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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与社会发展研究

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伦理周期
———以 ChatGPT 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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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推动技术创新突破性应用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社会伦理风险: 隐私暴露

与信息安全控制风险; 虚假信息派生所带来的信息传播风险; 算法偏见所带来的决策和政策风险以及责任

界定模糊风险。运用“索洛悖论”理论，将伦理进步看作是科技创新投入的增函数，可以发现生成式人工智

能对伦理推动的“技术创新索洛周期”。基于此，要跨越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风险鸿沟”可以采取以下对

策: 健全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规制，推动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加强平台监管，完善流程标准化管

理，规范保障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发展; 落实优化生成式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环境，探索更多行业重塑的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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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ChatGPT 的出现标志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对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广泛而

深刻的影响［1 － 2］。但随之而来出现了一些新型犯罪方式，如盗用私人信息和生成人脸诈骗、利用系统

漏洞非法获取相关服务器所属企业的支付密钥等伦理问题迅速引发全球范围内的关注和担忧。2023

年 3 月 30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发表声明，呼吁各国尽快实施该组

织于 2021 年 11 月通过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旨在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设立伦理标准以

最大限度发挥人工智能优势，降低其带来的伦理风险①。

如何看待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引发的社会伦理道德冲突? 针对这一问

题学者们已开始关注［3 － 5］，但缺少经济学理论层面的解释。事实上，基于现象的研究与溯因逻辑在问

① 见 https:∥www． chinadailyasia． com /article /323365。



98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1 期

题解决方面尤其有效［6 － 8］。因此，从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引发伦理困境这一现象出发，追溯生成式人

工智能与社会伦理的发展规律，对提出和实施符合人类价值观的解决方案、规范引导“生成式人工智

能”科技更健康、有序地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根据索洛悖论，技术创新从出现到效用的显现存在技术扩散周期，即在新技术创新初期产出不会

出现增长效应，相反还可能出现一定程度上的下滑。这是由于新技术的采纳和应用效果具有一定的

时滞性，技术创新效应具有“U 型”特征。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 1 项颠覆性创新，具

有里程碑的意义，因技术创新的“索洛悖论”特征，我们可以推断其推动的伦理进步也应该遵循类似的

发展规律，即存在技术创新伦理周期。这一过渡期既是技术的升级更新、监管和约束机制及时补位和

调整的过程，也是公众科学素养提高的过程。但在技术应用初期，部分人会利用技术创新周期与滞后

的监管体系这一漏洞实施不道德行为，引发伦理困境。基于此，本文以 ChatGPT( Chat Generative Pre-
trained Transformer，生成式预训练语言转换器) 应用为例，首先梳理了其技术创新效应以及公众对可能

出现的伦理问题的担忧，在此基础上讨论以下几个问题: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否存在技术创新伦理周

期? 若是，本文的目的是: 以具有代表性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 ChatGPT 为研究对象，提出其遵循

“索洛悖论”的发展规律，进一步将伦理进步看作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科技创新投入的增函数，提出

ChatGPT 对伦理的促进作用同样具有“U 型”特征，当前应用过程暴露的伦理问题是“技术创新伦理周

期”的阶段性特征，是技术创新周期与系统性规范体系动态演进过程的正常现象，为公众辩证地看待

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提供参考，并就如何推动此类科技进步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提出建议。

二、ChatGPT 技术创新的伦理风险

( 一) ChatGPT 的技术创新效应

ChatGPT 是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聊天机器人。基于大型语言模型并利用全球公开数据集开展深

度学习训练，ChatGPT 能够采集多种情境下的语言模式，在几秒内理解用户输入的对话式指令并给出

交流式的高质量反馈。与已有的人工智能技术相比，ChatGPT 不仅可以“理解”人类自然语言，“记住”
训练期间获得的大量事实，还可以基于“记住”的知识生成高质量的内容，几乎在任何需要处理和理解

自然语言的领域都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具有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活力的潜力［9］。

