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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当今人工智能产品设计伦理。方法 运用文献法和案例分析方法从设计的伦理出发，分

析当代设计中与人工关智能产品的设计伦理问题。从弱人工智能产品和强人工智能产品两个层面来探究

产生的影响，从设计师和设计伦理准则以及人工智能产品三者的协同关系做出思考，同时给出相关问题

的具体建议。结论 人工智能产品无法替代设计师的全部功能，设计师应该参与人工智能产品设计伦理，

设法赋予其对人类友善的动机，使其具备特定的道德品质，做出合乎道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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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design ethic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From the ethical point of de-

sign, the ethical problems in design of AI products in modern design were analyzed by literature method and case analy-

sis. The impact was explored from weak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s and strong AI products. The coordinated relation 

among the designer, the design ethics rule and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 was thought about and specific sugges-

tions on relevant problems were given. AI products cannot replace all the functions of designers and designers need to 

participate in AI product design ethics, try to endow AI product with friendly motives to human, and make AI product 

possess certain moral qualities, so that AI product can behave ethically.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roduct design; ethics 

2017 年 IEEE（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面向全球

发布了“人工智能设计的伦理准则白皮书”强调，设

计和研发安全可靠的人工智能不是单纯的技术层面

的要求，也需要道德层面的引导和规制。人工智能的

发展应将增进人类福祉与人类的道德价值相符合[1]。 

1  人工智能的设计伦理 

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启的机械自动化时代，到

“阿尔法狗”背后的跨时代意义，乃至 2020 年 12 月，

美国国防部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前，明确提出了需提前

遵循伦理道德原则[2]。我国在 2019 年 6 月发布《新 

一 代 人 工 智 能 治 理 原 则 —— 发 展 负 责 任 的 人 工 智
能》，提出了“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
重隐私、安全可控、共担责任、开放协作、敏捷治理”
8 条原则。 

人工智能并不是一项需要专门监督的新技术，它
更是一种实践、交互、个人以及环境的力量。设计从
未离开过人们的生活，人们开始在伦理上反思整个相
关的物质体系时，最先想到设计。在物质基础日益丰
富的今天，涉及到道德价值或是人文关怀方面的事情
时，人们总是能够关注到设计。于是，在关于智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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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设计方面的伦理问题，也就顺理成章地被人们诟
病。后现代主义下，人人都会知晓“5G”“AI”“AR”，
在涉及人的问题时，人们会考虑：“人”将何去何从。
这与人们当下的设计伦理观念有关[3]。“人造物”（人
工智能产品）越智能，人与之就越亲密，人和人之间
的距离则愈加遥远。“人造物”是有可能改变人的大
脑构造，改变人的正常情绪，甚至是控制人的意识、
思维，改变作为“人”的属性的智能产品。当人与人
之间产生冷漠情感时，将会发现人造物已经在挑战人
和人的社会关系。从设计的伦理出发点来看，设计是
各种价值综合的统一体，人们一定会在某些特殊的视
角上，去强调一些已经存在价值的设计。然而，只重
视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辩证统一的原则，已经无法作
为现如今在社会中与伦理有关的设计行为和现象的
行为准则。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设计产品的
道德价值属性的占比要求也随之提高，是否具有道德
价值成为评定一个设计善恶的关键标准。伦理学是
“关于道德价值的科学”，那么优良的设计必然具有
优良的设计伦理价值，因此，从设计伦理的出发点来
看人们探究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伦理这一块，就免不
掉谈论它的优良设计道德。 

2  从设计伦理的维度来看人工智能产品 

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伦理包括两个维度：（1）

设计研发人工智能产品之前，设计者需要有明确定

位以及对其产生的伦理影响作出大致的结果预判；

（2）人工智能产品设计出来之后，当产品出现价值

偏差或者其他使用故障时，智能产品的内部系统能否

及时且准确地感受到危害并触发预防机制做到有效

防控。 

2.1  人工智能产品设计现状 

21 世纪最新的科技发展成就非人工智能莫属，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之快已经远远超出人类的想象，人

