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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式创新范式下的新兴技术创新治理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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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责任式创新”这一新兴创 新 范 式 切 入，聚 焦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创 新 治 理 议 题，构 建 了 责 任 式 创 新 范

式下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治理分析框 架（包 括 技 术 维、经 济 维、伦 理 维 和 社 会 维），并 系 统 分 析 了 人 工 智 能 技

术创新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性，从而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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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以内燃机、原子能、信息科学、生物医药 和 互 联

网等为代表 的 科 技 创 新 推 动 了 产 业 发 展 和 社 会 变

革［１－２］。然而，随 着 科 技 与 社 会 的 交 互 程 度 不 断 加

深，典型的科技创新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产生了

许多负外部性影响［３］。以纳米科技、转基因、无人驾

驶汽车、干细胞研究、生物医药技术、核能、机器人和

军事安全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兴科技被视为争议性技

术创新，引发了研究与政策层面对科技创新面向技

术社会控制、伦理安全等方面的担忧［４］，旧有的科技

创新模式、政策法规、评估方法和科学社会契约关系

等在面向新兴科技创新治理时存在制度缺失（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ｖｏｉｄ）［５］，科技 创 新 的 社 会 责 任 议 题 引 发 了

学术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６］。
“人工智能”作为绿色与智能时代的创新基石，

自１９５６年被Ｊｏｈｎ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提出后，经历了技术层

面、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的飞速发展，逐步形成了弱

人工智能时代、强人工智能时代和超人工智能时代

的发展转型［７］。智能语音技术、温度可识别 的 马 克

杯、国际象棋“深蓝”机器人、谷歌“可穿戴”设备、围

棋ＡｌｐｈａＧｏ等的应用，证实了人工智能的快速进化

以及超越人 类 部 分 能 力 的 科 技 创 新 和 产 业 应 用 潜

力。国际咨询与预测行业领导机构麦肯锡将人工智

能与先进机器人定为２０２５年１２大新兴科技创新发

展领域。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１日 我 国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财政部联合发布《机器人产业

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将 弧 焊 机 器 人、真 空（洁

净）机器人和全自主编程智能工业机器人等十大标

志性创新产品的应用与发展列入国家发展规划①。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科学 家、产 业

巨头和政治家等开始纷纷担忧人工智能的潜在危机

和发展 隐 患。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０日，英 国 物 理 学 家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ａｗｋｉｎｇ发表 评 论，认 为 人 工 智 能 的 潜 在

危机正变得越来越大，并指出：人工智能的短期影响

在于人类能否控制机器，长期影响在于机器能否被

控制。而后，美国特斯拉公司创始人Ｅｌｏｎ　Ｍｕｓｋ指

出发展人工智能是在“召唤魔鬼”，并表示将投资人

工智能监控领域。微软总裁Ｂｉｌｌ　Ｇａｔｅｓ同样支持人

工智能危机论的观点，并认为人工智能已强 大到需

要警惕的 阶 段。２０１６年３月，以 Ｈａｗｋｉｎｇ、Ｍｕｓｋ和

Ｇａｔｅｓ为首的全球数百名科技领域的专家签署公开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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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信，呼吁政府和社会对人工智能研究进行理性监

管，以确保人工智能的科技创新不会失控，并警示人

工智能的潜在危害［８］。２０１７年９月４日，俄罗斯总统

普金强调，领导人工智能的国家将会成为世界规则制

定者，并担忧人工智能机会创造之外的社会危机①。

①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ｖｅｒｇｅ．ｃｏｍ／２０１７／９／４／１６２５１２２６／ｒｕｓｓｉａ－ａｉ－ｐｕｔｉｎ－ｒｕｌｅ－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②　创新同时产生正向和负向的影响。

在理论层面，人工智能的快速演进同样引发了传

统科学与系统观对科技创新的讨论。首先，从技术的

社会控制视角，人工智能的技术兴起引发了对“科林

格里奇”困境的讨论，即人类无法在人工智能技术兴

起阶段有效预测其社会后果，当负外部性危机出现

时，该技术因对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深度嵌入而无法被

有效管控［９］。其次，从创新的双重性视角出发［３］，人

工智能科技创新在催生新兴产业发展与社会关系重

构的同时，往往引发道德伦理、环境保护和社会民生

等方面的负向危机，如人工智能带来的工人失业危

机、社会情感缺失，以及强人工智能对人类活动的替

代风险等。再次，从道德伦理的视角，人工智能的社

会 影 响 分 析 聚 焦 于 机 器 人 伦 理［１０］、信 息 与 计 算 伦

理［１１］等狭义范畴下的机器伦理研究，亟待系统化地

开展人工智能伦理议题的讨论［１２］。最后，人工智能

技术创新治理呼唤责任嵌入的制度设计，并通过更广

泛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交互，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创

