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 刊
第

期

全
國
政
協
授
權
香
港
文
匯
報
主
辦

香

港

友

好

協

進

會

協

辦

■責任編輯：米春改 ■版面設計：陳文傑

372

AA1
本疊內容：人民政協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1515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0年10月15日（星期四）

2020年10月15日（星期四）

參政要聞

委員們表示，要認真落實習近平總書記有關重要指示精神，尊
重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律，把握好創新發展和風險治理的

「度」。要組織專門力量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創新發展存在的倫理、
法律等風險問題，進行風險評估、提出防範意見。需要下大力氣推
動研發機構、應用主體加強內部自治，促進行業自律，強化研發、
應用人員教育培訓，為人工智能發展營造良好環境。

「刷臉」安全隱患亟待解決
人工智能高度依賴對個人數據的採集和應用，在調研組看來，這
是一個亟待重視的問題。
「電腦密碼可以換，但『人臉』這樣的生物數據是不可換的。一
旦信息丟失或被攻擊，你就一張臉，怎麼辦？」調研中，全國政協
委員談劍鋒多次提及這個問題，並很鮮明地亮出自己的觀點：「我
反對用唯一的生物特徵信息用作身份認證。」在他看來，目前還沒
有足夠安全的方式來保證生物特徵數據不被濫用，如果將各類生物
特徵數據集中保管在數據庫中，再被採集到不安全的網絡上，一旦
數據庫遭受攻擊，可能造成社會風險。人臉數據洩露不僅會危及老
百姓的隱私、財產和人身安全，一旦被境內外非法勢力攻擊獲取，
將危及社會安全和國家安全。
如何防範？談劍鋒認為，生物數據一定不能上「雲」，生物數據
上「雲」後則完全依賴於「雲」自身安全。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
「雲」敢於承諾自己是無懈可擊的、是100%安全的。如果一定要
使用人臉識別等生物數據，則一定將生物數據存儲在手機等終端設
備上。為進一步增強安全性，不能簡單地將生物數據存儲在手機存
儲空間，一定要存儲在安全芯片中，並設置嚴格的安全策略以保護

對安全芯片的訪問。談劍鋒還提醒：「對
於每一個個體而言，要盡量地少用生物
數據，或僅僅將生物數據用在不太敏
感的場合，不建議用於關鍵場合的
身份認證、轉賬交易等，這也是
保護自己的方式。」
目前我國數據安全和隱私保
護水平總體較低，不能等到
出現非常嚴重的生物數據洩
漏事件後才亡羊補牢，這是調
研組不少委員的一致看法。
現在，全國人大已經把個人信

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列入國家五
年立法規劃第一序列，這讓
委員們充滿期待。「問題
的核心在於這些數據的
所有權歸誰，現在始
終沒有解決。」調研

組組長、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陳智敏說：「我認
為『人臉』信息這類具有唯一性的數據主權在國家，企業可
以使用，但現狀卻是誰搜集誰壟斷。」陳智敏打個比喻
說，這就像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轉化時期，人們佔有土
地，誰搶到就是誰的，這種野蠻生長到了需要規範的
時候。
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申衛星認為，數據的權屬不

清已成為人工智能發展的一大制度性障礙，「企業
採集、加工個人隱私數據，並不足以讓他擁有所有
權，就像一個人寫小說，被改成相聲小品，改編者是
不能擁有著作權的。」申衛星認為，數據安全很重要，
但如果只注重安全，沒有相應的權益激勵，問題也難以得
到徹底解決，他建議根據風險的不同類型給予企業適當的數
據財產權益，有使用權但不能有擁有權。

人工智能應遵循以人為本原則
調研中，委員們看到了人工智能在交通、製造、家居、醫療等眾
多領域的應用場景，眼界大開。不過，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
駐會副主任呂忠梅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當前我國人工智能的發
展方向是什麼？」這也是不少委員一路思考的問題。事實上，每一
項先進技術的出現都是為了讓人類的生活變得更舒服更美好，以
「模擬」人類為目標的人工智能就更是如此。
在江蘇省蘇州市極目機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調研組在大屏幕上看

到了一個有趣的場景：一架無人機從綠油油的農田上方輕巧地飛
過，機翼兩邊噴灑出如綿綿細雨般的藥水，重複性的繁重勞動由機
器取代，能夠極大地提升生產效率。
與此類似的還有人工智能在醫學影像領域的應用。在無錫祥生醫
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款「掌上超聲」產品吸引了委員們的目
光：把一個「探頭」在人體上掃一番，超聲圖像信號就通過無線網
絡傳到安裝了超聲App軟件的手機或電腦屏幕上，而且清晰度遠遠
超過傳統的超聲儀。
一路上看到的應用場景引發了委員們的思考：我們還處於一個