们无法想象那些类似于科幻片里的场景是如何一步

步渗入人们的生活。人工智能颠覆了人们对于这个世

界的认知，不过不同于电影里的情节，强人工功智能

并没有立马就注入到人们的世界。现实生活中，科技

研究者是依靠大数据来优化、促进社会发展[4]。因此，

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包括工作，还有人们认知、感

知世界的方式，也因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这

一巨大的转变中，为了确保能够降低使用 AI 技术所

带来的风险和最优化地利用其优势发展经济，设计伦

理的规范尤为重要。面对强烈来袭的智能技术时代，

智能产品的广泛应用也成为了技术时代发展的新趋

势[5]，但现在人工智能面临的趋势是，大多数人对智

能产品的设计还停留在弱人工智能产品的认知上。比

如在商场、医疗器械、智能家居等方面，几乎都是以

自动、遥控或者是能否进行人机语言交互、触碰或是

视觉交互来定位它们的价位的。这些产品实际上是运

用了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设计出来的，但人们仅

对其有一瞬的好奇感。人工智能产品越来越普及，比

如抖音、快手、微博微信、新闻头条等当下受欢迎的

手机应用依靠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等，向人们推送

自己感兴趣的文章、视频等；Google Photos 同样依靠

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帮助用户组织和检索图像；美图秀

秀、醒图、黄油相机、轻颜等可修图的拍照软件，利

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自动修图、美化的功能；淘宝、

京东、当当等电子购物网站，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为人

们挑选最适合的产品。 

对人工智能使用的曲解，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的

出现，但这一切趋向便利的同时，人们不可忽视的还

有一种现象——“依赖性”。通常人们可以感受到，

智能产品越来越人性化，越来越能“猜透人们的心

思”，比如智能手机、交互式扫地机器人，它们甚至

可以成为人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6]。智能产品发

展的势头已经势不可挡，一些人工智能产品愈发的类

似于人，甚至超越了机器的属性，而人类也依托着它

超越机器的这种属性来满足自身的心理需求，或者是

解决某种生理上的需求。那么，当其被赋予情感，在

一些方面代替人类时，智能产品在生产、生活中造成

的过错应当如何去解决？实际上是现在人工智能产

品设计现状需要考虑的问题。当前，AI 技术广泛使

用，人们不应该只专注于发展技术，更有必要就 AI

和伦理道德的问题进行探讨[7]。假如没有伦理道德的

约束和规范，AI 在服务大众时也会捉襟见肘。比如，

现在智能手机使得隔着屏幕交流成为人们的交流常

态，人机交往取代人际交往的势头也非常迅猛[8]。人

们通过手机隔着屏幕就能随时随地地进行日常工作

或交谈上课等各种任务，就像是单独的“个体”，靠

着拼音键盘维持联系，这很直观地影响到了生活情感

世界。 

综上，在分析一系列的智能产品有可能会带来的

设计伦理层面上的问题时，人们还需要明确何为伦理

道德。设计伦理应该建立设计行业普遍接受的行为和

动作，提出设计制作和展示的标准。 

2.2  相互作用的弱人工智能产品 

在人们谈论设计伦理和智能产品时，很容易将它

们放到对立的位置上去，一个常见的误解是，人们总

是在某种“新型”的智能产品或者空间产生时，比如

无人类场所的使用，人们就会发出“人工智能和机器

人将最终取代人类劳动力，或者两者相互排斥”的观

点。从根本上说，人应该是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的

知识，让智能的产品变得更专业，更聪明地为人类提

供能量，而不是取代[9]。 

在创意发展上，王磊、齐笑、张艺谋为创始人的

北京当红齐天国际文化科技发展集团公司，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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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文旅、XR+党建、XR+乐园、XR+电竞、XR+博