新发展的社会满意［１３］。
由此，作为科学研究与产业创新的典型驱动型技

术［１４］，人工智能的兴起在推动产业创新、创造增长机

遇、引导社会变革的同时，其技术创新涉及的治理议

题及其分析亟待引入更为系统的创新范式框架［１３］，
从而将新兴技术发展的社会责任嵌入于创新治理的

框架内，以有效实现欧盟“２０２０智慧增长”战略面向

新兴技术治理的两个目标：第一，人类有效界定技术

创新的社会结果和社会影响；第二，支持特定技术创

新并将之引导至社会满意的发展演进方向［１５］。

２　责任式创新范式下新兴技术创新治理

分析框架的构建

　　基于新兴科学与技术的兴起以及科技创新与社

会政策的交互性增强，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从传统的

“科学与社 会”（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社 会 中 的 科

学”（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开 始 向“科 学 伴 随 社 会”和

“科学为了社会”（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的范

式目标转移［１６］。新 兴 科 学 技 术 创 新 的 治 理 也 开 始

从科学共同体的内部自治转向更广泛社会层面的治

理［１７］。２００３年美国政府面向纳米科学领域的 新 兴

科技研究颁布法令，首次在国家创新政策层面提出

“责任式发展”（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指出纳米

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核心是提高这一新兴科技的积极

影响并管控其潜在危害，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

发展的责任需要［１８］。与之相关，欧盟委员会针对新

兴科技的可持续发展提出“责任式研究与创新”（ｒｅ－
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进一步在“地平