其一，ChatGPT 凭借其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提高了生产效率。ChatGPT 以直观、友好的方式

处理和响应用户问题，并根据用户查询的上下文内容生成类似人类的响应，自动化完成相对常规、耗
时的翻译、起草电子邮件、撰写简历、编写计算机代码、检查程序等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对人的

依赖性降低，可以更少的人完成相同的工作，服务将变得更便宜，消费需求可能会扩大，有助于推动就

业和提高生产力。
其二，ChatGPT 利用大型语言模型和非结构化数据优化现有模型，大大提高了反应时效性和模型

预测靶向性。ChatGPT 的本质是基于深度学习框架的大型神经网络模型，具备预训练语言模型( Pre-
Trained Language Model) 和上下文学习模型( In-Context Learning) ，可用于全球范围内的数据、知识和

技术资源的输入模型训练，其中上下文学习模型嵌入了思维链提示和指令微调的新技术。通过对现

有模型和算法进行质量校正和模型优化，可以加速知识迭代和提升预测准确性，减少效率损失［10 － 11］。

在教育行业，ChatGPT 能够将复杂的科学理论和概念提炼成简单的语言，增强学生的理解记忆能力。

在生成完整解决方案的基础上，将复杂问题分解并构建任务解决流程。ChatGPT 还可以评估学生作

业或论文中的表现并提供反馈和建议，既可以提高教师评估学生和学生自我评估的效率，也有利于跟

踪学习、消除知识短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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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ChatGPT 与其他要素投入互补，赋能产业发展和衍生新兴关联产业。从技术发展来看，

ChatGPT 相关的隐私计算、实时计算、硬件变革等技术发展推动了大数据技术和产品的升级迭代。其

利用大型神经网络和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GTP) 从全球范围内的数

据、知识和技术资源( 包括文章、社交媒体海报、论文、计算机编程代码和电子邮件形式的非结构数据)

中提取信息，“喂养”数据来源广泛，能够满足用户多元化需求和兴趣。相应地，ChatGPT 既可以引入

数据、算法等新要素形成部分新的高效率产业，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又可以与现有技术、产业形成互

补，实现跨界融合地应用，提高技术效率［10］［13］。如夏克德和惠特尼通过一项在线实验研究了 ChatG-
PT 的生产力增长效应，将特定职业的激励写作任务( 撰写新闻稿、简短报告、分析计划和精致的电子

邮件等) 分配给 453 名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员，并随机安排一半的被试使用 ChatGPT 作为辅助工

具。结果显示，与控制组相比，使用 ChatGPT 的被试平均花费时间约减少了 40%，任务完成质量提高

了 18%。ChatGPT 结合专业知识明显有助于激发行业发展的新动力。［14］

( 二) ChatGPT 的伦理风险

ChatGPT 的应用引起人类社会的深层次变革，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无限的机遇与可能。但

与此同时，其大规模式自传播很快引发了各界关注与担忧，核心焦点之一就是可能引发的伦理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隐私暴露与信息安全控制风险

