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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为使用人工智能立规矩
欧洲议会的决议再次表明了欧洲在数字领域注重道德伦理的态度，欧洲有志于站在伦理的制高点，引导全球人

工智能的发展方向。

  邱静

欧洲议会 10 月通过一项决议，对执法

机构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人工智能提出要

求，呼吁禁止警方在公共场所或者边境检

查中实行大规模人脸识别、禁止使用私域

人脸识别数据库以及根据行为特征进行预

测性监管等。

欧洲议会的决议再次表明了欧洲在数

字领域注重道德伦理的态度，欧洲有志于

站在伦理的制高点，引导全球人工智能的

发展方向。

关注人的数据安全和被滥用

欧洲的人工智能伦理主要关注数字技

术的开发者、制造商和运营商的行为规范，

以最大限度减少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运

用中可能产生的危害。其涵盖范围主要

包括数据隐私、偏见、歧视等产生的各类问

题，近期和中期的担忧是人工智能对工作

和工作场所的影响，长期性担忧关注人工

智能技术达到或者超过人类同等能力时所

产生的影响。

人工智能伦理涉及的方面较多，欧洲

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隐私。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和运

用需要收集和使用大量数据，其中包含个

人信息。大数据中长期保留的个人信息被

攫取和使用的风险较大；机器学习可以帮助

从数据中提取信息、发现新模式，并且能够

将看似无害的数据转化为敏感的个人数据；

通过面部识别软件或对购物、社交媒体的

数据挖掘来识别个体身份；人工智能技术被

大量用于监视和侦查，即使主体对数据拥

有相应权利，但也难以控制训练有素的人

工智能模型……这些都可能导致对个人隐

私和尊严的侵犯。

二是公平。人工智能由人创造，因此

易受人的偏见左右。技术开发人员和用户

的价值观会影响人工智能模型的设计和使

用，导致系统偏差，尤其是相关程序主要反

映特定人群的价值观时，形成偏见和歧视

的现象就会更加突出。人工智能系统会不

断复制和强化这种偏见，从而造成严重的

社会问题，产生深远的影响。

例如，在某些西方国家执法和维护国

家安全的过程中，面部识别技术的运用导

致黑人等特定人群受到不公平对待；在职业

领域，女性更易遭受性别歧视。而且，人工

智能系统尤其是深度学习的系统，一般都

有掌握其运作的“黑匣子”，使得系统运行

的透明度较差，这加深了人们对技术的不

信任，使人们更加质疑其公平性。

三是平等。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简化

业务，较大程度上提高生产效率和能力，增

进企业的效益，使企业所有人获得不成比

例的收益。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可能

取代某些工作岗位，导致部分人群失业或

者收入快速下降，收入差异化现象会更加

突出，就业结构呈现两极化趋势，加剧社会

不平等问题。

此外，技术逐渐成为一种支配性甚至

垄断性的权力。人工智能的发展让谷歌、脸

书（元）、苹果、亚马逊等数字大公司拥有更

强大的技术能力，获取更多的数据和市场

欧洲的人工智能伦理主要关注数字技术的开发者、

制造商和运营商的行为规范，以最大限度减少在人

工智能技术发展和运用中可能产生的危害。

10月 25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中左）在圣埃蒂安市视察一家智能机器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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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对此人或者其他人形成身体或精神上的伤害；公

共机构进行社会评分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能造成部分

人群受到不公平待遇。

此外，原则上禁止出于执法目的在公共空间使用

实时远程生物识别系统，如面部识别系统。但一些特

殊情况除外，如紧急寻找失踪儿童等。

其次，对高风险严格管理。提案将可能发生高风

险的领域分为关键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出入境等八

类，并且强调所有远程生物识别系统都具有高风险。

提案明确存在高风险的人工智能技术在投入市

场之前应当履行相关义务：具有完备的风险评估系

统，采取风险管理措施；向系统提供高质量的数据集，

检查可能存在的偏见，以规避风险和防止歧视性结

果；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尽量降低安全风险；完成提

高透明度的相关义务，例如向用户提供清晰、准确和

份额，从而巩固市场垄断地位、集聚更大的私权力，

导致贫富差距及更加严重的社会撕裂。

四是安全。人工智能的安全因素在于其形成的

风险具有不可预知性，亦即难以准确预估和应对不

确定性导致的安全问题，比如设计漏洞、设计不当引

发的安全风险，操作不当、恶意使用引发的安全问

题，等等。

深度学习可以不断提升人工智能系统的能力，

但自我提升的过程容易形成新的安全风险，使不确

定性持续存在，尤其是超级人工智能不能自主有效

应对各类不确定性因素。此外，人工智能技术一旦被

恐怖组织或个人获取和掌握，以及被用于战争，会给

整个人类带来致命的危害。

相关立法循序渐进

在规制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方面，欧盟走在了前

列，尤其密切关注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各类问题，并

且率先制定出相关规则。

2018 年生效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被称

为史上最严格的数据保护条例，它明确了数据主体

所享有的知情同意权、遗忘权、可携带权等，规定了

数据控制者和处理者的责任和义务，设立了数据保

护官，增大了处罚力度。人工智能的设计和运行需要

获取大量数据，都受到该条例的有效约束。

同时，欧盟委员会于 2020 年 2 月发布了《人工

智能白皮书——欧洲追求卓越和信任的策略》，提出

希望建立卓越和可信任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2021

年 4 月 21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立法提案——《欧

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制定人工智能统一规则（人工

智能法）和修订某些欧盟立法的条例》（以下简称“人

工智能立法提案”），以期通过建设可信人工智能，获

取全球伦理规则制定主导权。

人工智能立法提案经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审

议通过后将成为欧盟的法律，其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实行分级管理。根据系统的功能和用途，

