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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被谷歌机器人AlphaGo打败，这一事件

的发生，让“人工智能”这一词彻底走进大众视野。自其诞

生以来，社会各领域就对人工智能抱有广泛关注，在这五十多

年中，人类不断进行探索、研究及创新，取得了不朽的成绩，

各个国家也都将人工智能的发展放置在了重要发展战略的行列。

2017 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发表，世界人工智能

大会于2019 年 8 月底在上海世博中心成功的举行，这无一不表

现出世界各领域对人工智能的重视。

1  人工智能的起源、发展及应用

1.1人工智能的起源

人工智能，简称 A I 。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人工智

能”被正式提出，这不仅标志着一门新学科的产生，也标志着

人类社会进入到了一个发展更迅速的电子时代。而我们怎样用哲

学领域的研究方式去对待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也是目前的重要问

题。那么，究竟何为“人工智能”？ 其核心本质是对人脑进

行模拟，延伸人类的智能。图灵在1977 年提出，所谓人工智

能，就是怎样来让计算机去完成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是只有人

类才可以做的智能化的工作。所以，我们可将人工智能总结为

研究人类智能活动、建构具有人类某些特性的智能化的会说、会

听、会看、会学习、会思考、会行动的机器的学科。

1.2人工智能的发展

人工智能历经五十多年的磨砺，其历程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为初步发展期。这一时期，人

工智能初次使用，就有了一些卓越的成效，人的部分脑力劳动可

以用机器进行替代，例如跳棋程序等，尽管只是简单的呈现，但

却是一记响亮的炮声。

第二阶段：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为反思发展期。

这一时期，处于初步阶段的人工智能，被揭发出推理能力不足，并

且机器翻译笑话百出，这致使人工智能发展滞后，进入了低潮。

第三阶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为运用发展期。

这一期间，人工智能自专家系统的问世后开始转向了实用领域。

譬如，DENDAL化学专家系统、MTCIN医疗专家系统等。但随后其

多项研究发展缓慢，专家系统发展松弛发力，与实际情况差距显

著，进入了低迷时期。

第四阶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为稳步发展期。

这一时期，各个国家对人工智能的资金投入逐渐加大，人工智能

在互联网的发展下不断进行创新以及更加适用实际。随着“深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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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胜利，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提出了“智慧地球”的说法，这意味

着人工智能取得了里程碑式的发展，我国也提出了“感知中国”的

说法，人工智能的黄金时期也接踵而至。

第五阶段：二十一世纪以来至今为蓬勃发展时期。科学技术

的跨越式发展使得计算机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大数据时代的蓬勃

发展带来了人工智能的飞速前进，互联网+以及云计算等等一系

列科学技术大跨步的向前迈进。人工智能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

活的各个领域。

1.3人工智能的应用

人工智能不是自然发展的产物，而是用来代替人的部分脑力

劳动的产物，从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人类为

满足自己需要而创造的，换言之，是生产力到达一定的程度，应

运而生的产物，这也就进一步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时代

特征、顺应时代发展的，是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结起来的。人工智

能的不断发展，在减轻了人类的劳动的同时，也成为了一个重要

的工具去使人类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当前，人工智能受计算

机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影响，在诸多领域都有不俗的成绩。人工

智能涉及学科范围较广，包含哲学、心理学、科学技术等众多学

科门类。

人工智能在实际生活中普遍应用的例子不在少数。例如，

2016年5月，在电子博览会CES Asia上宝马、奔驰、雪弗兰等汽

车品牌纷纷展示了无人驾驶技术，这是传统汽车与互联网技术相

互合作的完美展现。在2017年，德国颁发了全世界第一个有关无

人驾驶汽车的法律。再例如，百度旗下研制的小度智能音箱，作

为虚拟助理，进行对话式交流，满足了家庭基本服务及娱乐需求；

各个银行大厅办理业务的智慧机器，也为办理业务人员提供了方

便；甚至于我们使用的智能手机，都在向我们展示着人工智能的

累累硕果。人工智能在稳步前进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哲

学的创新精神。

2  人工智能的哲学意义

人工智能的哲学意义已形成了具体的理论体系，在各个方面

都有所展现。这里主要从认识论、辩证法、科技观三方面具体分

析人工智能和哲学的关系及影响。

2.1人工智能对认识论的影响

从哲学意义上讲，纵观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得知

社会各界对其认知基本正确。有一个相对正确的、客观的认知，人

工智能才能迅速发展，才能建立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各个相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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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人工智能的产生和快速发展，促使了对认识论的更深层次的