ChatGPT 收集和处理数据时，未征得用户授权，或者超范围使用，存在个人信息和隐私泄露的风

险，使得一些违法分子有空子可钻。其一，用户隐私信息暴露风险。ChatGPT 的监督策略模型训练数

据来源包括用户的输入数据。在使用 ChatGPT 进行聊天时，用户可能会无意识地提供额外的私人信

息，这都可能被收集自循环用于进一步训练模型。用户享受其便利的同时，也面临隐私暴露风险。其

二，版权纠纷风险。ChatGPT 中大多数生成模型都是在未经许可或无偿的情况下从互联网上收集材

料进行训练的，数据来源广泛，包括诗歌、法律文件、自然对话、博客和电子邮件等，这些数据不可避免

地包含了受版权保护的信息，因此，ChatGPT 生成的回答存在过多地引用他人工作，或者未经许可保

留训练数据集中于特定作品的知识隐患。其三，网络犯罪安全漏洞。ChatGPT 应用场景广泛、操作简

单、可定制性强，基本上可以让零编码技能的人成为网络罪犯，大幅度降低原本需要分工进行的链条

式犯罪的难度。一方面，ChatGPT 可以帮助黑客和网络犯罪分子发现网站上的安全漏洞，更快更容易

地生成网络攻击脚本。另一方面，ChatGPT 允许零编码技能的人开发恶意软件，从编写令人信服的网

络钓鱼电子邮件到编写恶意代码，再到规避常见的网络安全检查，这为潜在的诈骗者、跟踪者、间谍、

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2． 虚假信息派生所带来的信息传播风险

ChatGPT 利用“反馈式强化学习”技术吸收用户的反馈进行机器训练，能够满足用户主体的多元

化请求。但是 ChatGPT 有时也会给出似是而非但不正确的答案［15］，为错误信息的传播和泛滥提供了

可能［5］。ChatGPT 生成的答案存在事实或逻辑错误的风险。事实错误可能是由于训练数据本身存在

错误或噪声［16］。首先，ChatGPT 的训练数据来源多元化，包括但不限于诗歌、自然对话、博客和电子邮

件等，这些数据并不要求逻辑严谨或符合科学规律，数据源头本身可能存在错误。其次，ChatGPT 实

现向人类看齐的能力依赖于手动标记和分类数据的质量，目前它还没有能力在人工标记之外自动区

分和确认模糊的数据。如果出现人工操作失误导致不恰当的内容过滤不当，那么它很有可能会输出

错误信息，这给 ChatGPT 在真实场景中的应用带来了不可信赖的障碍［15］。再次，数据驱动的深度学

习模型的内部逻辑和机制仍然是“黑匣子”，关于为什么会产生当前答案的猜测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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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证伪。最后，ChatGPT 训练集的知识仅限于 2021 年 9 月之前的信息，这意味着任何在该日期之后发

