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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和平 

新年，是上主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宠时刻，在这新的一年开始，我愿向全体天主子 民，向不同的
民族、国家及政府首长、不同宗教和民间社团的领袖，以及我们这个时代 的所有男士、女士致意
，献上我对和平的热切祝愿。 

1. 科技的进步作为走向和平的途径 圣经里证实天主赐下圣神给人类，使他们有「智能、技能和知识
，能做各种工程」（出卅 五 31）。人类的聪明才智是造物主赐予尊严的表现，因祂按自己的肖像
和模样创造了我 们（参阅：创一 26），且让我们能有意识并自由地回应祂的爱。科技则以特别的
方式， 彰显了人类智慧基本的相关特质──人类创造潜力的杰出成果。 

梵二大公会议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里重申此一真理，宪章提到「人类经 常劳动并动
用脑筋，以改善自己的生活。」1 当人类藉助技术，努力使大地成为适合全人 类的住所时，2 他们
就履行了天主的计划，同时与祂的旨意合作，使这创造臻于完美， 并促成各民族之间的和平。科学
技术的进步，已使人类社会更加有序，并更具有兄弟情 谊般的共融与自由，导致了人类的进步和世
界的变革。 

由于科学与技术上令人瞩目的成就，过去使人类生活饱受煎熬且造成极大痛苦的疾病， 如今得以医
治，我们理当为此高兴与感激。科技的进步，使得人类能控制现实的程度前 所未有，于是我们可以
有大量的选择，包括那些对我们的生存和家园会造成威胁的选 择。3 

新的信息科技，特别是在数字领域的惊人进步，给了我们令人兴奋的机会，也带来重大 的风险，对
于追求人民之间的正义与和谐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因此必须提出许多迫切的 问题：这些新的数字科
技会带来那些中、长期的后果？对个人的生活和社会、国际的稳 定及和平，会有什么影响？ 



2. 人工智能的未来：在承诺与风险之间 近数十年来，信息科技和数字技术的进步，已使全球社会及
各种动态产生深远的改变。 新的数字工具甚至正在改变传播、公共行政、教育、消费、人与人之间
的互动，以及我 们日常生活中无数其他层面的样貌。 

此外，从遍布因特网的数字足迹中，科技利用各种算法来提取数据，使它们能在我们不 知情的情况
下，控制我们的心理和相关习惯，以达到它们的商业和政治目的，因而限制 了我们有意识的选择自
由。在承载过量的网络空间中，他们可以经常在使用者察觉不到 的情况下，根据使用者的选择标准
来建立数据流。 

我们必须记住，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不是脱离实体的，也不是「中立」4 的，总会受到 文化的影响
。作为全体人类的活动，它们所发展的方向反映出在任一特定年龄的个人、 社会和文化价值观之下
所作的选择。人类以什么方式对待周遭世界，一如所产生的结 果，是有道德的层面，是与人所作的
决定密切相关，意即设计实验计划，其结果是针对 一些特定的目标。 

用在人工智能的形式也是一样。至今为止，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中，对于人工智能，还没 有一个单一
的定义。这个词汇本身如今已成为日常生活的用语，包含各种科学、理论和 技术，其目的是使机器
的功能可以复制或模仿人类的认知能力。我们用复数谈论「不同 形式的智能」，更有助于强调这些
系统与人类之间不可逾越的差距，不论那智能是多么 令人惊叹和强大，最终也只是「零碎」的，意
思是说，也只能模仿或重现人类智能的某 些功能。同样，多种的智能形式也指出以下的事实，那就
是这些设备之间存有极大的差 异，应该始终被视为是一种「社会技术系统」，因为任何人工智能设
备的影响──不论 其基础技术如何──都不仅取决于技术设计，也取决于其拥有者及开发者的目标和
利 益，以及应用的场景。 

为此，人工智能应该被理解为恍如星系的不同现实。我们不能事先假定它的发展会有益 于人类的未
来及人民之间的和平。只有在我们展现自己有能力负责，并尊重「包容、透 明、安全、公平、隐私
和可靠」5 等人性基本价值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得到这正面的结 果。 

同样，我们也不能只是假定那些设计算法和数字科技的人，愿意承诺对他们的行为负起 责任且是合
乎道德的。我们必须加强，或有必要时去建立机构，来负责审查这一领域中 所出现的道德问题，并
保护那些采用人工智能或受其影响者的权益。6 