探讨。基于此，一方面，人类对世界的认知的渴求，会对其技术

的发展与创新有更高层次、更全面、范围更广的要求，从而使得

人工智能技术在多个畛域全面发展，涉及更多门类的学科；另一

方面，相对来说，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也会随着人工

智能技术的精进而越发得到提高，它为人类认识人类自身、认识

世界和改造世界贡献了更高效的工具，有助于人类进行更清晰的

主体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

认识论更深层次的探讨研究也依赖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

智能的发展对与社会发展有很大的价值，尽管其作为人脑的延伸，

在某些畛域甚至超过了人的思维，但是却并不能代替人脑，也无

法达到人类的思维水平，人工智能所拥有的只是作为机器的思维，

是被程序计算过了的，是靠固有的思维模式来运转的。尽管如此，

人工智能作为“中介”，延伸了认识论的探究范畴，例如人造卫星、

登月探险、星系解密都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所以说，人工智能

的发展，对于人类的认知能力和范围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2.2人工智能促进辩证法的发展

唯物辩证法中关于矛盾的观点对于人工智能也是非常重要的。

矛盾的普遍性原理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并且贯穿于

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而谈到人工智能，首先必须弄清楚主客体

之间的相互关系。遵循历史发展轨迹和客观规律发现，人工智能

是主客体间长期发展的矛盾的产物，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这种

技术甚至可以读取人脑的数据，了解人的思维，这对于应用医学、

刑侦学无疑是锦上添花的，但我们也要反思，这样一来，人类之

间就没有了隐私，思维隐私就会遭到泄漏，这是极其危险可怕的。

人工智能带来的社会进步是众所周知的，这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路

程，但针对于人脑数据的读取这一现象，却是属于伦理道德问题

了。谷歌公司也在2014年设立了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以此来规

范某些不道德行为。

我们务必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人工

智能的发展过程。首先要找出矛盾、承认矛盾，然后分析揭露矛

盾，最后找到更恰当的途径去解决矛盾。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

中，要始终坚持人的主体地位，任何技术下的成果都只是客体。所

以，千万不能颠倒人类和人工智能的主体、客体的关系，否则人

工智能最终将会步入歧途，带给人类社会巨大的危害。在人工智

能发展中，必须树立“为全人类服务”的主旨，坚持使人类社会

朝着更好的发展迈进。

2.3人工智能和科学哲学的相互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就目前的发展，可以说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最显

著的科学成就之一，也是新时代引领发展潮流的主力军，这也再

一次证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正确性。科学哲学和人

工智能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并且二者在发展过程中

越来越紧密。尽管人工智能在其发展的五十多年来硕果累累，但

理论体系并不完善，科学哲学也为其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指引

了方向，让人工智能也成为理论和现实相辅相成的学科。另一方

面，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推动着科学哲学更深层次的思考与探究，

例如机器人的问世及其更加拟人化的发展，都成为社会各界关注

讨论的热点，并且引发了大量具有哲学争议的问题。

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为从事科学和哲学研究的人提供了更优越

的研究工具和研究领域。科学技术的每一次发展，都证明了科学

和哲学两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相互依存的，两者的发展都是以人

类为主体，使人类处于更加优越的生存环境之中。所以说，只有

人工智能和哲学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两者才会进入一个如火如

荼的新世纪，进入一个创新发展的新时代。

3  人工智能的影响及具体问题分析

人工智能是人类为满足自己需要而创造的，它是人类智能发

展的产物，那么，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人工智能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作用究竟怎样？这是以下所要

