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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本报告是由多元的作者观点汇集而成，旨在引起公众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安

全性和治理问题的关注，并激发进一步的思考。我们认识到，这一领域的发展速度迅

猛，伴随着许多潜在的挑战和机遇。报告中的具体观点仅代表各个作者本人，而不代

表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创新技术专委会（WFEO-CEIT）或深圳科学技术协会的立场。我

们强调，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探索和应用，需要行业内外的广泛合作与持续对

话，以确保科技的进步能够造福全人类，并在伦理和法律框架内得到妥善管理。通过

这份报告，我们希望促进更多的交流和合作，共同探索这一前沿科技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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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人工智能治理：为了人工智能发展得更好更快， 

以加速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龚克 

首先祝贺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创新技术专委会（WFEO-CEIT）和深圳市科学技术

协会共同组织编写了这份报告，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在这份报告中，来自不同

国家和地区、不同行业和领域的专家们，为我们带来了在不同视角下对人工智能治理

的观察和思考以及有益的实践经验，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完善人工智能治理的建议，

包含了非常重要的共识：比如，加快建立人工智能全球多方共同治理的机制和开展广

泛的对话，将伦理作为人工智能治理的最重要的基础，将风险较高的领域作为加快建

立全球治理规范的优先领域，等等。 

发布这个报告的时间，恰好处于《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中点。在不

久前举行 2023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上，各国领导人一致呼吁要加倍努力，加

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可持续发展目标不仅

仅是一系列目标，它们承载着各国人民的希望、梦想、权利和期许。然而如今，只有

15%的目标按预期进展，很多目标甚至出现了倒退。现在急需制定一项全球计划来挽

救这些目标的实现。古特雷斯强调要在 6 个关键领域采取行动，其中之一就是“利用数

字化转型机遇”。可以说，我们急需人工智能成为推动 SDG 加速的实现的重要动力。 

人工智能是革命性的通用目的技术，是驱动第四次工业革命和经济社会数字化转

型的先进生产力。无论是从全球的层面（如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型），区域和国家

的层面（如结合区域与国家实际的能源转型行动、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行业和企

业以及各种组织的层面（如提高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增进企业竞争力和组织效能），

还是个人的层面（如提升职业能力、提升家庭生活的便捷性等等），人工智能都具有

极大的潜力。因此，人工智能的治理无论如何都不是也不应该是阻碍人工智能发展的

治理，而是促使它更好更快发展的治理。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尤其今年以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在给人们带来前

所未有的体验和惊喜的同时，也加剧了人们对人工智能安全和伦理的关切，甚至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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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定程度上的社会焦虑。这就凸显了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保证人工智能可控、向善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鉴于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从本质上将是全球性的技术，这些技术不认可地缘

政治边界。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涉及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它们产生的影响（无论

是正面的或是负面的）都会产生跨越国界、跨越行业和专业的全球性、全局性影响。

因此，对于人工智能的有效治理必须是全球的、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共同治理。 

事实上，国际组织（联合国、G20、G7、OECD、欧盟等）和各国政府以及人工智

能企业已经在人工智能治理上采取行动，从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到这些努力和重要的治

理发展以及有益的实践。然而，尽管各国、各个组织提出的这些治理原则在极大程度

上是一致或相近的，但是仍然缺乏广泛的明确的全球共识，作为进一步加强全球行动

的基础。在当前已有的治理发展中，应该特别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

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WFEO）从工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使命出发，在高度重视

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以加快双重转型的同时，也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治理。2020

年 WFEO-CEIT在第一个世界工程日发布了在工程中负责任应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七

项原则、2021 年 WFEO 支持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DESA）和联合国秘书长技

术事务特使办公室一起发布了《人工智能发展战略资源指南》，WFEO 还积极参与了

UNESCO 的《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的咨询工作。我们认为，鉴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

应用都离不开工程，而且只有工程化的人工智能才能真正在人类生产和生活中发生作

用，所以，工程界应该成为人工智能共同治理中重要的、积极的一员。 

从工程的角度看，应该特别重视将人工智能治理的伦理原则、法律规定落实到可

以检验的技术标准之中。这些标准应该是全球性的，可以互通的和具有互操作性的。

而要是这些原则和标准落到实处而不是停留于纸面，应当优先发展支持治理的技术手

段和工具，比如隐私计算的技术、伦理审计的技术，等等。 

WFEO 还强调，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离不开包括工程教育在内的广泛的能力建

设，特别是要采取实际行动减少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数字能力鸿沟，这本身也应该成为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总而言之，作为全球工程界的领导者——WFEO 愿意在人工智能全球共同治理中

