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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伦理为基准的设计》 

  --在人工智能及自主系统中将人类福祉摆在优先地位的愿景（第一版） 

 
为了从人工智能及自主系统（AI / AS）的潜力中充分获益，我们需要超越臆想，不局限于只是寻

找更多计算的能力或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需要确保这些技术与人类在道德价值观和伦理原则方

面保持一致。人工智能及自主系统远不止于是实现功能性的目标和解决技术问题，而必须以一种

造福于人们的方式行事，才能使人类与技术之间达成崇高的信任，让人工智能及自主系统能够在

日常生活中被人们建设性地普遍使用。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幸福（Eudaimonia）”，它是一种将人类福祉定义为社会最高美德的实

践。幸福大致理解为“繁荣”，它始于有意识的沉思，对伦理的思考有助于定义我们希望怎样生活。 

通过将人工智能及自主系统的创造与其用户和社会的价值观保持一致，我们优先将人类福祉的增

加作为算法时代进步的指标。 
 

我们是谁？ 

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关于人工智能及自主系统的伦理考虑的全球倡议（”IEEE 全球倡

议”）是 IEEE 的一个项目。IEEE 是世界上最大的专业技术组织，致力于推进技术发展,造福人类，

该组织在 160 多个国家拥有超过 40 万会员。 

IEEE 全球倡议为人工智能及自主系统社群提供了一个汇集多种声音的机会，以便大家及时发现问

题并形成共识。 

IEEE 将根据《知识共享 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 美国许可证》制定《伦理准则设计》

（EAD）。 

根据该许可证的条款，组织或个人可以随时自行采纳本文件的各方面内容。还拟选取《伦理准则

设计》的内容和主题提交正式的 IEEE 流程，其中包括标准制定等。 

IEEE 全球倡议和《伦理准则设计》使得 IEEE 在更广泛的范围推出新项目，致力于在技术伦理领

域开展开放、宽泛和包容的对话，这个项目被称为 IEEETechEthics™。 
 
 

IEEE 全球倡议的使命 

 
确保每位技术专家得到教育、培训和赋权，并在自主和智能系统的设计和开发中会优先考虑伦理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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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专家”，在这指的是任何参与人工智能及自主系统的研究、设计、制造或信息交流的人，包

括实现这些技术的大学、组织和公司。 

本文件体现了 100 多名全球思想领袖的集体智慧，他们分别来自学术界、科学界、政府和企业界，

从事人工智能、法律和伦理、哲学、政策领域的相关工作。我们的目标是希望《伦理准则设计》

中同仁们提供的见解和建议能为人工智能及自主系统技术专家未来的工作提供关键参考。为了实

现这一目标，当前版本《伦理准则设计 V1》（EAD v1）确定了人工智能及自主系统的领域中的

问题并提出了可选建议。 
 
IEEE 全球倡议的第二个目标是基于《伦理准则设计》为开发 IEEE 标准提供建议。 IEEE 

P7000™－解决系统设计时伦理问题的流程模型，是第一个受到该倡议启发的 IEEE 标准项目

（已批准并且正在开发中）。 另外两个标准项目，IEEE P7001™－自主系统的透明度和 IEEE 

P7002™－数据隐私流程也已被批准。由此可见，该倡议对人工智能及自主系统的伦理问题产生

了实质性影响。 
 
 
 

结构和内容 

 
伦理准则设计包括八个部分，每个部分围绕着一个与人工智能及自主系统有关的特定话题进行阐

述，分别由 IEEE 全球倡议相应的委员会组织探讨。每个委员会都列出了涉及的议题及其可选建

议。以下是各委员会的摘要以及各个部分所涉及的问题： 
 
一、一般原则 

一般原则委员会已清晰地說明适用于所有类型人工智能及自主系统的一般性的伦理关注，即： 

1. 体现人权的最高理想； 

2. 排列出对人类和自然环境最大利益的优先顺序； 

3. 随着人工智能及自主系统逐渐演化成为社会技术系统，缓解其带来的风险和负面影响。 

委员会的目标是将其确定的原则、议题和建议选项，最终用于巩固和支撑人工智能及自主系统新

伦理治理框架下的未来规范和标准。 
 
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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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如何确保人工智能及自主系统不侵犯人权？（制定人权原则） 

● 我们如何保证人工智能及自主系统是可以问责的？（制定责任原则） 

● 我们如何确保人工智能及自主系统是公开透明的？（制定公开透明原则） 

● 我们如何扩大人工智能及自主系统技术所带来的利益，最小化其被滥用的风险？（制定教

育和认知原则） 
 
 
二、将价值观嵌入自主智能系统 

为了开发成功而有益于社会的自主智能系统，对技术社群至关重要的是，需要理解和能够将相关

的人类规范或价值观嵌入到他们的系统中。“价值观嵌入自主智能系统委员会” 针对嵌入价值观于

自主智能系统已采取了较宽广的目标，以三管齐下的方式协助设计者： 
 
 

