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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的技术伦理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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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技术的发展使得机器人日趋智能化，从机械机器人到仿生机器人甚至到类人机器人的

转化背后体现了人类对人造生命的高层次需求。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对技术发展的批判视角，剖析人与

技术互构的产物—机器人，其发展中的人类需求逻辑及所带来的社会性后果。在现有文献与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聚焦生产与生活两大领域的机器人“类人化”实践，发现在控制论影响下将机器人和人

类同为生命的信息系统后，人类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拓展人类智力、社交互动、情感需求等层次需

要的逻辑下，使得机器人不断“逼近人性”。同时，机器人成为技术合理化的一种方式后，对生产关

系带来的冲击与对伦理关系造成的困境等非合理化的社会性后果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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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robots or more humanoid machines are becoming
more  intelligent.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mechanical  robot  to  bionic  robot  and  humanoid  robot  reflects  greater
human's demand of artificial beings. From Marxism's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uman's  demand  logic  and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brought  by  the  emergence  of  robots  which  are
produc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human and technology.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research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wo
major fields of human production and human living to discuss the robot humanized practices. The paper finds that
in  control  theory,  robots  and  human  can  both  be  viewed  as  life  information  systems.  Therefore,  robots  could
improve human labor productivity and extend the limits of human intelligence, social interaction, emotional needs
and etc., so as to reach the approximation of humanity. In the meantim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rrational social
consequences  such  as  dilemmas  brought  by  the  impact  on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ethical  relation  when  robots
becomes a way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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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发展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