生的事件或新知识都不会被模型完全理解和处理，这可能导致部分结果存在偏差［17］。ChatGPT 产生

的错误信息，会误导网络弱势群体( 如老人、妇女、儿童、数字素养有限的个人等) 和虚假信息的广泛传

播。例如从浙江绍兴警方摧毁的一个利用 ChatGPT 制作虚假视频获取流量的团伙案件可以看出，该

团伙利用 ChatGPT 自动生成“脚本”和相关视频素材后一键生成有音乐、字幕的“上虞工业园区发生火

灾”虚假视频，短时间内视频浏览量迅速攀升，给当地造成不小的影响①。尽管目前提出的技术( 工具

形成器和插件②) ，可以部分缓解事实错误的问题，并且已经展开了大量的工作，但在各项作业和领域

中的有效性仍需不断的观察和探索。
3． 算法偏见所带来的决策和政策风险

开发大语言模型的一些信息存在性别不平等、种族歧视、文化偏见等。开放人工智能( OpenAI) 公

司在决定公开发布 ChatGPT 时，试图通过两种方式避免和过滤敏感类话题的传播: 一是将数据库限制

在 2021 年以前; 二是采取筛选模型训练模式和训练文本。但实际上，过滤功能的实现需要特定的员

工给敏感文本贴上标签，因而 ChatGPT 的训练数据中仍嵌入如特定文化的优越性等偏见或想法，存在

加剧性别不平等、种族歧视和文化偏见的风险［18］。
4． 责任界定模糊风险

基于深度学习框架的大型神经网络模型，ChatGPT 的工作原理和运行机制是不透明的，将引发不

可解释问题以及责任主体认定模糊风险。“黑箱效应”使得用户很难理解系统是如何做出决定和产生

答案的，也不清楚是谁要对生成数据的准确性负责。这引起各界关于 ChatGPT 的法律人格与生成内

容认定的探讨［19］。例如，在学术创作中，部分学者认为可以根据其重大贡献将 ChatGPT 类人工智能

列为共同作者并明确其工作内容［20］。《自然》杂志则提出相反的观点，原因在于，任何作者的归属都

带着工作的责任，而人工智能不能承担这种责任，因此没有任何人工智能工具将被接受为研究论文的

作者。但是如果研究人员在论文写作中使用了人工智能工具，应在适当的部分记录使用情况，保证研

究方法的透明度。还有部分观点认为科研人员不应使用 ChatGPT 撰写科学研究的任何部分，但是可

以在人类监督下使用，以确保科学工作的完整性和原创性［21］。

三、ChatGPT 的技术创新伦理周期: 基于“索洛悖论”视角的解释

( 一) “索洛悖论”理论及其应用

1． “索洛悖论”理论

“索洛悖论”指信息技术的大量应用却未带来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在统计数据上的增

长［22］，其实质是 1 项技术创新从应用到效用显现存在过渡期。自“索洛悖论”提出以来，学者对其存

在性［23 － 24］、发展脉络、产生原因［25］，在不同层面的表现及跨越路径［26］进行了探索性的总结与梳理。

就信息技术革命呈现的“索洛悖论”发展规律，多数观点支持“索洛周期”时滞效应假说，即信息技术

与以往的技术革命一样具备提高生产率的潜能，但是这种潜力的显现需要一段时间［27］。从信息技术

的生命周期角度理解: 信息技术与经济增长呈“U 型”关系。整体上，信息技术对于效能的提高具有促

进作用，但随着技术生命周期的演进，关系的强度也会随之变化，表现为: 在技术引入阶段高度不稳

①

②

见《绍兴警方侦破利用 ChatGPT 技术团伙制作虚假视频案》，中国新闻网，2023 － 07 － 05，https: ∥www． chi-
nanews． com． cn /sh /2023 /07 － 05 /10037095． shtml。

见 https:∥openai． com /blog /chatgpt-plu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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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增长阶段为强正，成熟阶段为弱正，下降阶段为负。还有部分学者将技术革新与经济增长效应的

“时间差”归因于统计学上的测量误差［28 － 29］和管理不当导致的资源效率低下［29］。随着新一代信息技

术时代的到来，有学者考察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对生产率的贡献。陈楠和蔡跃洲回顾了中国省域

面板数据，发现人工智能技术仅对经济增长规模产生了促进作用，对增长速度和效率提升并不显著，

呈现新“索洛悖论”特征。［30］

2． “索洛悖论”的延伸解释力

有学者通过改变解释变量或被解释变量，将“索洛悖论”应用于各个行业领域，对其内涵加以延伸

和补充。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或不同行业层面，“索洛悖论”被证实广泛存在，但存在差异。大部分

制造业企业的研究都支持了悖论的存在［31］。例如方颖和余兴锦基于“索洛悖论”的研究视角，以数字

化投入作为自变量，行业减污降碳效果为因变量，采用赫克曼( Heckman) 两阶段选择模型分析了数字

经济对产业绿色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投入对碳排放和污染排放存在非线性影响。
究其原因，是样本期内数字基础设施行业的数字化投入的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存在数字经济外部

性的滞后效应［32］。农业则比较复杂，农业领域的研究认为数字技术对农业生产率有贡献，但这与资

源禀赋的现存差异( 如是否为粮食主产区、是否为旱地区域以及农户的收入) 有关［33］。而服务行业因

经营主体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不足，导致信息通信技术( ICT) 与经济效率之间联系不显著，比如旅游

业［34］。在公共服务行业，警察部门由于自身的组织灵活性较低、无法根据技术进步及时动态调整自

身的管理构架，使得信息技术对警察部门生产力( 以犯罪率和警察部门清除犯罪的百分比作为衡量标

准) 的影响很小［35］。

近年来，学者将这一理论引申为解释具有“索洛悖论”现象即技术创新的“产生周期”的工具。孙

毅等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绿色创新的影响时发现: 整体上，数字化技术对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具