将人工智能应用风险分为不可接受的风险、高风险、

有限风险和低风险四类。

对公民的安全、日常生活和基本权利构成严重

威胁的，属于不可接受的风险。例如，人工智能系统

通过潜意识技术扭曲人的行为或者利用人的弱点，

美国智库数据创新中心的报

告指出，规范欧洲人工智能

的新法律可能给欧盟在未来

5 年内造成 31 亿欧元经济

损失。

11月 1日，葡萄牙里斯本市长卡洛斯·莫埃达斯在2021年网络峰会开幕现场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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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信息，做好记录存档工作以确保结

果和过程可追溯，及时提供系统运行及其

目的的相关信息以供监管当局查询。

再次，对有限风险提出透明度要求。除

对高风险系统提出严格的透明度要求外，

提案还明确透明度义务适用于某些风险较

低的人工智能系统，例如与人类交互的人

工智能系统、情感识别或者生物特征分类

系统、深度伪造技术等。

最后，明确监管部门和处罚要求。提

案指出，可以成立欧盟人工智能委员会，委

员会负责监督新规则的实施和相关标准的

制定，并且协调成员国行为、促进成员国分

享实践经验。

在处罚方面，针对不同情形设定了相

应处罚力度。例如，明确在开发或者使用

高风险的人工智能系统中，如果违反相关

规定，将处以高达 3000 万欧元或公司全球

年度总营业额 2% 至 6% 的行政罚款。

全球影响

欧盟出台了数据保护法律，并即将出

台人工智能法律。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

时代，欧盟的立法将对欧洲的人工智能设

计和应用产生影响，也将在某种程度上引

导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方向。

一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欧洲的人

工智能创新。

2021 年 1 月 25 日美国信息技术与创

新基金会发布的报告指出，欧洲的人工智

能仍然落后于美国和中国。为改变落后局

面，欧盟及欧洲各国进行了大量投资，但是

欧洲一直将权利保护与道德伦理作为优先

价值选择。《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提高了

个人数据保护水平，但严格的规定也给企

业增加了相当的负担，具体监管上也存在

困难。

有专家指出，欧盟委员会的人工智能

立法提案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企业创

新；美国智库数据创新中心的报告指出，规

范欧洲人工智能的新法律可能给欧盟在未

来 5 年内造成 31 亿欧元经济损失。

二是增大了其他国家的企业进入欧盟

市场的难度。

欧盟的法律规定将导致人工智能研发

成本上升。同时，立法提案明确了适用范

围包括为欧洲提供人工智能系统或服务的

全球各类经济体，进口商必须确保外国供

应商已经执行了适当的合规评估，符合欧

盟法律相关规定，这些严格规范会增加他

国企业进入欧盟市场的难度、提高成本，相

当于给欧盟市场筑起一道藩篱。

三是有助于欧洲巩固其占据的伦理制

高点和规则主导权。

基于制定规范的能力、欧盟市场的规

模效应以及形成的道德引导力，欧盟制定

的规则常常具有“布鲁塞尔效应”，能够影

响其他国家的规则制定。例如，《通用数据

保护条例》成为数据保护的范本法律，被很

多国家借鉴。而欧盟即将出台的人工智能

立法注重伦理建设、权利保护以及风险防

范，充分体现了欧洲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符

合全球对于人工智能发展不确定性的担忧

状况。而且相关规范具体、合理，可能再次

引领全球数字领域立法的发展方向。

同时，基于价值理念上的差异与鼓励

创新的考虑，其他国家可能会更加注重在

伦理、权利与自由创新之间寻求平衡，避免

损害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四是将实质性提高人工智能的道德性

和安全性。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及其带来的全球

影响较大程度上提高了数据保护水平。欧

盟人工智能立法提案明确了分级管理体

制，禁止某些人工智能技术，对高风险人工

智能的开发和应用提出了合规要求，并设

置处罚规定。

立法使一些道德伦理上的要求转化为

具体规范，并且具有了法律约束力，可以促

使人工智能设计和应用充分体现伦理要

求，有效保护个人权利，尽力防范各类风

险，从而引导技术向善，避免给个人和社会

带来危害。

五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监管政策的

实施。

由于人工智能的重要性和存在的潜在

风险，大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都较为重视

道德伦理、权利保护和安全问题，并形成了

一些提议，但基本上还停留于研究和号召

层面，形成了一些原则性内容，而欠缺具体

规范，也没有具体落实。对欧盟的人工智

能立法，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其他国家和国

际组织也会逐渐落实相关提议，开启立法

议程并保障规定的实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

治研究所副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