1. 识别受自主智能系统影响的特定社群的规范和价值观； 

2. 将这些特定社群的规范和价值观建置于自主智能系统中；以及 

3. 评估社群中的这些规范和价值观，在人类与自主智能系统间的一致性与相容性。 
 
 
议题： 

1. 拟嵌入自主智能系统的价值观并非放诸四海皆准，而是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特定的用户社群

和任务。 

2. 道德超载：自主智能系统通常会受到多重而可能相互矛盾的规范和价值观的约束。 

3. 自主智能系统可能会有内置数据或算法的偏颇，从而不利于某些群体成员。 

4. 一旦建立了相关的规范集(自主智能系统在特定社群中的特定角色)，尚未明确如何将这些

规范嵌入到计算机架构中。 

5. 建置于自主智能系统的规范必须要与相关社群的规范相互兼容。 

6. 让人类和自主智能系统之间达到正确的信任水平。 

7. 对自主智能系统价值观的一致性进行第三方评估。 
 
 
三、指导伦理研究和设计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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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人工智能及自主系统组织应该确保人类福祉、赋权和自由作为其发展的核心。为了创造有

助于实现这些宏伟目标的机器，“指导伦理研究和设计的方法论委员会”提出了若干议题和建议选

项，以保障相关组织所采用的系统设计方法可以创造人类价值，如《世界人权宣言》中所定义的

人权。与人类价值相一致的设计方法应该成为现代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组织关注的焦点，以推动

人类基于伦理准则的向前发展。机器应该服务于人类，而不是相反。 系统设计方法符合伦理，才

能确保人工智能在追求商业上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中的社会效益之间达到均衡。 
 
议题： 

1. 伦理学不只是一门专业学位课。 

2. 我们需要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教育模式来应对人工智能及自主系统中的独特问题。 

3. 区分嵌入在人工智能设计中不同文化中的价值观。 

4. 行业内缺乏基于价值观的伦理文化和实践。 

5. 缺乏具有价值观意识的领导层。 

6. 缺乏赋权，以致于没有引起人们对价值观的关注。 

7. 技术社群缺乏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意识。 

8. 吸纳不同利益相关者进而为人工智能及自主系统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9. 文件匮乏阻碍伦理设计。 

10. 算法不一致或对算法缺乏监督。 

11. 缺乏独立的审查组织。 

12. 使用黑箱组件。 
 
 
 
四、通用人工智能(AGI)和超级人工智能(ASI)的安全与福祉 
 
未来具高能力的人工智能系统（有时被称为通用人工智能；AGI），可能对世界产生像农业或工

业革命一般规模的变革性影响，带来前所未有的世界繁荣。“通用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安全福

祉委员会” 提出了若干议题和建议选项，通过人工智能社群一致的努力，协助确保这种转变向着

正面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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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 

1. 随着人工智能系统能力的提升－即评估其在横跨更多样化领域之际，具较高度自主性优化

更复杂目标函数的能力－非预期或非刻意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危险。 

2. 改良未来具更广泛能力的人工智能的安全性可能会有困难。 

3. 研究人员和开发人员在开发和部署愈加自主和有能力的人工智能系统时，将面临一系列逐

渐更复杂的伦理和技术安全议题。 

4. 未来的人工智能系统对世界可能具有像农业或工业革命般规模的影响。 
 
 
五、个人数据与个人访问控制 

数据不对称是个人信息领域的一个主要的伦理困境。 

为了解决这种不对称性，“个人数据和个人访问控制委员会”提出了若干议题和可选建议，以表达

人们的一项基本需求：作为唯一身份的守护者，人们能够定义、访问和管理其个人数据。 委员会

认识到，尽管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任何数字工具都可能被黑客攻击，但是，委员会建议启用一

个人们可以控制他们的自身感觉的数据环境，并提供了工具和发展实践的案例，以消除数据不对

称，推动未来往积极的方向发展。 
 
议题： 

1. 个体如何在算法时代定义和组织他/她的个人数据？ 

2. 个人身份信息的定义和范畴是什么？ 

3. 如何定义”对个人数据的控制”？ 

4. 如何重新定义”数据访问“以尊重个人？ 

5. 如何重新定义“对个人数据的同意”，以使其尊重个人？ 

6. 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分享的数据会被误判为个人不希望共享。 

7. 数据处理程序如何确保访问和收集数据的结果（正面和负面）对个人是明确的，以便用户

在真正知情的情况下选择“同意”？ 

8. 一个人是否能有个性化的人工智能或算法守护者？ 
 
 
 
六、重构自主武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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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传统武器和不以造成伤害为目的的自主系统，以造成物理伤害为目的的自主系统会产生额