有推动作用，但创新激励效用的显现存在“形成周期”，即数字化转型存在“索洛悖论”。对此，可以从

内部管理和融资约束两个方面进行理解: 一是新技术的应用需要相应的组织转型，这是一个旧的组织

管理与新技术产生摩擦、不断调试并最终整合的过程。二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初期，初始投资远远高

于其边际效益，数字化转型在企业业绩或增长方面直接的盈利效应尚未充分显现，由于信息不对称

性，金融机构通常不愿意为其提供高额的融资服务。同时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了额外的融资需求，

挤出了企业有限的资金，导致更高的利息成本，加大了企业的融资约束。［36］上述研究结果说明，一项

技术创新带来正的外部性显现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滞后期，内在逻辑在于: 除了技术创新本身存在周

期外，创新还需要与之匹配的孵化条件。［37 － 38］杨帆和王满仓从研发投入扩大技术前沿差距，表现出

“索洛悖论”特征这一现象出发，以中国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研发

投入需要与之匹配的人力资本配套才能实现对前沿技术的追赶，研发投入与人才的错位会导致技术

追赶效应具有时滞性。［39］直到今天，“索洛悖论”依然是学者关注和争论的焦点，虽然各行业特征不

同，结果呈现部分差异，但基本达成一个新的共识，即创新技术转化成生产率等正的外部性需要组织

形态、生产关系等配合。

技术进步将推动人工智能伦理的发展［40］，基于已有文献与人工智能伦理发展现实条件的考量，

我们认为 ChatGPT 对人工智能伦理推动也应该同样具有“技术创新伦理周期”特性，即生成式人工智

能对社会伦理的促进作用也会具有“U 型”特征。当前隐私暴露带来的信任危机、算法不成熟导致的

片面信息传播风险属于应用初期客观上需要面临的阶段性特征。接下来参考现有研究，以“索洛悖

论”为分析工具，ChatGPT 为自变量，伦理发展为被解释变量，将伦理进步看作是科技创新投入的增函

数，对上述问题做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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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ChatGPT 的伦理“索洛悖论”
1．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与以往的技术创新的异同

历史上出现过多次重要的技术变革，进入 21 世纪以来人工智能技术得到蓬勃发展。多数学者认

为，当今世界已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并称之为工业 4． 0。与以往的工业革命不同，人工智能技术可

以给机器赋予智能，在许多方面替代人类劳动，可能会改变人类和机器在生产生活中的角色，如有的

餐厅开始利用传菜机器人为顾客送菜。很明显，人工智能将在更大范围替代人工劳动。2022 年以来，

ChatGPT 的出现标志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目前它在许多行业已经被证明是有巨大价值的

工具，有望掀起新一轮的革命。其能够实现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自动化内容创建，彻底改变了众多行

业的生产范式。ChatGPT 具有使用便捷，技术投入不确定性和长期性，知识边界管理、伦理风险规避

等方面的可预测性较低，满足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典型特征，因此，ChatGPT 将在总体层面和不可预测

的未来发展上产生跳跃式革命［1］。但同时，从技术进步的本质看，ChatGPT 的发展是机器代替人类劳

动传统的延续。
2．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索洛悖论”
发电机和蒸汽机从出现到其技术创新效应的显现分别经历了 40 年和 20 年，信息通讯技术也不

例外，不过时滞期大大缩短，约为 10 年时间［41］。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技术迟延，时滞的存在说明技术

扩散及其经济效应显现需要合适的框架条件。除了内在技术成熟度，它还受到外在信息技术基础设

施、人力资本、管理实践及配套的监管机制等约束［25］［42］。

那么，ChatGPT 发展是否同样遵循“索洛悖论”? 作为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之一，ChatGPT 符合

“通用目的技术”特征［43］，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变革性力量。但同时，其作用的发挥不是无条件的。