当1 9 5 6年“机器人之父”物理学家 J o s e p h  F .
Engelberger设计了第一台工业机器人尤尼梅特开

始，机器人逐渐进入制造业领域，应用于汽车制

造、清理环境污染以及外太空和深海进行探索，随

着机器人技术日趋成熟，使得机器人的视野、导航

和移动性、语音识别方面的改进，机器人与人类的

互动更加智能化，21世纪以来世界各地修建各种完

全自动化的工厂，工作场景不需要人类的存在，例

如日本机器人公司发那科株式会社运营的“熄灯工

厂”，完全由机器人自动生产，无需监管。与此同

时，机器人未来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

价值导向被众多机器人研究人员和机器人公司大力

传播，被倡导在工厂之外对机器人技术加以应用，

深入服务和医疗卫生、军事等领域。机器人学得到

世界各国政府的资助支持，例如美国推出的国家机

器人计划（National Robotics Initiative, NRI）, 欧盟

出资支持的FP7-ICT认知系统和机器人挑战项目等。

从机器人的发展历程与未来憧憬来看，是不断

从工业制造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迈进的产物，从机械

化到智能化，从机械机器人到仿生机器人甚至到类

人机器人的转化背后体现了人类对人造生命的高层

次需求，试图从技术上模拟生命的不同方面，这背

后的人机交互、环境与机器的交互越来越挑战人类

的认知能力。那么，人们为什么对人造生命如此执

着，机器类人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本文从机器人

技术发展的历史沿革出发，剖析人类进行技术生产

过程中的内在逻辑，探讨在信息化时代发展态势

下，机器人技术作用于社会的正负效应。在本文

中，机器类人化的概念具体指，机器人技术发展

中，机器人从不同方面模仿人类的不同层次特征，

身体形态（外观、器官功能等）、思维（思考、推

理等智力）特征、社会互动（情绪表达、沟通能

力）及行为遵循一定道德规则等。

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对机器人的研究多集中

于认识论层面对机器人是否真有人工智能以及对机

器人伦理道德问题的隐忧进行探讨[1~3]，但是对技

术与社会互动的视角对机器人的发展问题研究尚

少。本文着重从马克思主义对技术发展的批判视

角，探讨信息社会中，机器人模拟人类特征的前

提，逻辑和社会后果。

在工业社会，马克思[4]就已经提出技术推动生

产力的发展，改变着生产关系。人与技术在生产过

程中相互建构，一方面，人作为劳动者，在生产过

程中，对技术进行操作和使用，另一方面，技术被

建构出来以后，成为一个客体的存在，在生产过程

中也形塑着人类的生产行为。而且，马克思在技术

推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看到了人的异化特征，技

术和分工的发展进一步的深化了异化的程度，比

如，布雷弗曼[5]通过对生产过程的分析，提出了在

生产过程中，“构思”与“执行”的分离，说明了

劳动者不仅仅不占有生产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更是

丧失了人类劳动的特性—对所要生产的产品的构

思，这是人类劳动区分于动物劳动的本质。

在现代的信息社会，技术的急速发展让真正的

生产者并不懂得技术的原理，只是单纯的被支配

着，而技术对人工的替代，又使得机器和劳动者处

于一种竞争和对立的状态。所以，反观机器人的发

展，机器类人化是技术合理化的方式[6]，即技术对

人类的生产、生活进行数字化控制，对社会实践合

理化并减少人类依赖的方法，但是合理化的过程中

会有不合理性的表现，比如机器类人化会使得人失

去人性，人的社会关系甚至性关系都会麦当劳化，

终极的不合理性可能就是系统（或者说控制该系统

的精英）控制我们，甚至取代我们。

所以，本文试图从人与技术互动进行双向建

构，回答：人根据自身怎样的需要创造出各种形态

和功能的技术客体—机器人，并为何改造机器人

的功能不断“逼近人性”？另一方面，技术一经创

造出来就具有了自身相对独立的存在形态，通过一

定途径和方式对活动主体产生的一种“逆向效

应”, 即技术对主体活动的规范与制约作用，使主

体活动具有一定的受动性，那么在机器类人化的过

程中会带来怎样的负面因素和消极影响？

一、机器类人化的前提：生命是一种信

息系统

自古以来哲学家和艺术家就不断想象人造生命

（人和动物），在19世纪，对人造生命的需求十分

强劲，重点在于生产自动装置，自动装置是模拟人

或动物的完全机械化，这个时期的特点是通过机械

手段复制生命。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直到二战以

后，生产人智能机器成为人们主要追求的目标，人

们从工程学角度对生命有了新的憧憬，认为生命是

一种信息系统。这就是控制论—认为可以通过信

息的反馈来控制有机过程和机械过程。这种工程观

认为生命过程和非生命过程是平等的。一方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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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沿用这种思路那么生物认知和社会过程都可以用

数字化方式来描述。另一方面机器也可以思考后再

采取行动。并且表现出在我们看来通常生命系统才

有的一些特征。比如，控制论创始人Norbert Wiener[7]