具体分析的问题。

3.1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关系问题

自“深蓝”打败世界冠军开始，人类就在一直争论，电

脑和人脑哪个更胜一筹？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谁的发展会超越

另一方？人工智能会不会成为将来社会发展的主体？针对于这

些问题，哲学界和科学界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提出两个相悖的观

点：即人工智能最终会超越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永远不会超越

人工智能。

物理学家斯蒂芬·威廉·霍金，曾经对人工智能有这样预言：

“未来人工智能也许会是人类的终结者！”他提出，人工智能会以

“进化”的状态不断改善自我，适应时代，从而对未来人类社会造

成威胁，人类很有可能控制不了人工智能，而人类受生物进化论

的局限，最终被取代，甚至被统治。虽然这种说法，离我们当前

的现实的情况甚远，但也要引起重视。

其实，人工智能从一开始就只是人类智能的展现，它是依

赖于人类智能的成果，这就设定了人工智能是不会超越人类智

能，甚至是取代人类智能。人类始终将人工智能的发展限定在

可控的畛域之中，或者能够控制人工智能机器的自我意识的产生

和进化，这才是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长久发展、持续发展的必由

之路。这也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长久之路。

3.2人工智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工智能及其相关畛域的广泛运用为社会创造出了巨大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利益。例如，无人驾驶汽车、智能机器人、人工智

能+5G、人工智能+医疗等产业的发展，这些都归功于人工智能的

创新发展。我国政府也极其注重人工智能技术及其相关畛域的推

进，将其列入了国家战略发展行列。人工智能也推进相关产业的

共同发展，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在2018年的人工智能市场占

有超过了350亿元，到2020年，市场占有将预计超过500亿元。

毫无疑问，这都归功于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2019年，在南京举

行的中国人工智能峰会（CAIS），正式公布了人工智能示范园，这

是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历程中标志性的建设。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

发展，在使得相关产业繁荣发展的同时，也为社会和人类创造出

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利益。

3.3人工智能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科技的快速发展带给社会的效益是彰明较著的，人工智能很

多畛域都有联系，不是单独的个体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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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更好地为人类做贡献，推动社会的协调发展。当前，人工智

能不仅使得人们传统的观念发生变化，而且也推动了社会生活的

深刻变革。

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程度，各类人工智能技术的普遍运用，

是我们始料未及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最明显的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代替了一部分人类的脑力劳动和

体力劳动，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恐慌，例如无人超市的建立，工

业机器的大力应用，智能机器建造房屋等等，都势必会导致相

当一部分人失业，这也是国家和社会极其重视的现实问题。

诚然，人类便利的社会生活依赖于人工智能，其也令人们

的生活和工作更加快捷高效。但相对来说，人类愈发依赖于人

工智能，不仅导致自身独立思考的能力减弱，甚至转变了固有

的思维方式，例如当代人类的“手机控”，离开手机就什么也

做不了的情况比比皆是。这时候，人类就被机器随意支配，人

类某种程度成为了机器的奴隶，人的主体地位将会改变，这当

然是我们不愿看到的。

4  如何正确看待人工智能的发展

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深远发展，人工智能有了现在不菲的成

绩，但从其发展历程来看，其发展之路还是荆棘丛生的。如何

让哲学的理论基础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坚实的后盾，并为其更好的

指引发展方向，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以及现实意义。正确看待

人工智能的发展，要力求科学技术和哲学相互促进、共同繁

荣，才能使人工智能更好的为人类、为社会、为自然界的深远

发展提供动力支持。

我们要时刻保持着一种科学的哲学态度和严谨的哲学思维去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发展及应用。人工智能还位于发展

变化的过程之中，未来也会遇到意料不到的挑战，但正如“祸

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所说，挑战并行着机遇，正确

面对人工智能所处的阶段和地位，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

的关系，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科学技术。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是符合当下时代和社会发展的，我们应

该紧紧抓住这个机遇，以哲学的理论基础为指导，用客观的、

正确的眼光看待人工智能。不因人工智能带来的生活便利、经

济效益、物质财富等而过于推崇人工智能的作用，对其“封

神”，也不因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的细微错误对其全盘否定。

只有朝着正确的战略方向稳步前进，才能实现哲学和人工智能、

人类智能的蓬勃、繁荣及昌盛，只有哲学思想和科学技术齐头

并进，才能适应当前世界形势和复杂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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