一是实现大型模型的稳定训练和获得优异的性能需要极高的计算成本: GPT － 3 训练 1 次的费用是

460 万美元，总训练成本达 1 200 万美元，GPT －4 的训练成本则是 GPT － 3 的 5 倍以上。二是稳定和

持久的模型培训离不开微软 Azure 云平台的完整性和稳定性。三是大规模数据和大型模型训练需要

持续的数据、代码和工程调优，这就需要员工具备丰富的系统优化经验。四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需

要监管机制及时补位和动态调整以降低潜在的“副作用”，平衡科技创新和社会发展。因此，根据技术

创新的内在技术属性和外在孵化环境，可以合理猜测，ChatGPT 同样会陷入“索洛悖论”。相应地，其

引起的伦理进步效应也会像其他技术进步一样呈现“索洛悖论”特征。
( 三) 以 ChatGPT 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伦理周期

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有助于社会伦理进步［40］，但其进步效应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前期应用场

景的拓展到中期社会、文化、伦理与技术的有机融合，再到后期产生实效，需要经历一定的过程。根据

目标和任务不同，整个作用过程可以划分为商业分析、数据工程、机器学习建模、模型部署以及运作和

监控 5 个发展步骤，伦理风险问题往往与人工智能生命周期的某个阶段相联系［44］，因而技术创新推动

伦理进步存在“技术创新伦理周期”。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初期，受技术手段等限制，用户可以利用技术漏洞和信息不对称获取不当利

益，如利用 ChatGPT 作弊通过资格考试，生成虚假热点新闻获取流量，操纵和散布带有政治立场或价

值取向的观点制造冲突［16］［45］。低门槛和巨大的投机空间诱惑用户游走于伦理道德边缘，冲击了当前

的社会伦理体系。在应用中后期，技术( 或机器) 的革新通过不断试错的动态方法促进知识体系不断

突破局限［46］。同时，通过与 ChatGPT 的互动和模拟不同情景下的道德决策，监管机构、伦理专家和社

会公众动态评估系统对于伦理问题的反应和表现，并提出批评、建议或完善监督机制，以确保技术发

展与人类价值和社会利益一致，最终提高公众对人工智能技术和人类角色的认知，促进整个社会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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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的进步［40］。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社会伦理的影响可能呈现出先下降至拐点后上升的“U 型”

特征，需要跨过阵痛期才能带来社会伦理水平的提升。
根据伦理问题与人工智能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映射关系，伦理问题往往是由技术革新的某一阶段

的某种原因引起的( 如技术漏洞引发的投机行为) 。因而，从搜索引擎到底层设计，人工智能技术的起

飞往往伴随着伦理因素的考量［47］。就 ChatGPT 目前的功能实现和特征看，一方面，迭代和升级过程

已经具备了超大的参数规模。ChatGPT-3 基于 8 000 亿个单词的语料库，包含了 1 750 亿个参数，最新

版本的 GPT-4． 0 的参数量级是 GPT-3． 5 的 10 倍。模型扩容和预训练数据增加有助于捕获更复杂的

语言模式和关系，保证功能稳定和可持续。另一方面，ChatGPT 以变换器( Transformer) 作为通用模块

接口，支持多模态输入与输出。它可以接收音频、图像等多种格式的输入，并形成相应的输出。还使

用了一种后训练对齐的方法，通过与人类专家进行交互，这意味其具备处理更复杂和丰富的信息、提
供更加符合事实和满足用户期望的能力。整体而言，ChatGPT 初步实现了人机交互质量提升、算力可

靠和稳定。在此过程中，许多组织( 包括人工智能公司、学术界和政府) 也积极寻求解决人工智能伦理

问题的可能框架、指南和原则，致力于为缓解当下人工智能应用引发的伦理风险问题提供有价值的指

导。包括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中嵌入伦理道德，持续推进法律法规以规范人工智能的开发和应用，使其

