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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自动化所参与撰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

发表日期：2021-11-30 【大 中 小】【打印】【关闭】

　　2021年11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发布了《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这是全球首个针

对人工智能伦理制定的规范框架，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在政府层面达成的最广泛的共识，也是全球人工智

能发展的共同纲领，将为进一步形成人工智能有关的国际标准、国际法等提供强有力的参考。 

　　《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于2018年春季立项，由全球遴选的24人专家团撰写，并经历了193个成员国

之间超过100小时的多边谈判修订完成，于今年11月24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1届大会上获得通过。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在当天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这是多边主义取得的胜利。 

　　由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协同国内多部委推荐，并经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遴选，中国科

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中英人工智能伦理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委会委员曾毅研

究员入选特设专家组，深度参与此项工作。曾毅研究员在专家组中担任3个工作组中伦理工作组联合组

长，并参与了全部撰写过程。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了区域性专家咨询会(曾毅研究员代表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特设专家组专家向亚太地区各国政府专家代表宣讲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草案)、政府间专家磋

商(曾毅研究员作为中方专家代表参加)、各成员国意见征集等环节，并在此基础上对文本进行不断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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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这一历史性文本确定了共同的价值观、伦理原则及相关

的政策建议、监测与评估，用以指导建设必需的法律框架来确保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其中价值观主要

涉及4项内容：(1) 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人的尊严；(2) 环境和生态系统蓬勃发展；

(3) 确保多样性和包容性；(4) 在和平、公正与互联的社会中共生。伦理原则主要涉及：(1) 相称性和

不损害；(2) 安全和安保；(3) 公平和非歧视；(4) 可持续性；(5) 隐私权和数据保护；(6) 人类的监

督和决定；(7) 透明度和可解释性；(8) 责任和问责；(9) 认识和素养；(10) 多利益攸关方与适应性治

理和协作。在政策建议部分，主要内容包括：(1) 伦理影响评估；(2) 伦理治理和管理；(3) 数据政

策；(4) 发展与国际合作；(5) 环境和生态系统；(6) 性别；(7) 文化；(8) 教育和研究；(9) 传播和

信息；(10) 经济和劳动；(11) 健康和社会福祉；最后对监测与评估进行了建议和说明。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设专家组撰写草案期间，曾毅研究员提出“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倡导人类

社会与人工智能技术和谐发展，人工智能赋能人类、社会、生态之间的和谐发展，号召各个国家通过人

工智能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一主张体现着由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委员会制定的《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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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治理原则》以及《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中以“和谐友好”等形式和内容为代表的核心思

想，是中方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处理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总纲。韩国、南非等国的专家还提出，“和谐共

生”的思想根植于不同的文化中，有意义并应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在征求各国政府意见以及政府间专家

磋商阶段，这一“和谐共生”的核心要义得以部分保留和采纳。例如建议书中强调：“人工智能系统在

整个生命周期内都有可能为所有生物之间及其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作出贡献。”以及“即每个人

都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当这个整体中的组成部分都能够繁荣兴旺时，整体才会蒸蒸日上”等。相关思

想被各国专家认为是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中融入非西方价值观的重要体现。 

　　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以及《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新一代

人工智能的总体愿景和赋能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途径。在《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撰写阶段，曾毅

研究员提出，虽然可持续的理念隐含在文本中的若干方面，但是作为全球共同愿景，发展人工智能必须

赋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并且要密切关注人工智能应用于可持续发展相关目标领域时是否带来阻碍

该目标实现的风险，寻求发展与治理的协同。该意见被建议书不同阶段广泛接受。在政策部分，专家们

还特别针对环境和生态系统领域如何通过人工智能赋能实现可持续性给出了具体建议。 

　　在政府间专家磋商阶段，部分国家特别关注中国是否会同意文本中充分强调人权的做法，甚至直接

提出中国是否会反对这种提议。曾毅研究员特别指出尊重人权是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特

别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此外《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和《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都对

尊重人权做出了明确规定。这化解了部分国家对中国发展人工智能及其伦理的误解。 

　　人工智能作为推进社会发展的颠覆性技术和赋能技术正深刻影响着社会和全球变革，与此同时也为

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风险。面向未来，更多严肃的公共讨论与全球性的参与将共同推动人工智

能造福社会。曾毅研究员说：“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开始着手筹备帮助人工智能不同的相关方以

及政府针对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中提出的价值观、原则、政策进行落地，而这项努力则更需要全球各个

国家通力协作、互鉴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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