球多元文化

智慧，为解决相关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四工作”

是推进AI治理标准规范的制定、推动建立行业自律、

总结推出最佳实践、推动安全可信技术研发；“四

体系”是致力于建立人工智能治理的评估体系、监管体系、人才体系、保障体系。

　　这是国内首次提出系统落实国家人工智能治理原则的行动建议方案，将为进一步推进人工智

能治理工作提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