在伦理理论框架下推理、决策和开发新技术，提高产品透明度和可解释性、减少机器学习的偏见或歧

视［44］。面对当前阶段层出不穷的伦理风险问题，开放人工智能( OpenAI) 公司也先后推出了漏洞赏金

计划①和红队军团成员招募计划( Ｒed Teaming Network) ②，鼓励开展多领域的沟通对话，听取来自计算

机和工程领域以外的，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专家建议，致力于实现内部测试和

外部监督结合，保障系统安全、可靠和客观公正，降低伦理风险问题发生的可能。

可以看出，伦理进步往往落后于技术创新，技术革新的“索洛悖论”特征导致其推动的伦理进步存

在“技术创新伦理周期”。在过渡期内，技术处于逐步完善和迭代阶段，系统性约束开发与应用主体行

为的伦理规范体系正逐步具体和清晰化，部分个体利用技术和监管漏洞实施不道德行为使得伦理问

题暴露出来。因而当前涌现的伦理问题是 ChatGPT 技术生命周期内发展的阶段性产物，是技术自我

修正与人工智能伦理调整和补位过程的正常现象。

四、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伦理周期的政策建议

基于 ChatGPT 的分析表明，技术创新的“U 型”特征决定了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和相应监督机制

的完善存在技术创新伦理周期。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过程暴露的伦理风险是技术创新伦理周期

的阶段性特征，是技术创新周期与系统性规范体系动态演进过程的正常现象。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

应用场景的不断成熟和法律制度的完善，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最终会促进社会伦理文明进步。

为此，在周期内，需要对开发与应用主体加以约束和引导，保证其发展与应用符合伦理道德和社会价

值，跨越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风险鸿沟”。
2023 年 7 月 13 日，国家网信办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广电总局公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将从 2023 年 8 月

15 日起实施。《办法》强调鼓励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这表明政府发布《办法》不是限制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发展，而是支持并从政策上保障其发展。《办法》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与应用的社会公德和伦

①

②

见 https:∥openai． com /blog /our-approach-to-ai-safety。
见 https:∥openai． com /blog / red-teaming-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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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道德提出以下要求: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有效防范民族、信仰、国别、地域、性别、年龄、职业、
健康等歧视问题的产生; 有效防范不当竞争和垄断; 保障个人合法权益; 保证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透

明，生成内容准确和可靠。结合索洛悖论的产生原因、阶段性特征和《办法》的基本原则，提出跨越生

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伦理风险鸿沟”的建议。
( 一) 推动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初期，生成式人工智能底层技术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等方面的成熟度以及用

户的人工智能素养亟待进一步提高，不法分子利用信息不对称实施不道德行为非法牟利。利用 Chat-
GPT 实施恶意造谣蹭热度、散布非法、虚假信息谋取不正当收益等，造成社会伦理水平的整体下滑。

政府部门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方可以通过营造支持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社会环境和健全监管生

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服务平台降低社会公众素养下降的可能。

一是政府部门应完善法律框架和健全监管体制机制，建立生成式人工智能伦理框架。明确生成

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方和用户主体责任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各种场景下的行为规范，对相关平台

和用户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与道德原则相符。二是平台服

务方应吸纳多元化开发主体，减少主观偏见的可能。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方可以考虑吸收不同

文化背景、学科背景、不同地域的群体，在开发、人机互动应用和维护过程听取更多领域的意见，提高

生成产品的多元价值观［48］，减少文化背景引起的系统性偏见［47］。三是加强数据安全保护，保障用户

隐私与安全。服务提供方应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确保用户的个人信息不被非法获取、篡改、泄露; 同

时明确隐私政策，告知用户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存储、保护等情况，在明确告知用户的情况下使用，

不得将用户的个人信息用于其他目的; 加强用户授权管理，确保用户授权的范围和期限明确，不得超

出用户的授权范围使用个人信息; 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对违反隐私保护规定的行为进行追责，防范产

品非法留存推断用户身份，杜绝产品根据用户输入信息对用户做画像，防止向他人提供用户输入信

息，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四是规范标识训练数据来源，提高数据透明度。服务提供方利用全球公开

数据开展预训练和优化训练，应标明数据和基础模型来源。一是有利于减少知识产权纠纷，保证数据

的合法合规; 二是有助于结果的追溯和检验，提高数据的透明度和可靠性，减少生成结果不当引用;