认为动物和机器都是信息处理系统, 始终在追求特

定的目的, 检查自身的行为是否已经带来理想的结

果，然而对行为进行调整以实现要求的结果。

所以，同18世纪的机械自动装置一样，工业机

器人、智能机器人也是试图从技术上模拟生命的不

同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能在复杂和或多或少非结构

化的环境中自主行动，执行动态的社会实践。

那么，在机器人的技术发展与社会实践中，我

们能发现环境与机器之间交互以及人机交互发挥的

作用越来越明显，本文对于机器人类人化的讨论要

重点放在2个领域，一是生产领域，二是亲密关系

领域，主要体现在两个：一是基于效率的逻辑，二

是基于情感的逻辑。

二、机器类人化：效率逻辑与情感逻辑

效率逻辑具体指：机器人是人技术化产生的结

果，首先，人是通过创造和利用技术来实现自身目

的。而人们之间发生关系的信息量急剧地增长着，

人的能力需要不断拓展，机器人的应用使人在各个

层面都有了质的提升。比如在特里威廉[8]看来，机

器人是“能够提高人类能力的智力机器”，这种能

力不仅仅是认知能力，还要有社交能力和情绪能力。

首先，机器人是对人类生物功能的模拟和放

大。机器人客观上模仿了人类的生物功能、动作特

征、互动方式和认知行为，是人的四肢、感触觉终

端的延续，使人的劳动能力、感知能力成倍放大，

拓展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以机械臂

为例，这是一种基于对人体部位的仿生，能够承担

高强度符合机械活动或者精细运动的机器人。机械

臂作为应用最广泛的仿真机器人，在重工业生产、

医疗、航空等领域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如2017年在

上海举行的工博会上，川崎重工集团发布了一款新

型工业通用机器人RS007N/L机械臂+F控制柜，可

以将生产效率提升50%左右①。在医疗行业，达芬

奇手术机器人系统以其精准、微创的特点受到越来

越多的外科医生和患者的欢迎[9]，其他类型的手术

机器人也在更多的介入医疗过程中。除此之外，机

械臂也逐渐被应用到体育训练、农业采摘、医疗护

理等领域。

随着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机器人仿真逐渐由局

部器官扩展到整体，也就是人形机器人的发展。他

们由头部、躯干和四肢组成，拥有视听系统，能够

依据语音指令来执行任务，他们的身体仿照人类骨

骼，并在关节处有所扩展，如头部可以旋转360°，
以获得更广阔的视野，依据工作需要来制定具体的

身高、臂长等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不仅如此，

机器人的外观也不再仅仅局限于组合的材料，很多

机器人被赋予了柔软的“皮肤”, 以提升接触时的

舒适度。以护理机器人为例，日本正在研发的RI-
MAN就是由头、躯干、双臂和底座组成的，并在

全身覆盖着厚约5毫米的柔软硅材料，该机器人身

上有5个部位安装了柔软的触觉传感器，能感受一

定的压强。它还配置了视觉、听觉和嗅觉传感器，

可根据声源定位并通过视觉处理找到呼唤它的人，

理解声音指令，然后横抱起模拟被护理者的人偶。

除流畅地完成这一系列动作外，该机器人还能通过

嗅觉传感器判断怀抱的护理对象的健康状况②。护

理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将大大减轻护理人员的体力劳

动，增加诊断效率，提升医疗效率。

其次，机器人的应用增强了人类劳动的连续

性。现阶段机器人具备越来越高级的行为能力，又

能够充分执行人类的意志，不会疲劳亦不会犯错，

在许多人类没有能力或缺乏意愿进行的领域，机器

人能够充分施展自己“吃苦耐劳”的精神，弥补人

类自身的不足。伴随着人工智能功能的不断延伸，

机器人对人类劳动的连续性将不断增强，突破了人

类体力精力和注意力的局限，不间歇工作的同时，

也降低了人的生物特性带来的错误率，同时不断提

高效率。

机器人可以在高危险的工作场景作业，例如日

本福岛核泄漏时让机器人下至反应堆，汽车防撞测

试时使用带传感器的机器人作为乘客或者驾驶员，

甚至为了未来战争研制的军事机器人等。从深入矿

井，到入震区救援，从海底勘探，到随火箭上天，

机器人由于兼备机器的操作性能与人的感知、基本

决策能力，而能够被应用在许多人类并不愿意或不

允许被暴露其中的场景之中，实现对人类的补充作用。

再次，机器人的应用辅助了人类提升认知和决

策能力。相比人类会衰老、会机能退化、记忆力减

退、认知水平降低，机器则在不断的信息输入和自

我学习之中掌握了更为丰富的背景资料和信息处理

能力。它们可以依赖互联网上难以计数的信息量，

和自身具备的计算能力，辅助人类提升认知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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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水平。如现在已经在应用的医疗人工智能机器