因此，科技的巨大扩张，必须随之有适当的培育，使科技对未来的发展负责。只要人类 一旦屈服于
自私自利、追求利润和渴望权力等，自由与和平的共存就受到威胁。为了个 人及团体的整体发展
，我们有责任拓宽视野，把科学技术研究导向追求和平及共同利益 层面。7 

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尊严，以及把我们凝聚成一个人类大家庭的兄弟情谊，必须成为新技 术发展的根
基，并在这些技术被应用之前，作为无庸置疑的评估标准，这样，数字的进 步才能与正义并行，且
有助于和平大业。技术发展若不能提升全人类的生活质量，反而 加重不平等及冲突，则永远不能视
之为真正的进步。8 

人工智能会越来越重要。它造成的问题既是技术上的，也是人类学、教育、社会和政治 上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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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保证我们免于辛苦的工作，提高制造效率、更便捷的交通运输、更方便 的市场，且大大革新了
收集、整理和确认数据的过程。然而，我们必须小心留意如今的 快速转变，并要谨慎加以管控，好
使基本人权得以保护，同时强调推动人类整体发展的 制度及遵守法律。人工智能应有助于发展我们
最佳的潜力和最崇高的志向，而不是与之 相抗衡。 

3. 未来的技术：能自行学习的机器 人工智能有多种形式，而基于「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所发展的人工智能，虽 然还在开创阶段，但已经给社会的结构带来可观的改变，对文化
、社会行为及建立和平 等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像这种机器学习或「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的发展，引发了超越技术和工程领域的 问题，事
关深刻了解生命的意义、知识的建构及心灵获得真理的能力。 

例如，某些仪器虽有能力产生句法和语意一致的文本，但不能保证它的可靠性。据说它 们是在「幻
想」，也就是说，会创造出一些乍看之下似乎可信，其实是毫无根据或有不 实偏见的陈述。当人工
智能用于传播假新闻，引起人们对媒体的日渐不信任，就会带来 严重的问题。隐私、数据所有权及
知识产权等，也是此一技术会引起风险的领域。我们 还可以加上这些技术的滥用所带来的其他负面
后果，诸如：歧视、干预选举、对社会的 监控增加、滥用因特网排斥他人，以及与社会越来越脱节
的个人主义等问题，日益严 重。这种种因素都会助长冲突，阻碍和平。 

4. 在技术官僚范例中对限度的意识 我们的世界太广大、变化多端且复杂，永远无法充分了解和完整
分类，即使借助最先进 的算法，人类的思想也永远无法将世界里丰富的东西一一探讨。这样的算法
无法保证对 未来的预测，只能提供统计上的近似值。不是所有事都能预测，也不是一切都能计算；
「现实终究大于思想」，9 不论我们的计算能力有多惊人，总是会有一些无法计量的空 间，让我们
对任何量化的尝试，力有未逮。 

此外，人工智能所分析的庞大数据，本身不能保证客观公正。用算法推断信息时，总是 存在着失真
的风险，复制了原来环境中的不公正与偏见。算法越快速、越复杂，就越难 了解为何会产生某一特
定的结果。 

「智能」机器会以越来越高的效率，来执行指派给它们的任务，但它们操作的目的和意 义，仍然会
由人类自己拥有的宇宙价值观来决定或操控。其风险就是，在某些决定背后 的标准，会变得不清晰
，对那些决定的责任被隐匿，制造商则能规避他们为小区利益而 行动的义务。在某种意义上，这是
技术官僚制度所青睐的，将经济与技术连在一起，并 特别重视效率，而忽视与直接利益无关的任何
事物。10 

这应该促使我们省思在当前技术官僚和效率导向的心态上往往被忽略的一些事，这对个 人及社会发
展极为重要，那就是「对限度的意识」。按定义来说，人必有一死。但人意 图借着科技来克服每一
种限度，不能抑制地渴望控制一切，我们就可能失去对自己的掌 控；为了追求绝对的自由，我们可
能陷入「技术独裁」的漩涡。承认并接纳我们身为受 造物，即承认我们是有限度的，这是我们得到
，或更好说是欣然接受「成就」这份恩赐 所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技术官僚的范例脉络中，被普罗米
修斯般的心态激发，也就是在 自以为是的意识型态下，不平等的现象可能会急遽成长，知识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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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少数人手 中，使民主社会及和平共存受到严重的危害。11 