外的伦理后果。有关这种自主系统的专业伦理可以而且应该有更高的标准，得到更广泛的关注。

概括地说，“重构自主武器系统委员会”建议技术组织接受如下内容：对武器系统进行有意义的人

类控制对社会有益；用审计追踪机制确保问责制的有效运行，从而确保实现这种控制；创造这些

技术的人了解其工作的可能后果；专业伦理准则能恰当地应对那些旨在造成伤害的武器系统。 
 
议题： 

1. 专业组织行为准则通常存在重大的漏洞，它们据此会忽视持有者的工作以及他们所创造的

工件和介质，这些持有者及其作品都要在同等程度上遵循相同的价值观和标准。 

2. 人工智能、自主系统和自主武器系统等重要概念的定义混乱不清，这阻碍了对关键问题进

行更具实质性的讨论。 

3. 自主武器系统天然地可用于隐蔽目的，且不可溯源。 

4. 有多种方式可以用来减轻对自主武器系统之行动的责任。 

5. 自主武器系统可能具有不可预测性（视其设计和战术应用而定），（机器）学习系统使预

测其应用的问题更加复杂。 

6. 使自主武器系统开发合法化的努力创立了一些先例，这些先例在中期内在地缘政治上具有

危险性。 

7. 将人类监督排除在战场外，很容易导致无意中侵犯人权，以及无意中升级紧张局势。 

8. 自主武器系统有各种各样的直接和间接客户，这将造成一种复杂且令人担忧的扩散和滥用

的局面。 

9. 自主武器系统中的自动化类型天然地鼓励冲突快速升级。 

10. 尚无有关自主武器系统的设计保证验证方面的标准。 

11. 很难理解自主武器系统和半自主武器系统相关工作的伦理边界。 
 
 
 
七、经济/人道主义议题 

旨在减少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人类干预的技术、方法论和系统正在快速发展，并准备以多种方式改

变个人的生活。 “经济/人道主义议题委员会”的目的是找到构成“人类与技术”全球生态系统的关键

驱动因素，阐述其带来的经济和人道主义后果，并指出可以实施解决方案的关键机会，以化解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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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节点的紧张局势。委员会的目的是：就人类及其机构和新兴的信息驱动技术之间的关系中存在

的主要担忧提出一个务实的方向，促进跨学科跨部门的对话，从而更充分地听取专家及同仁就这

些问题方向性的思考。 
 
问题： 

1. 媒体对人工智能及自主系统的误解会迷惑公众。 

2. 人们通常没有从除了市场以外的角度来看“自动化”。 

3. 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时代，就业的复杂性被忽视。 

4. 技术变革太快，现有的劳动力培训/再培训方法跟不上。 

5. 任何人工智能政策都可能会减缓创新。 

6. 世界各地的人工智能和自主技术的发展水平不均衡。 

7. 缺乏对个人信息的访问和理解。 

8. 需要增加发展中国家在 IEEE 全球倡议中的积极代表 

9. 人工智能及自主系统的出现可能加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及其内部的经济和权力结

构差异。 
 
 
八、法律 

人工智能及自主系统的初期发展引发了很多复杂的伦理问题。这些伦理问题几乎总是直接转化为

具体的法律挑战，或者引发出一些困难的附带法律问题。 “法律委员会”认为，这方面有很多工作

需要律师来参与，但迄今为止，尽管是在迫切需要的领域，却很少有从业者和学者参与进来。 律

师需要参与这些领域中与监管、治理、国内和国际立法相关的讨论。人工智能及自主系统为人类

和我们的地球带来了巨大利益，值得律师们深思熟虑地为未来付出努力。 
 
议题： 

1. 我们如何提高自主和智能系统的问责制和可验证性？ 

2. 我们如何确保人工智能是公开透明的，且尊重个人权利？ 

3. 如何设计人工智能系统，以确保受这些系统的危害时可施以法律问责？ 

4. 如何确保以尊重个人数据完整性的方式来设计和部署自主和智能系统？ 
 

这份文件是如何准备的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4rincYQZBHQ-zi32K5KPGEeniOOG-SMHFYWXMYK6vKI/edit�


 
Click here to go back to main China Committee Page 

 
本文件采用开放、协作和共识的建立方法，遵循 IEEE 标准协会的“行业连接”项目程序开展。随着

行业不断磨练和改进其对新兴技术问题的思考，“行业连接”项目旨在促进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合作，

帮助孵化潜在的新标准活动和标准相关的产品及服务。 
 
 

如何引用《伦理准则设计》 

 
请按照以下方式引用《伦理准则设计》第 1 版： 

IEEE 关于人工智能及自主系统的伦理考虑的全球倡议。 《伦理准则设计：人工智能及自主系统

以人类福祉为先的愿景（第一版）》 IEEE，2016. 

http://standards.ieee.org/develop/indconn/ec/autonomous_system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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