人，可以根据互联网上已有的形形色色的病种、症

状和图片匹配病人的实际情况，辅助医生进行判

断。人类医生的局限性使之不可能见过所有的病

例，但是在医疗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辅助下，可以快

速比对全网的病例，可以基于全部人类的经验和智

慧做出判断。同样，在全球许多地区都面临着人口

老龄化的危机的背景下，具备人工智能的机器人也

能够辅助认知能力逐步退化的人群提高记忆力，干

预他们的不当行为，并能做出更好的决策[10]。

最后，虽然机器的类人化带来了诸多积极效

应，但是不可忽视的是，机器类人性的增强，导致

在诸多工作场景中实现了对人类的替代作用，并导

致人的异化。从重复性的重体力劳动、到精细化加

工、再到创造性劳动，机器的类人化过程从各个维

度进行着对人类技能的模仿和超越，并不断降低工

作场景中对人类劳动力的需求。因此，也对许多岗

位之上技能单一的人群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不但

将颠覆着现有的劳动制度和生产关系，而且还会拉

大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掌握资本和核心技术资源

的群体将获得最多的收益，而劳动能力难以更新，

工作岗位被机器取代的人群将失去劳动所得。在这

样的后果之下，人和机器的地位越来越悬殊，也越

来越对立。同时，机器的标准化运行方式也会导致

人的异化，剥夺人类的创新能力和劳动带来的快

乐，在充满机器监控的工作环境中，似乎回到了福

柯的全景式监狱，人类劳动力沦为机器时代的配角。

情感逻辑具体指：机器人是人社会化的需求产

生的结果，首先，人生产机器是需要与其产生互

动，互动不仅停留在生产层面，也要深入社会生活

层面，机器人不仅作为技术的物质载体更是人造生

命，也需要完成类人的社会化，拥有人的社会性特

征；其次，人的认知能力提升后会有一定的社交需

求，这种需求需要人与人或类人之间的相互间沟通

和深层的交流来完成，社交需求也涉及情感需求。

正如哈贝马斯所言，人类在“兴趣”[11]的推动下，

既进行着生存性奋斗，又从事着人类社会关系的建

构，技术的兴趣力图把人从自然界的控制中解放出

来，实践的兴趣是在促进人际间相互理解，而在

“交往理性”为媒介下，要做到人与人造生命的更

好沟通，不仅需要不断改造机器人的形态与功能，

赋予其更多的人的特性，也需要不断调整机器人友

好环境，甚至调整人类的物质精神生活空间来适应

基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机器人。

信息时代人们对机器人的服务提出了升级的需

求，这也是机器人不断拟人化并开始承担与人建立

亲密社交关系的情感逻辑所在。以老年人护理行业

为例，大量的科研实验结果表明，老年人的社交生

活质量与健康状况之间具有显著相关关系[12]。因

此，除了帮助老年人完成难以独立完成的日常事务

以及对老人的健康状况进行实施监测，提供社会关

怀也已经成为老人护理机器人的重要功能设计，并

作为人类应对普遍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应对措施而备

受瞩目。机器人Paro、AIBO等通过模仿动物或宠

物的运动、反应和情感表达来达到与老年人互动并

减轻老年人负面情绪的效果[13]，而Primo、iRobot等
机器人则直接模仿人类的言行举止创造拟人效果与

老年人建立亲密的社交关系[14]。拟人机器人在老年

人护理领域的应用，表面上体现了人性在服务领域

的不可或缺。由于客观的身心健康护理需求，此类

机器人被赋予了与人类相近的反应能力和社会属

性，从而与用户实现社交互动并达到提升用户社交

生活质量的作用，对于改善诸如老年人和自闭症儿

童等群体的社交和健康状况具有重要意义。但服务

的创造源于需求，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社会中的

人对于亲密关系的需求与渴望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

改变，但亲密关系中所需要付出的时间、精力和情

感变得如此昂贵以至于人们不愿意亲自参与亲密关

系而希望通过替代性的方式来付出。因此类人机器

人产生的逻辑之一，是人类对社交的需求转变为服

务需求。应运而生的社交机器人正是因此被创造出

来以填补人对亲密关系的付出与需求之间的难以弥

合的沟壑。

与补偿社交生活需求的机器人相比，一部分机

器人被更激进地用来替代人类提供情感交互和社交

互动。每个人都作为独立的个体遵循一定的独立意

志在社会生活中活动，这就使人们在与他人建立的

情感、社交生活中不可能完全受制于他人的命令或

者请求而行动，也无法得到完美的或理想中的反

馈。以性爱机器人、社交机器人为代表的具有社会

职能的服务型机器人的出现，满足了人类通过编码

情感以拥有理想化的或者定制化的情感体验的需

求。目前，社交机器人在语音交互、图像识别、动

作交互、情绪表达等方面已经完成商业化，这意味

着社交机器人的社会交互性和拟人情绪性已经达到

了较高的程度[15]。而无论当前机器人与人的相似性

发展到何种程度，人对机器人始终把握着绝对的控

制力与权威性，顺从的类人机器人按照编码的程序

听从并满足人的任何需求而不至于反抗，这为类人

机器人成为部分人类心中最为理想的亲密情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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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如今的日本社会中，大

量年轻人避免性爱和亲密关系，而性爱机器人却大

行其道。这预示着一个令人吃惊的趋势，即人们越

来越偏爱没有缺点、不会背叛、沟通更顺畅的机器

人而舍弃与不完美的人类建立情感和亲密关系。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满足特定情感需求