5. 伦理上的急迫问题 未来，申请抵押贷款者的信用、申请工作者的适用性、罪犯再犯的可能性，或
是接受政 治庇护或社会福利等，都可由人工智能系统来决定。这些系统的引进，由于缺乏不同层 级
的调停，特别容易造成各种形式的偏见及歧视：系统性错误很容易倍增，不但在个别 案例中会产生
不公正，而且由于骨牌效应，也会产生真正的社会不平等。 

有时人工智能的各种形式会受制于事先确定的、与激励和劝阻相关的选项，或透过以信 息设计来操
作的系统来规范人的选择，这些似乎都能影响个人的决定。这些形式的掌控 或社会规范，需要非常
谨慎地去关注及加以监督，同时也意味着，制造商、部署者和政 府当局都需要负起明确的法律责任
。 

对于自动化过程的依赖，例如：广泛使用监视器，或采用社会信用体系，将个别人士分 类，同样会
对社会结构产生深远的恶果，因为它在人民之间造成了阶级之分。这种人工 分类的过程，也会导致
权力冲突，因为它不仅关系到虚拟用户，也关系到真实的人民。 基于对人类尊严的基本尊重之要求
，我们拒绝将人的独特性视为等同于一组数据。算法 必不可用来决定我们如何了解人权，从而把人
类的固有价值，如：同情、仁慈和宽恕置 之一旁， 而且也无法避免一个人有可能用它改变并摆脱自
己的过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到新科技对工作场所的影响。过去专属于人力劳动领 域的那些工
作，如今迅速被人工智能在工业上的应用所取代。在这方面，也存在着少数 人获得极大利益，而多
数人却付出贫困代价的风险。尊重劳工的尊严，以及就业对个 人、家庭和社会经济福祉的重要性
，应该是国际社会最应优先关注的，因为这些科技形 式已更深入地渗透我们的工作场所中。 

6. 我们要化刀剑为犁头吗？ 在这些日子，当我们环顾这世界，会看到一个无法逃避的严重道德问题
，与军火产业有 关。利用遥控系统指挥军事行动的能力，会使人疏于留意系统所造成的破坏，以及
对使 用武器负责的心理负担，以致对战争的巨大悲剧更加冷漠无感。对于正在兴起的所谓 「致命自
动武器系统」，包括武器人工智能化的研究，会引起对道德伦理的严重挑战。 自动武器系统绝不可
能负起伦理道德的责任，唯有人类有能力作道德判断及合乎伦理的 决定，这是一组复杂的算法远不
能及的，毕竟那能力不能简化为将机器程序化，不论那 机器多有智能，终究是一部机器。因此，人
类亟需对武器系统进行充分、持续且有意义 的监督。

我们也不能忽视尖端武器最后落在不当人士手中的可能性，例如：促成恐怖分子的攻击 或颠覆政府
的合法体制。总之，这世界不需要有助于商业及武器交易的「新」技术，这 只会导致不公义的发展
或疯狂的战争。若这样做，不只是人的智慧，甚至人类心灵本身 也有可能变得更「人工化」。最先
进的科技，不应用来助长以暴力解决冲突，而应该为 和平铺路。 

从更积极的角度来看，如果将人工智能用于促进整体人类的发展，就可以在农业、教育 和文化上带
来重要的新发明，改善整个国家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增进人类的手足情谊 及社会的友爱。最后
，我们如何以最小弟兄姊妹、易受伤害者以及最需要帮助者为念， 来使用人工智能，才是衡量人性
的真正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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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人性化的观点，以及对我们世界有更美好未来的渴望，无疑表示我们需要进行 跨领域的交
谈，以实现算法合乎伦理──即演算伦理──的发展，其价值观会塑造出新 科技的走向。12在研究工
作的起始，即应考虑到伦理问题，并且持续到实验、设计、生 产、分发及营销的各个阶段。这就是
设计伦理学的做法，也是教育机构和决策者必须扮 演的重要角色。 