三是提高了虚假信息成本，降低由于模型训练生成虚假信息的可能。
( 二) 规范监管保障生成式人工智能安全发展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中期，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约束性规范基本形成，技术漏洞陆续得以修

复，社会伦理的基线水平得以保证。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方应加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平台监管，保

证生成的内容合法合规、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提升服务透明度，提高生成内容真实性和可靠性。
一是提高标记人员素养，规范标记规则，提高训练数据质量。服务提供方应当制定清晰、具体、可

操作的标注规则，对标注人员进行必要培训，提高业务能力，防范由于人工操作不当生成虚假信息的

风险; 监督指导标注人员规范开展标注工作，开展数据标注质量评估，增强训练数据真实性、准确性、

客观性和多样性。二是平台应建立和完善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和响应机制，提高及时处理和恢复能力。

具体包括: 其一，加强对大模型预训练语料的数据监管，识别潜在的恶意用户，预测和干预可能实施的

危险行为，限制其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访问权限与范围，并规范其使用场景与使用方法，降低恶意用

户攻击的可能和范围。其二，加强安全防护技术的使用和监管，将 ChatGPT 与入侵检测系统、网络监

控等工具结合，提高其更准确和快速的识别和报告潜在犯罪或不道德行为的可能。同时，利用 ChatG-
PT 的生成能力，打造攻击模拟现场，并反复测试防御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其三，不断优化和迭代

安全模型，以保持其有效性。确保攻击发生后，ChatGPT 能够迅速响应，自动执行一些基本的响应操



第 53 卷 雷宏振 等: 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伦理周期 105

作，如隔离被攻击的系统，阻止攻击者的进一步渗透等，并对攻击事件进行分析，发现和修补漏洞，提

出可能的解决方案，提高事件响应的速度和效率，减少潜在的损失。
( 三) 优化落实生成式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环境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后期，市场规模基本稳定。政府部门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方应致力

于提供更完善的配套设施、培养更多的高水平的研发和应用人才和探索更多( 交叉) 领域的实践场景，

提高公众的人工智能素养，促进社会伦理整体水平的提高。
一是政府部门应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落实数字化基础设施和公共训练数据资源平台建

设，提升现有技术设施智能化水平和覆盖范围，提升基础设施对技术创新的支撑能力，拓宽公众科学

素养提高渠道。二是政府应考虑从顶层设计入手，培养和吸引技术人才，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在

《办法》鼓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各行业、各领域创新应用的背景下，着重培养和吸引人工智能算

法、软件、芯片等技术人才。三是加强生成式人工智能知识的拓展和教育，提高大众生成式人工智能

素养。政府部门和服务提供方应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各领域的应用和推广，并不断完善和应用生

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同时加大生成式人工智能宣传和普及，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和规范使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适应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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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low Paradox of Ethical Ｒisk i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Case Study of ChatGPT
LEI Hong-zhen，LIU Chao，LAN Juan-li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19，Shaanxi)

Abstrac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while driving breakthrough applications in technologi-
cal innovation，also carries many social and ethical risks: privacy exposure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control
risks; the risk of information spread caused by the derivation of false information; the decision-making and
policy risks associated with algorithmic bias，as well as the risk of vague definitions of liability． How to view
and respond to these risks，this paper takes the application of ChatGPT as an example，introduces the“So-
low Paradox”theory，regarding ethical progress as an increasing function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vest-
ment，and proposes that ChatGPT has a“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olow cycle”characteristic in promoting
ethics． Countermeasures and recommendations have been proposed to bridge the ethical risk gap in generative
AI: we should establish and improve generative AI laws and regulations，and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governance system for generative AI． The generative AI supervision platform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process standardization management needs to be improved to standardize and ensure the safe development
of the generative AI．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of the generative AI needs to be further im-
plemented and optimized，and the possibility of reshaping more industries should also be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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