的机器人，无论是补偿或替代人类成为亲密关系的

对象，都将往真正的社会机器人发展。由于拥有类

似于人类的学习能力，社会机器人可以通过模仿人

类的符号语言和非符号语言与人类甚至其他机器人

进行自主交流和情感互动[16]，他们不再是媒介机

器，而是类人。这种兼备了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的

机器人具备了哈贝马斯所说的有效交往的四个要

素：真实、正当、真诚和意义[17]。社会机器人提供

不再是程序式的服务，而是与人相仿的交互符号，

满足了人们对更加真实而有意义的情感需求。社会

机器人不仅在外观上具有近乎完美的类人特征，更

在思维和表达方式方面拥有灵动、真实、自然的特

性，削弱或掩盖了机器人自身所带的冰冷而不自然

的异类感，成为类人机器人几百年发展历史中的极

致状态，即逼近人性而模糊人与机器人的界限。社

会机器人，不仅可以满足情感需求，还将提升人在

亲密关系中的体验。类人性也为其带来类人的权力

的争取与道德的赋权，比如，目前具有合法公民身

份的机器人索非亚的出现③。社会机器人正在开始

被赋予人的意义和权力。

三、机器类人化的可能性后果

基于效率和情感逻辑，机器的发展和社会应用

都越来越广泛，在工作和生活中，人的行为都不可

避免地受到技术的制约，人的行为逻辑越来越趋向

于技术的计算逻辑。但无论机器人如何发展，它在

认知的程度上还远远低于人类，它们无法为自己的

行为负责。通过对认知进行划分：神经认知、心理

认知、语言认知、思维认知和文化认知，人工智能

在这5个层级上都还无法与人类相提并论 [ 1 8 ]。因

此，我们可以看出，机器人发展的越高级，并不能

说明他们就如同人类一样具有智识，他们仍然还是

工具，他们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还是取决于使用他们

的人类。

1、理性化背景下可能“消失的”生产关系

基于效率机制的机器人化，他们的行事逻辑都

必须建立在精准的计算上，就像泰罗制的发展导致

了工业流水线的发展，机器人的行为逻辑是更加精

准的泰罗制，因此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去人性化，也

就是加剧韦伯所担心的理性的牢笼程度。

在著名的小说家阿西莫夫的小说中，机器人营

救溺水者是基于他们获救可能性的计算，因此它放

弃了获救程度低的小姑娘，转而营救了一位青年。

这就是机器人在现实生活中的逻辑。在基于计算的

逻辑支配下，不仅仅是理性化的加剧，更是将马克

思所担心的物化的人际关系表现的淋漓尽致。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中，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是物品交换支配下的关系[19]，而在机器

人参与的社会生产中，更多工具性关系被纳入其

中，如在工业生产中，工厂以能够使用自动化程度

更高的生产线为目标，期望减少人工，因为与机器

相比，人工不仅成本更高，而且更难控制。实体工

业企业的首要目标是用更少的人工产生更高的价

值，而不再将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作为企业

目标之一。减少企业人员，不仅仅是技术密集型产

业的期待，也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梦想。技术的

进步将使得财富更加集中，分配更加不均等。

但是技术并不是导致贫富分化的实质原因，资

本家要获得剩余价值，只有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对劳

动者的剥削才能达到，技术的进步只是对这一过程

的放大器。技术的进步是一种全社会的进步，技术

在社会上产生的效应是相对一致的，也就是技术带

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是全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

当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对一致的时候，

技术也就不能永恒的提升商品价值，因此，在资本

主义初期，资本家通常采用提高劳动强度、延迟劳

动时间等方式去增加生产价值。但是在现代社会，

机器对人工的替代，使得在生产关系中的剥削现象

越来越模糊，甚至消失不见，当一个全自动化的生

产线上只有一两个管理者在电脑前操作时，现实中

生产时的关系就消失了，它们之间不再存在层级的

管理，也不用相互配合，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剥削性

生产关系的掩盖，这种掩盖不再是布若威的“甘

愿”机制的后果，而是一种由于机器对人的代替所

产生的实质的消失。

生产关系的“消失”对现有的生产体制具有积

极的维护作用，一部分劳动者又将进入“一无所

有”的自由，只是这次的自由是不被资本需要的自

由，只能由国家对他们进行一定的保障，但是资本

主义生产体制并不会因此改变他们的剥削性质，反

而利用技术的发展更好的掩盖了剥削。

2、家庭关系中的伦理困境

基于情感机制而发展的机器人，在医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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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它们是解决了问题还