线２０２０框架计划”中将该核心概念确定为“责任式

创新”（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即面向未来目标 而

对当下科学与创新的集体管理［１９］，并认为科学研究

与技术创新必须有效反映社会需求和社会意愿、反

射社会价值和社会责任，创新应表现为道德可接受、
社会期望满 足、安 全 和 可 持 续 等［２，２０］。作 为 研 究 与

创新的新兴范式［２１－２２］，责任式创新以科技创新活动

的双重性② ［３］、创新 结 果 面 向 未 来 的 不 确 定 性［２３］为

基本假设，更为关注科学共同体之外更广泛情境下

的技术创新治理议题［２３］，强调在创新主体承认能力

局 限 的 前 提 下［２４］，以 更 广 泛 的 利 益 攸 关 主 体 参

与［１９］，展开对特定技术创新过程与结果的预测式治

理［２５］和响应式治理［１８］。作为对创新活动的责任 嵌

入，责任式创新排除了对创新结果的简单预测，认为

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会引发传统创新过程和治理模

式的变革［２，２３］，创 新 过 程 需 要 基 于 开 放、透 明 的 原

则，有效解释 创 新 的 伦 理 规 范、价 值 回 报 和 发 展 意

义，引导创新为未来挑战提供解决方案，实现社会期

望满足 和 公 共 价 值 创 造［２，２６］。在 责 任 式 创 新 范 式

下，新兴技术治理的评估准则，在传统创新范式聚焦

技术先进性 与 可 行 性、经 济 效 益 增 加 的 基 础 上［２７］，
进一步延伸至道德伦理可接受与社会期望满足两个

标准［２，２７］。责任式创新范式下新兴技术创新治理分

析框架如图１所示。

注：该图基于参考文献［２］进行修改完善。

图１　责任式创新范式下新兴技术创新治理分析框架

３　责任式创新范式下人工智能技术创新

治理框架与分析

　　人工智能概念最早在１９５６年美国达特茅斯会

２

技术经济　　　　　　　　　　　　　　　　　　　　　　　　　　　　　　　　　　　　　　第３７卷　第１期



议上被提出，相关研究与实践之后的６０余年时间里

历经了孕育、初创、形成、发展和繁荣五个阶段的演

进，如图２所示。作为知识与智能时代最重要的新

兴技术和驱动型技术典型［１４］，近年来人工智能受到

学界和产业界的广泛关注，相关讨论主要涉及其技

术、经济、社会等方面。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应

用和产品研发的深入、人工智能新兴产业的兴起以

及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迭代，人工智能在就业、个人

隐私、机器人伦理、算法黑箱、国家和社会安全等方

面的潜在风险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治理

的高度关注。如何规避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治理陷入

“科林格里奇困境”［２８］，规范机器伦理道德与法律准

则［１２，２９］，管控人工 智 能 的 社 会 风 险 和 社 会 影 响［１３］，
实现对人工智能发展争议性的有效治理等，成为研

究与实践的重要议题。为此，责任式创新有助于系

统评估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双重影响、有效匹配科

技创新活动与社会发展目标，从而为科技创新的责

任嵌入提供了治理框架选择。

图２　人工智能发展简史

３．１　责任式创新范式下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双重性

１）技术维。
“人 工 智 能”是 关 于 机 器 智 能 化 的 科 学 与 工

程［３０］，涉及智能 体 的 研 究 与 设 计，强 调 通 过 智 能 体

对外部环境系统感知，最大限度地实现智能体行动

结果的成功［３１］。自１９５６年人工智能概念被提出以

来，人工智能研究发展演进为四个范畴：技术科学的

仿人类 思 考（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ｌｙ），即 使 得 计 算 机 和

机器具备完全自主思考的能力［３２］；理性思考（ｔｈｉｎｋ－
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即基 于 计 算 模 型 的 心 智 研 究［３３］；仿

人类行 动（ａｃｔ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ｌｙ），即 对 计 算 机 开 展 人 类

活动的研 究［３４］；理 性 行 动（ａｃｔ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即 机

器智能研究 和 智 能 体 设 计［３５］。随 着 技 术 研 究 的 深

入，人工智能作为典型的新兴技术，面向产品创新、
服务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等领域涌现多样化的产业

应用，如语音认知、手写识别、机器翻译、系统过滤、
搜索引 擎、邮 箱 应 用、人 脸 识 别、图 像 识 别、棋 牌 游

戏、无人驾驶汽车、智能机器人、语义分析、视频监控

和情感计算等，从而为技术产业的兴起、技术价值的

创造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以弱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

创新为例，诸如智能搜索、智能推荐、智能排序和智

能筛选等算 法 一 级 的 技 术 创 新 通 过 嵌 入 互 联 网 平

台，促进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科技产业创新的迭代

与演进。再如，以机器人为代表的创新应用，面向语

音识别与认知的语音机器人，面向救灾、仿生和载人

等领域的特 种 机 器 人 等 强 人 工 智 能 领 域 的 技 术 创

新，在技术和产业之外逐步服务于人类生活的方方

面面。科学家和技术创新者由此重审人与机器的关

系，并 试 图 从 人 机 交 互（ｈｕｍａ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ｉｏｎ）［３６］、人工 智 能 与 人 类 共 生［３７］等 角 度 寻 求 未 来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社会解答。然而，人工智能技

术的兴起同时引发了技术负外部性、技术社会控制

等方面的问题：人工智能研究项目中的自动化武器、
机器人武器、大数据外泄等引发了国防安全威胁，机
器人技术的快速演进引发了“技术奇点”临近危机下

机器人对人类生存的全面威胁［３８］等。２０１７年８月

２１日，Ｅｌｏｎ　Ｍｕｓｋ等１１６名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专家

联合发表公开信，呼吁联合国关注人工智能存在的

潜在社会威胁，上书请求联合国禁止“杀人机器人”
的研发①。

①　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７－０８／２１／ｃ＿１１２１５１８６８７．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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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经济维。
人工智能科技创新驱动新兴产业的崛起，涌现