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相信，人工智能先进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无可阻挡的，人工

智能治理应该是促进性的治理，即以人工智能更好更快的发展为目标，最大限度发挥

它的技术潜力为人类和地球的可持续发展服务；我们重申，人工智能的有效治理必须

是全球的、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共同治理，当前应该的联合国的框架内组织广泛参与

https://www.wfeo.org/big-data-and-ai-principles-in-engineering/
https://www.wfeo.org/big-data-and-ai-principles-in-engineering/
https://sdgs.un.org/sites/default/files/2021-06/Resource%20Guide%20on%20AI%20Strategies_June%202021.pdf
https://www.unesco.org/en/articles/recommendation-ethics-artificial-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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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话以促进明确的治理共识，并形成常效机制（如同气候协定），作为进一步推进

共同治理行动的基础；我们强调，人工智能的治理应该是基于伦理的治理，UNESCO

的《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为此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我们还注意到，已经提出的治理

原则和正在进行的治理实践，都采取基于风险的差异化治理，因此我们呼吁对于人工

智能的风险认识应成为全球多元对象的优先事项；我们还主张，要把人工智能发展和

治理的能力建设，特别是缩小人工智能能力差距，作为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方面，并

在把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人工智能能力方面，实施有力且紧迫的行动。 

龚克，WFEO 前任主席（2019-2022），WFEO-CEIT 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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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2023年 10月 1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

演讲中宣布中方将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并于同日由中央网信办正式发布，

围绕人工智能的发展、安全和治理阐述立场主张，表示愿同各方就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开展沟通交流、务实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技术造福全人类。10 月 26 日，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宣布，正式组建一个新的高级别人工智能咨询机构，全球 39 名专家共商人工

智能治理，以探讨这项技术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并为国际社会加强治理提供支持。11

月 1日，首届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在英国布莱切利园拉开帷幕。包括中国、美国在内

的 28 个国家和欧盟，共同签署了《布莱切利人工智能安全宣言》，一致认为人工智能

对人类构成了潜在的灾难性风险。 

在这个背景下，本报告汇集了全球 40 多位人工智能治理、科技伦理、大模型安全

和对齐、通用人工智能风险等领域的政策制定者、企业家、专家学者、工程师等的 29

篇评论，旨在引起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与治理的关注和进一步的思考，呼吁

开展广泛的合作。其中的具体观点并不代表任何主办和主编机构。按照讨论主题分为

以下五章： 

第一章，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风险与挑战 

从近期和长远两个时间维度来看，专家们关注的近期风险和挑战包括：一是大语

言模型的隐私和安全隐患；二是大语言模型生成的虚假信息和“幻觉”问题；三是模型

的价值观偏差和缺乏解释性；四是模型滥用造成的道德和伦理风险；五是人工智能应

用带来的知识产权和法律监管问题。 

而长远风险和挑战包括：一是人工智能可能导致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变革，需要统

筹应对；二是人工智能可能颠覆现有国际法律体系和世界秩序；三是人工智能存在全

球共同的风险，需要建立国际规范和监管；四是不同国家和文化在人工智能价值观上

存在分歧；五是强人工智能可能脱离人类控制，产生灾难性风险。 

总体而言，近期的风险更多集中在个别模型和应用层面，而长期的风险和挑战更

多关乎人工智能技术的整体发展方向和社会影响。但无论近远，建立国际合作和制定

伦理规范对于应对人工智能风险都至关重要。 

第二章，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策略 

专家们关注的优先事项为：一是全球合作与协调：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强调国际合

作的必要性，尽快启动多边协调与合作进程，促进广泛国家参与治理；二是风险识别

http://www.cac.gov.cn/2023-10/18/c_1699291032884978.htm
https://www.un.org/en/ai-advisory-body?_gl=1*yck2jo*_ga*MTIwMjc5NTEyNC4xNjk5ODU2MjY3*_ga_TK9BQL5X7Z*MTcwMDEzOTAwMC4zLjAuMTcwMDEzOTAwMC4wLjAuMA..*_ga_S5EKZKSB78*MTcwMDEzOTAwMC4zLjAuMTcwMDEzOTAxNC40Ni4wLjA.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ai-safety-summit-2023-the-bletchley-declaration/the-bletchley-declaration-by-countries-attending-the-ai-safety-summit-1-2-november-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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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管理：集中关注人工智能系统可能带来的共同大规模高风险危害；三是伦理和透明

