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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活动。关于人工智能会不会“实践劳动”的问题，

人工智能是能够和现实世界进行简单交互的，比如人工

智能概念汽车已经可以轻松地避开道路上的障碍物，超

市里人工智能机器人也已经可以轻松避开顾客或者其他

障碍物，那么人工智能这种针对现实情况作出判断，采

取 行 动 ， 能 不 能 称 之 为 实 践 呢 ？ 第 一 ， 不 是 主 观 的 需

求，是遵循程序发出的指令。第二，局限于机械的抽象

活动，是为了避开而避开，不明白避开的意义，不避开

的后果，如造成自身损毁，造成人员伤亡，出现道德问

题，背负法律责任等等现实意义。与“此在”隔绝抽象

的思维使得人工智能的实践活动变得机械和抽象，不具

备实践目的，不具备意识。这样一来，人工智能和客观

世界之间也不存在悖论性的矛盾，也不会产生主体客体

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互动去解决矛盾，不会产生主客

体之间的实践关系、认识关系、价值关系，审美等辩证关

系，这和人类智能同存在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截然不同。 

另外，人工智能是否进行社会化活动。人工智能之

间可以传输信号，可以相互“协作”完成运算任务，但

这样信号交互都不是基于物质性的实践活动基础上的交

互，很难被定义为社会化的交互。人工智能没有人类所

具有的物质性实践劳动活动，因此，很难在此基础上产

生主体意识，生出主观能动性，难以社会化，难以具备

感情、意志、审美、道德、自由等主体特性。

人工智能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要环节

要打破对待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关系对立起来的

观点，不可从完全对立的角度去将两者置于超越与被超

越的关系。

（一）人工智能是解放人类劳动的智能工具

人工智能在数据的运算等方面快于人类智能，是帮

助人类提升工作效率的有效工具，但同时也给人类主体

带来一些困扰。例如，其在医疗诊断等领域大量应用，

可以提高诊断效率，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传统医

学中依据具体病状综合诊断的能力，如中医的望、闻、

问、切被各种机器检查所替代。人工智能能够代替人类

主体从事一些危险、重复且机械无趣的工作，但也会造

成一定的失业现象。GhatGPT能够撰写论文、教案、讲

稿，制作PPT，但是无法保证所创作内容的真实性，政治

立场，是否符合伦理道德，导致人类对互联网内容的可

靠性失去信任，伦理原则遭到挑战。

尽 管 如 此 ， 人 工 智 能 总 体 是 处 于 人 类 可 操 控 的 范

围，一些不和谐的因素源于人类认知发展水平的有限。

但人类的认知、决策、主体水平会随着改造客观的实践

发展而不断进步；人类主体和实践客体之间辩证的双向

运动；人类主体认知水平的提升，能够主动解决好与人

工 智 能 这 一 客 体 间 的 矛 盾 关 系 ， 一 改 人 工 智 能 取 代 劳

动，造成失业的尴尬局面。将人工智能变为解放人类双

手，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要力量。

在 有 限 的 未 来 ， 人 工 智 能 不 可 能 具 备 主 体 性 ， 因

此，作为客体和人类智能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也是属于

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主体和世界

客体之间所不可避免出现的矛盾。

（二）提升人类本质修养，同人工智能和谐统一

人 工 智 能 作 为 工 业 革 命 、 人 类 社 会 实 践 的 产 物 ，

其本质也是人类运用客观规律所创造出来的实践中介，

是对一些抽象的思维法则的运用，逻辑符号的运算、再

现。将来随着数据输入的增加，不排除能够和人类进行

顺畅的交互，因为人工智能的符号逻辑在一定程度上也

符合人类思考、说话时所运用的形式逻辑。两者可以对

话，但人工智能和人类的交互也只是形式上的交互，而

非 内 容 的 交 互 。 人 工 智 能 无 法 理 解 人 类 语 言 的 真 实 意

涵，也不具备人类的情感和意志。

总 之 ， 人 工 智 能 依 然 是 物 的 范 畴 ， 被 人 类 所 “ 拥

有”，同时也“拥有”对人类社会产生好的或者坏的影

响的能力。就像核武器一样，人类若不能加强人类命运

共 同 体 意 识 ， 提 升 认 知 ， 核 武 器 将 变 成 毁 灭 人 类 的 利

器。

人类想要不被人工智能的负面效果所影响，只能提

升自我修养，更好地处理和客观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

实现同人工智能和谐统一，本质上是实现主体和客体之

间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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