了细分行业与利基市场的产品创新、服务创新、商业

模式创新［１４］，也引发产业创新周期进程中传统企业

商业模式的转型，以及以人工智能为新兴焦点产业

与传统产业的资源融合与价值重构。例如：ＡＩ面向

医疗产业形成的医疗影像诊断、医学病例分析以及

人工智能专家诊断系统等；ＡＩ面向通信领域形成的

海量数据规划与５Ｇ研发；ＡＩ智能化芯片的技术创

新与产业应用；ＡＩ引导无人驾驶汽车的开发；ＡＩ面

向非技术行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包括金融领域的

财务、法律、股票机器人应用，安防领域基于人脸识

别技术的门禁、打卡和基于感知智能技术的身份认

证等［３９］。数据显 示：截 至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１日，全 球

人工智能企业总计２５４２家，企业数量呈指数级增长

趋势。以机器人市场为例：２０１７年全球机器人市场

规模预期为２３２亿美元，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的平均增长

率达到１７％，其 中 中 国 的 市 场 规 模 预 期 为６３亿 美

元，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 的 平 均 增 长 率 达 到２８％①。然

而，人工智能在驱动新兴产业涌现、重构传统产业价

值分配的同时产生了经济负外部性效应，突出表现

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革命带来巨大的失业风险，民

众个体和企业经营活动的价值回报受到挑战。基于

对全球３５２名人工智能专家的调研资料，牛津大学

未来人文研究所认为，语言翻译、论文写作、驾驶等

人类工作岗位将在可预期的时间内完全被人工智能

取代（如表１所示），这会冲击和破坏潜在的传统经

济价值与分配机制。

表１　人工智能对人类工作的替代时间

工作类型 人工智能替代的“预估时间点”（区间）

劳动力完全自动化（全部人类工作）（Ｆｕｌｌ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Ａｌｌ　Ｈｕｍａｎ　Ｊｏｂｓ） 约２１３７—２１３９年

人工智能研究者（ＡＩ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约２１０４年

高阶机器智能（所有人类工作任务）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ｌｌ　Ｈｕｍａｎ　Ｔａｓｋｓ） 约２０６０—２０６２年

数学研究（Ｍａｔ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约２０５８—２０６０年

外科医生（Ｓｕｒｇｅｏｎ） 约２０５３年

普特南数学竞赛（Ｐｕｔｎａｍ　Ｍａｔｈ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约２０４９—２０５２年

《纽约时报》畅销书写作（Ｗｒｉｔ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Ｂｅｓｔ－Ｓｅｌｌｅｒ） 约２０４８—２０５１年

零售业职员（Ｒｅｔａｉｌ　Ｓａｌｅｓｐｅｒｓｏｎ） 约２０２９—２０３０年

训练师Ｇｏ（Ｓａｍ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ｓ　Ｈｕｍａｎ） 约２０２８—２０２９年

５公里城市赛跑（５ｋｍ　Ｒａｃｅ　ｉｎ　Ｃｉｔｙ）（Ｂｉｐｅｄａｌ　Ｒｏｂｏｔ　ｖｓ．Ｈｕｍａｎ） 约２０２８年

卡车司机Ｔｒｕｃｋ　Ｄｒｉｖｅｒ 约２０２７年

流行音乐制作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Ｔｏｐ　４０Ｐｏｐ　Ｓｏｎｇ 约２０２７年

游戏行动解释Ｅｘｐｌａｉｎ　Ｏｗｎ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Ｇａｍｅｓ 约２０２６年

中学论文写作 Ｗｒｉｔｅ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Ｅｓｓａｙ 约２０２６年

文字阅读与语音转换Ｒｅａｄ　Ｔｅｘｔ　Ａｌｏｕｄ（Ｔｅｘｔ－ｔｏ－Ｓｐｅｅｃｈ） 约２０２５年

雅达利游戏Ａｌｌ　Ａｔａｒｉ　Ｇａｍｅｓ 约２０２５年

所有乐高组装Ａｓｓｅｍｂｌｅ　Ａｎｙ　ＬＥＧＯ 约２０２４年

电话银行运营商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约２０２４年

翻译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ｖｓ．Ａｍａｔｅｕｒ　Ｈｕｍａｎ） 约２０２４年

演讲速记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ｂｅ　Ｓｐｅｅｃｈ 约２０２４年

星际争霸Ｓｔａｒｃｒａｆｔ 约２０２２年

折洗衣服Ｆｏｌｄ　Ｌａｕｎｄｒｙ 约２０２２年

世界扑克系列赛 Ｗｏｒｌｄ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ｋｅｒ 约２０２０年

愤怒的小鸟Ａｎｇｒｙ　Ｂｉｒｄｓ 约２０１９年

　　注：根据“世界经济论坛”中牛津大学未来人文研究所发布的材料整理，其中替代预估时间是基于所有专家预测时间计算的均值。

　　３）伦理维。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与创新的兴起引发了学

界和实践界对人工智能道德伦理可接受性的广泛讨

论，人 工 智 能 与 机 器 人 的 伦 理 责 任 议 题 被 关

注［４０，４１］，具体包括人权伦理、责任伦理、道德地位伦

理、代 际 伦 理、环 境 伦 理 以 及 大 数 据 伦 理 与 隐 私

等［４２］。以联合国人权宣言为基础，研究与实践呼唤

人类责任与机器人责任伦理的标准同等性，主要包

括正义与团结、相互尊重与合作、信任与容忍、基本

人性准则、公 平 的 国 际 秩 序、公 共 事 务 的 有 意 义 参

与、意见与言论自由、身心健全、孩童与老年者权利、
教育艺术与文化、反暴力与尊重生命等［４３］。学界将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的广泛应用描述为人类文明史