度：在人工智能的设计、开发和部署中强调伦理原则和透明度；四是技术发展与安全

的平衡：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安全和合规性。 

为此提出的相关政策建议包括：一是建立多边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为了

识别和缓解人工智能风险，需要全球性的参与和合作，推动建立国际人工智能组织来

确保国际监督标准的实施；二是制定风险预警和应对机制：包括事后监管审查和预防

策略，确保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三是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独立专家的第三方评

估补充内部评估，以提供一个稳固的安全网；四是构建可互操作的合规体系：推动不

同国家治理规则标准化和对接；五是制定国际公约：在全球范围内分享人工智能成果

与利益。 

总体而言，当前亟需统一全球视野，就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和政策达成共识，并采

取统筹协调的国际合作，以应对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 

第三章，人工智能治理助力发展中国家与全球可持续发展 

专家们认为，人工智能治理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助力包括：一是解决紧迫问

题：人工智能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贫困、饥饿、卫生事件等迫切问题，通过提供

精确的数据分析和解决方案；二是弥补资源缺乏：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在资源有限的

情况下有效地管理和分配资源，特别是在科技和教育领域；三是改善数字基础设施：

通过人工智能推动网络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提高互联网接入和计算能力，缩小数字鸿

沟；四是缩小能力差距：提供优质的教育和技术培训，提升本地人才的技术专长，增

强就业机会；五是本土化人工智能应用：培养适应本地需求和文化的人工智能应用，

特别是在语言和文化多样性方面；六是国际合作：推动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人工智能

治理，确保它们在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和价值链中有话语权。 

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助力则包括：一是促进经济增长：人工智能可提升生产效

率，降低成本，增强全球竞争力，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推动经济多元化的关

键；二是改进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在教育、医疗、城市规划等领域，人工智能能提

供更高效、更精确的服务，提升资源利用率，减少浪费；三是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人工智能可用于监测和评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为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

持，帮助更有效地管理资源，减少环境影响；四是推动包容性增长：通过包容性人工

智能治理，考虑到所有国家的需求和愿望，确保技术发展惠及全球大多数人；五是国

际治理与合作：建立国际治理机构和合作平台，促进知识和资源的共享，提供经济激

励促进遵守规范，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六是敏感性和透明度：监督人工智能行业的实

践，确保其符合伦理标准，尊重数据隐私和安全，减少剥削性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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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人工智能治理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和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也需要注意其潜在的挑战和风险，特别兼顾不同发展目

标方面。 

第四章，工程视角下的人工智能治理 

支持治理的技术手段和工具可能包括： 

了解和评估模型能力的重要性。目前还缺乏系统的概念框架来决定模型的具体能

力，这阻碍了人工智能的有效治理。建议制定评估模型能力的标准化方法应成为治理

的优先事项，并强调了在人机互动中形成合理策略和广泛的理解、知识和技能的重要

性，可解释的人工智能也有助于发展实用智慧。 

加强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标准化工作。如建立准则更新机制、研制应用领域专项

标准、建设试验区等。这些标准化工作有助于引导人工智能的可控发展。 

基于风险和多方参与的方法治理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评估框架和工具，并寻求

国际合作。这为负责任地应用人工智能提供了参考。 

通过开源和治理的民主化使人工智能开发与部署更符合公共利益，建议构建跨文

化跨语言的伦理数据库，保持开放的公众参与，这有助于提高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性

和价值对齐。 

此外，还需要加强国际间的对话交流、建立包容的安全规则、开源高质量数据集

等，以应对当前人工智能发展中的规则分散、价值对齐难度、加剧贫富分化等问题。 

总体而言，工程技术对人工智能治理起关键支撑作用。需要深化对关键问题的理

解，并将之转化为模型设计、训练与验证等具体实践。 

第五章，企业视角下的人工智能治理 

各家企业的讨论各有侧重： 

迈克尔·塞利托 (Michael Sellitto)介绍了 Anthropic 的人工智能安全级别(ASL)的概

念，用于管理人工智能潜在的灾难性风险。该方法借鉴了处理危险生物材料的生物安

全级别(BSL)标准，根据人工智能能力定义了风险等级，并要求不同等级采取不同的安

全措施。 

司晓和曹建峰讨论了人类反馈强化学习在提高大模型价值对齐中的应用，以及其

他技术和治理手段如数据处理、可解释性、对抗测试等在模型价值对齐中的作用，从

工程层面保障人工智能系统价值观安全和对齐的方法。 

韦韬指出了近年来大语言模型在快速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缺乏认知对齐、原则性

和可解释性等问题。这会导致人工智能系统产生严重的错误决策并快速扩散执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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