是掩盖了问题，是非常值得探讨的。

（1）如何看待机器人

不可否认的是，机器人是一种产品，是被厂家

生产出来的并销售的商品，只不过是因为它们被赋

予了人类、或者动物的特征，让与它们接触的人们

对它们有着比物品更多的期待，比如情感的交流。

但就机器人的本质来讲，由于它自身并不具备人类

的情感，它还只能被当作物品看待，因此一些AI伦
理学家就认为，AI本身并不具有道德，只有生产它

的人和使用它的人的行为才具有道德的性质。

人们在情感建立中是具有双向或多向性的，如

我们经常用到的词语：父子、母子、夫妇、情侣、

同事、家人等，它们都指涉了不同的对象，在具体

的场景中，这些对象之间又会具有特殊的情感互

动，但在人与机器人的关系中，机器人对互动对象

的情感并不具有情感意义上的特殊性，这与人际交

往是截然不同的。

（2）基于人类再生产的家庭结构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不仅包括人类生产的问

题，也包括人类的再生产问题。人类再生产的基础

就是一个由两性组建起来的家庭组织。马克思在讨

论生产问题时认为，人类的生产其实是为了再生产

服务的，如他认为，一个劳动者所拿到的报酬，不

仅仅是要满足自己的衣食住行，而是要包括整个家

庭的生产，不仅局限于基础的吃穿，还要包括孩子

的医疗费用、教育费用等等[20]。可见，生产和再生

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些无益于家庭再生

产的同性恋、丁克等亚文化也逐渐被社会所接受，

但是机器人对于家庭关系的介入对人类再生产是一

个巨大的挑战，因为这首次涉及到了跨物种的家庭

结合问题。尽管社交机器人和性爱机器人的出现都

是基于社会需求，但它们所带来的问题却值得所有

人警惕。

与同性恋、丁克等亚文化不同，对于将机器人

纳入亲密关系，是一个可以学习的过程，在《群体

性孤独》一书中，特克尔谈到现代社会人们对亲

密关系的期待：“人们渴望陪伴，却不希望付出友

谊……人们希望避免孤单，不愿意承担风险”[21]。

因此，只要人们认为痛苦和死亡是无意义的，一个

机器人伴侣似乎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我们不必付

出情感，也就不必承担风险。机器人伴侣是一剂药

方，既可以治疗有社交障碍的人，又可能让正常人

“上瘾”。如果说在现代社会，选择机器人作为伴

侣的只是少部分的人，但随着机器人在社交方面作

用的增强—如机器人作为儿童的玩伴、看护等，

它将影响后代人对于传统亲密关系的看法，进而影

响到传统的家庭关系结构。

如今，已有科学家提出了与机器人孕育孩子的

研究，又在进一步的挑战人类的再生产领域，对于

机器人在亲密关系中的介入，我们必然需要更加谨

慎的态度，就如同上文所说，机器人的出现到底是

解决了问题，还是掩盖了问题？

四、结论与讨论

基于以上的分析与讨论，我们明晰了一个基本

的问题，机器人的发展脉络及所带来的社会性后

果，是人和技术互动的结果，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观点，人与技术相互建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

人，作为技术活动主体的人可以为人类的生存与发

展谋福利而拓展人的能力范围与认知层次，使得作

为技术客体的机器人发展与完善，成为人类减弱、

消除技术风险，走向更加自由与解放的动力与关

键；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白，技术是人的本质属

性，人既是机器人的设计者和建构者又是操纵者，

机器人可以按照人的不同需求层次进行开发，使

用，甚至赋予其同等人权地位，使其成为“社会

人”，所面临的合理化中的非合理性后果如何规

避，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本文仅呈现一些显性

领域的可能性后果，从其背后需要思考如果极端发

展，其根源是对人性扭曲的风险规避，因为当今人

类面临机器人技术风险危机的部分原因就在于人类

丧失理智与良知的畸形发展，所以必须促进人的合

理需求。正如舒尔曼所说，“人类不应该制造他们

所能制造的每一种技术产品而只应该制造那些或是

对他们的同胞或是对他们自己必不可少的技术产

品”[22]。所以，当人作为技术的开发主体，如何从

设计上预先明确其价值正确、考虑其经济、伦理道

德等各方面的影响；当人作为技术的推广主体，如

何不片面追求自我盈利的需求，而不顾消费者利益

及社会的良性价值观导向；当人作为技术的应用

者，如何合理的与技术保持距离，不使自身的劳动

与精神依赖于技术无法自拔，是人类更应该反思与

警示的。而且最重要的是面对技术的发展，人们如

何做到“注重新道德规范的提炼，又要提倡新的道

德准则及时规范人们的技术行为。”[23]，真正达到

人性与技术的平衡，是需要在机器人技术发展中不

断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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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的机器人索菲亚公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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