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伦理试验，强调人工智能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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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２０１７）。



道德代码与伦理嵌入的重要性［４４］，并通过预测式治

理、科学家之外的公众参与治理、响应式治理、高阶

自省［１９－２０，４５］、科学与社会整合框架［４６］等将人工智能

技术创新治 理 的 伦 理 议 题 嵌 入 于 责 任 式 创 新 范 畴

内。在实践领域，全球各国也通过构建相关制度机

制———如制定并颁布人工智能政策与法规、人 工 智

能创新发展准则条例等———实现人工智能伦理端的

责任嵌入。典型如联合国发布的《关于机器人伦理

的研究报告》，国 际 标 准 制 定 组 织ＩＥＥＥ发 布 的《合

伦理设计：利用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最大化人类福

祉的愿景》，美国政府在“国家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

战略计 划”中 提 出 的 公 平 性、透 明 性 和 追 责 性 标

准［４７］，以 及 Ｈａｗｋｉｎｇ、Ｅｌｏｎ　Ｍｕｓｋ等 推 动 全 球 近

１０００名研究员签署并发布的“人工智能２３条准则”
（或称阿西洛玛人工智能原则）等［４８］。

４）社会维。
责任式创新范式下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治理框架

最后延伸至人工智能的社会维度，并在更宽泛的科

学与社会交互关系演进以及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的社

会情境中 反 映 创 新 的 责 任 意 义［１３］。在 理 论 层 面，

Ｂｒｕｎｄａｇｅ从责任式 创 新 的 角 度 探 讨 了 人 工 智 能 技

术创新，强调人工智能与人机交互创造社会价值，并
认为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治理应在狭义的技术范

畴与机器伦理研究之外，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更

广泛的社会影响，强调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的本质目

标应是社会满意，并深入讨论了人工智能技术创新

治理的三个 基 本 方 面：第 一，在 人 工 智 能 的 设 计 阶

段，考虑并预测技术创新的社会影响；第二，在人工

智能的应用阶段，系统反思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在特

定应用领域 的 理 论 与 实 践 意 义；第 三，引 入 公 众 参

与，明确公众对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期望以及公众

在人工智能 发 展 中 所 需 了 解 的 信 息 和 知 识［１３］。实

践界同样关注人工智能在促进生产率和社会运转效

率提升的同时，在社会公平、资源分配、国家安全和

文明福祉等方面具有的相关社会属性。２０１６年１２
月联合国召开常规武器审查会议，针对“人工智能自

动化武器的 社 会 安 全 专 项 议 题”展 开 讨 论。在１２３
个成员国中，１９个成员国明确呼吁禁止人工智能自

动化武器的研发，并强调了其投入使用会给国际安

全带来的负向影响。《未来简史》一书的作者Ｙｕｖａｌ
Ｈａｒａｒｉ则担忧 人 工 智 能 发 展 导 致 的 失 业 问 题 等 会

引导社会基本结构趋向少数社会精英与多数无价值

民众极端不平等的二元属性［４８］。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７日

霍金在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上提出“人工智能崛起

可能是人类文明终结”的论断，指出了人工智能在自

动驾驶、自主武器和隐私安全等方面的短期社会危

害，以及长期视角下人工智能系统失控带来的重大

社会危害①。此外，人工智能产品责任［４７］、国防安全

威胁②、机 器 情 感 学［４９］、聊 天 机 器 人 和 性 爱 机 器 人

等［５０］引发的社会心理危机和健康隐患等，需要研究

进一步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社会责任议题，从

而实现人工智能这一争议性技术创新对社会发展期

望的满足。
基于此，本文基于责任式创新范式下新兴技术

创新治理分析框架，对人工智能创新的双重性进行

了分析总结，见表２。

表２　责任式创新范式下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治理框架的分析总结

核心维度 正向效应 负向效应

技术维
弱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如智能搜索、智能推荐、智能排序等；

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如语音机器人、特殊用途机器人（救灾、仿生载人等）
自动 化 武 器、机 器 人 武 器；技 术 奇 点；杀 人 机