7. 教育面临的挑战 一个尊重人类尊严并为其服务的技术发展，对我们的教育机构和文化世界有明显
的影 响。数字科技大幅增加了传播的机会，使我们能以新的方式彼此相遇。然而，我们仍必 须不断
地省思，这科技会引导我们进入何种关系。我们的年轻人成长于科技普及的文化 环境，这也不可避
免地对我们教学、教育和培训的方法带来了挑战。 

使用各种形式的人工智能来从事教育，其首要目标应该是促进批判性思考。各个年龄层 的使用者
，特别是青年，对于在网上收集的数据，或由人工智能系统生成的内容，必须 培养一种辨明的能力
。学校、大学和科学社团都面临挑战，要帮助学生和专业人士理解 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上的社会层面
及伦理道德。 

训练人们使用新的传播工具，不但要考虑错误讯息和「假新闻」，也要考虑到下面令人 困扰的情形
复发，那就是「隐藏在新技术背后且不断蔓延的由来已久的恐惧……。」 13令 人遗憾的是，我们
发现自己要再次面对「建立围墙文化的诱惑，竖立围墙，以阻止我们 与其他文化和与其他人民交流
」14 的恶果，以及对和平友好共存发展的影响。 

8. 发展国际公约所面对的挑战 从人工智能的全球化规模可以清楚地看到，除了主权国家有责任由内
部规范它的使用 外，国际组织在达成多边协议及其应用和执行方面，也有决定性的角色要扮演。15
关于 这方面，我力促各国的全球社群能共同合作，以制订一个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来规范 各种形
式的人工智能的发展和使用。当然，规范的目的不应该只是防止有害的使用，也 要鼓励做最好的用
途，要能激发新颖且有创意的做法，并鼓励个人或团体的创新。16 

总而言之，在寻求能对数字科技的开发者提供道德指导的规范模型过程中，必须要能指 出人类的价
值观，才能驾驭社团制订、采用并执行所需要的规范架构。为产生各种形式 的人工智能的工作而制
订的道德指南，不能不思考人类存在意义、保障基本人权和追求 正义与和平等更深刻的议题。伦理
和法律上的分辨，可成为一个可贵的机会，来共同省 思科技在个人和公共生活中应扮演的角色，以
及要如何应用才能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公 正、更人道的世界。因此，在谈论人工智能的规范时，所有
利害关系人的声音都应纳入 考虑，包括那些在全球决策过程中经常被忽视的贫困者、无权无势者及
其他人士。 

* * * * * * * 

我希望上述的反思，能鼓励大家努力，确使人工智能形式的进展最终将成为服务于人类 友谊与和平
的大业。那并非少数人的责任，而是整个人类大家庭的责任。因为在人类关 系中，「和平」是承认
并接纳他人不可剥夺尊严的果实，也是在追求个人及民族的整体 发展中，合作和承诺的果实。 

值此新年伊始，我祈愿各式各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不致加剧普遍存在于当今世界的 不平等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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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义情况，而是帮助这世界终止战争和冲突，减轻人类大家庭所遭受的多种 苦难。愿基督信徒、不
同宗教的追随者，以及所有善心人士，在和谐中共同努力，迎接 数字革命带来的各种机会，并面对
所带来的挑战，让我们的后代能有一个更精诚团结、 更富于正义与和平的世界。 

教宗方济各 

发自梵蒂冈
2023年 12月 8日 

 

（台湾明爱会 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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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參閱：同上。

7  參閱：〈致達佛斯世界經濟論壇會議主席的訊息〉 (2018 年 1 月 12 日)。

8  參閱：《願祢受讚頌》通諭，194，（2015 年 5 月 24 日）；〈向「電子時代的公共利益研討會
」與會 者致詞〉，（2019 年 9 月 27 日）。

9 《福音的喜樂》勸諭，233，（2013 年 11 月 24 日）。 

10  參閱：《願祢受讚頌》通諭 ，54，（2015 年 5 月 24 日）。

11  參閱：向宗座生命科學院大會與會者致詞，（2020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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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參閱：同上。

13 《眾位弟兄》通諭 ，27，（2020 年 10 月 3 日）。 

14  同上。 

15  參閱：同上，170~175。

16  參閱：《願祢受讚頌》通諭，177，（2015 年 5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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