弱人工智能時代，即這些機器和技術能完成指定任務，尚不具備
自主意識，更多是在增加人類能力的外延。對此，全國政協委員
錢鋒認為，相對於在中高端消費領域的應用，人工智能如何與製
造業深度融合、穩定產業鏈供應鏈是更緊迫的課題。在調研組看
來，人工智能的發展也應遵循以人為本原則，服務人類才是技術
發展的最終目的。

人工智能綜合性立法需慎重
該採取何種方式解決人工智能發展中的倫理規範問題，是委員
們討論的熱點。「對人工智能的治理應該分五個層面：法律規
範、政府引導、行業自律、企業自覺和公民共識。」科技部新一

代人工智能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趙志耘認為，對人工智能進行立法
很重要，但如果每一項技術都要通過立法去規範，有些技術很快
會被新的技術顛覆，立法部門就得浪費大量人力物力。「立法需
要確立的是基本的準則，範圍要寬泛。現在最欠缺的是行業自
律，企業都在跑馬圈地，政府應該鼓勵做得好的、鞭策做得不足
的，為人工智能的發展劃出邊界，給企業確立標準和規範。」
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申衛星認為，人工智能的技術發展給法律

帶來了非常大的衝擊，而我們的法學研究還停留在「風車磨坊」
的時代，沒有看到數據已經成為生產要素，缺乏更深入研究。
全國政協社法委駐會副主任呂忠梅認為，當前應該在數據安

全、個人隱私保護等領域做一些制度性規範，處理好人工智能發
展和隱私保護的關係，另外還要對從業人員進行倫理道德方面的
教育與培養，在教育體制改革上做一些基礎性工作。
全國政協委員魏青松認為，對人工智能的發展進行綜合性立法

要慎重，要充分考量公權和私權的邊界問題。現有的法律法規對
人工智能領域一些違反倫理的問題是能夠發揮作用的，人工智能
的未來究竟會有怎樣的發展，會產生怎樣的影響，目前還難以估
算，不宜過早制定剛性法律，以免扼殺創新的可能性。
對此，調研組組長、全國政協社法委副主任陳智敏認為，處

理人工智能發展存在的倫理和法律問題，一定要從我們還處於
「弱人工智能時代」這個基本前提出發，從中國的實際出發，
尊重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律，更好推動人工智能安全可控和
高質量發展。

健全法律制度體系
保障人工智能健康發展

人工智能是引領新一輪

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戰略性

技術。它如同一把「雙刃劍」，深

刻改變着人類的生存方式和社會交往方

式，也帶來了一些倫理和法律方面的風險及

挑戰。日前，就「人工智能發展中的科技倫理

與法律問題」，全國政協副主席陳曉光、汪永清先

後率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調研組赴安徽省、

江蘇省開展專題調研。委員們真切感受到我國

人工智能發展的成就、優勢和潛力，進一

步增強了推動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

展的信心。

建立

汽車的核心部件將不再是發動機、變速箱、底盤這三大件，而是
由芯片、軟件以及數據等組成的「大腦」——在人工智能大潮下，
這個夢想正在成為現實。
在此次調研中，調研組走訪了多家車企，看到了智能駕駛的各種
場景。「車輛到達目的地後，用戶通過手機終端向T平台發送指
令，車輛自動駛入車庫並完成自動泊車。利用手機終端遠程發送召
車請求信息，車輛能夠自車庫車位自動行駛至召車點……」
委員們認為，在機器決策情形造成事故損失時，責任如何劃分，
這已成為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法律難題。另外，發生事故時，應
該優先考慮乘客安全還是行人的安全，這也是未來智能駕駛技術發
展到L4級以後必須面對的倫理問題。
在一些委員看來，人工智能應用場景下，責任相關主體可能涉及

人工智能設計者、生產者、經銷商、使用者等，人工智能系統及其
應用場景的複雜性、不確定性使得在事故發生時的責任主體界定困
難。這樣的事件已有先例，比如谷歌、特斯拉等自動駕駛致人傷亡
事件。
除了「誰擔責」的問題，調研中，委員們也在擔憂智能駕駛技
術發展帶來的隱私洩露問題：如果這種技術得到普遍應用後，無
論一個人開車要去哪裏、在車裏說了什麼或做了什麼，都不再有
私密性，而成為車企或者是車聯網企業眼中的「數據」，可以隨
時隨地使用，並從中獲益。對此，委員們建議，要
重視數據的過度使用和數據洩露問題，這不僅要依
靠企業、行業的道德自律，更要依靠管理部門的立
法和監督。

智能汽車事故責任界定難

■第二屆進博會科技生活展區，參
觀者觀看可以噴水的擦窗機器人。

資料圖片

■復旦大學新生進行人臉識別報到。 資料圖片

■在四川省崇州市崇慶街
道紅橋村，植保無人機進
行農藥噴灑作業。 新華社

■日前，自動駕駛公
交亮相鄭州。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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