器人

市场维

机器人市场增长空间；

新兴市场创业、投资、人才储备；

ＡＩ＋医疗、ＡＩ＋通信、ＡＩ＋芯片、ＡＩ＋金融、ＡＩ＋安防等

失业危机；旧有产业价值链破坏与价值流失；经

济负外部性

伦理维 机器人伦理报告；人工智能伦理设计；阿西洛玛人工智能２３条原则
人权伦理、责任伦理、道德地位伦理、代际伦理、

环境伦理、大数据伦理与隐私等

社会维
人工智能的社会价值创造；

人－机共生与协同的价值涌现

国防与社会安 全；社 会 不 平 等；社 会 心 理 危 机；

文明终结

４　结论与政策启示

人工智能经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已成为新兴技

术驱动社会转型变革的重要实例［１３］。然而，人工智

能面向机器信任与伦理、武器应用、算法黑箱、产品

问责、大数据隐私风险、就业替代等负外部性议题引

发研究与实践对这一争议性技术创新及其双重性社

会控制的广泛关注［４］，也引导旧有科技创新治理范

式向科技与社会深度嵌入下创新责任的制度化过程

转移［２，１８－１９，５１］。本文聚焦 于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创 新 治 理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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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从责任式创新的角度，构建了包括技术、经济、
伦理和社会四维度的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治理分析框

架，并系统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双重性。本

研究的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从责任式创新范式视角，针对以人工智能

技术创新为代表的争议性技术创新及其治理问题，
提供了评估准则和分析框架。传统创新范式思维下

人工智能技 术 创 新 本 身 潜 在 的 负 外 部 性 未 引 起 重

视，其制度规范和治理模式也存在严重的制度缺失

与制度 空 白（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ｖｏｉｄ）［５］。尽 管 近 年 来 以

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创新的争议性

引发了一定讨论［４］，但是已有研究多聚焦于狭义的

技术危机层面［３８］或机器伦理层面［４０－４１］，对人工智能

技术创新及其治理问题缺乏系统而全面的分析［１３］，
亟待从技术、经济、伦理和社会多个方面深度讨论诸

如人工 智 能 等 争 议 性 技 术 的 治 理 与 管 控 方 法［５２］。
作为创新的 新 兴 范 式［１９，２１－２２］，责 任 式 创 新 在 传 统 创

新范式所关注的技术先进性与可行性、经济效益增

加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科技创新的道德伦理可接

受以及社会期望满足等准则［２，１８，２７］，为人工智能技术

创新提供了一种系统评估与治理的范式框架［１３］，引

导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向社会满意的方向演进［１５，２５］。
第二，从责任式创新范式视角，提供新兴技术创

新治理的政策启示。责任式创新概念源自欧盟发布

的“地平线２０２０”计划，意指通过对现有科学与创新

进行集体管理以探索未来［１９］，并由此成为美国和欧

盟科技政策中的“流行语”（ｂｕｚｚｗｏｒｄ）［５３］。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
从政策层面对责任式创新进行了系统总结，认为其

核心目的在于实现创新的社会价值，强调研究与创

新全过程中社会因素的融合以及异质性成员主体的

包容，通过开放研究与创新过程，展开短期与长期时

域内对特定创新活动在技术、经济、伦理和社会等方

面的系统评 估［２５］。作 为 一 种 创 新 面 向 政 策 层 面 的

顶层设计战略［１５］，责任式创新范式下新兴技术创新

治理的根本 在 于 实 现 创 新 的 社 会 满 意［１５］。人 工 智

能作为典型的新兴技术，其技术创新治理已成为国

际性议题，研究与实践呼唤责任嵌入的治理框架，实
现人工智能面向技术、经济、道德伦理以及社会等全

方位的治理。责任式创新范式下新兴技术创新治理

分析框架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的双重性［３］提供了一

种思考启示，即在全球治理层面政策需要引入更广

泛的利益攸关者，并通过科学与社会的交互以及政

策制定者、科 研 创 新 者、民 众 对 创 新 过 程 的 协 同 参

与，明确人工智能面向技术、经济、伦理和社会的发

展机遇与潜在风险，进一步通过前瞻性的研究评估

与响应性的过程监管［２０］，引导人工智能向责任式创

新的过程演进，最终实现该新兴技术创新面向人类

的社会满意，创造公共价值溢出。当前以美国和中

国为代表的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大国越来越意识到人

工智能创新双重性的重要性，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治

理的国际间合作、监督、共享机制，人工智能创新治

理的跨制度、跨文化协调机制等，也为人工智能技术

创新演进的责任嵌入提供了未来的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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