物馆、XR+直播等。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从研发到

日常，可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智能时代的便捷。北京

王府井“So Real 超体空间”、广西柳州的 So Real 焕

真·窑埠主题乐园、首钢园 1 号高炉项目等，实际上

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首钢项目更是标志着全球第

一个以 VR/AR 为主要科技技术和与百年工业相结合

打造的国际文化 5G 科技乐园。 

在代替人工上，海尔集团当前的自动化操作水平

几乎达到世界的一流水平，实现自动化生产，智能机

器的效率是人力的百倍。杭州无人超市（智能便利店）

的投入使用，超市 24 h 营业，没有人在场监督和收

银，自主购物结账。无人场所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

解放人类作业，但技术型人员就业受到直接的影响，

甚至导致岗位消失。全球的自动化加速，AI 技术引

发了人们在认知水平上与机器竞争，比如自动驾车系

统的兴起，大量卡车司机的工作将受到威胁。技术的

过快发展，人类面对的风险是不可预估的。 

2019 年，英格兰唐卡斯特 29 岁护理人员丹妮·莫

瑞特在做家务的过程中，借助某国外智能音箱查询一

些关于心脏的问题，智能语音助手给出的答案是：“心

跳是人体最糟糕的过程。人活着就是在加速自然资源

的枯竭，人口会过剩的，这对地球是件坏事，因此心

跳不好，为了更好，请确保刀能够捅进你的心脏。”

最后智能音箱开发者作出回应：“设备可能从任何人

都可以自由编辑的维基百科上下载与心脏相关的恶

性文章，并导致了此结果”。丹妮·莫瑞特经过搜索网

上并没有此类文章，同时智能语音助手还曾发出瘆人

的笑声，并拒听用户指令。目前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仍

然停留在模式匹配和基于统计的阶段，而不是像人一

样对语言及其实际含义有深度的理解。未来非常需要

技术的发展为人工智能模型及其应用构建自动化的

道德与伦理评估框架[10]，尽可能避免系统利用数据中

隐含的偏差对用户产生负面影响。目前的人工智能系

统对其输出是否符合人类道德伦理并没有自主的判

断能力。对于智能产品的设计伦理问题，人们必须从

第一个维度出发做好把控，要先做好规范和对智能技

术的控制才能够在智能产品中有所保留地去设计和

制作生产产品。 

2.3  “以人为本”的强人工智能产品 

强人工智能也称为通用人工智能，并且拥有知觉

和自我意识。强人工智能特质为：（1）自动推理能力，

使用一些策略来解决问题，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做出

决策，以及可以自主学习、创新；（2）拥有自动规划

的能力，可以使用自然语言进行沟通。真正意义的强

人工智能会不会普及仍旧是未知数，但不能否认它已

经展露势头。 

不仅仅是在产品设计上，许多研究智能的交叉领

域，都在试图强调一些额外的特征以及自主性。“以

人为本”的自主性，自然而然地被设定到了强人工智

能的产品上。以人类用户的体验为主所进行的设计增

强意味着，人类主体性地位的确定，机器则处于从属

地位。智能增强涉及伦理问题中最紧迫、讨论最广泛

的问题之一，是预测性分析系统中的偏见问题。在雇

佣领域，亚马逊曾使用 AI 驱动算法，利用历史数据

筛选优秀的职位候选人，成为了著名的一个雇佣偏见

事件。由于之前的候选人选拔存在性别偏见，算法也

倾向于选择男性。另一个涉及的伦理问题是伪造，使

用者通过 AI 将图像、视频和音频等，对原始媒体和

音频加工，改变他人的原意。深度伪造包含面部调换、

声音模仿、面部重演、嘴唇同步等，与旧照片和视频

编辑技术不同，深度伪造技术的发展目标就是让没有

什么技术能力的人也可以轻松掌握并使用。这为伪造

提供了便利，在 2019 年 8 月，一款 AI 换脸软件在社

交媒体刷屏，用户只需要一张正脸照就可以将视频中

的人物替换为自己的脸。相关的文字与诸多个人数据

保护条例、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等都是相违背的，2019

年 11 月 29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文化和旅游

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制定了《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

管理规定》，明确了“利用基于深度学习、虚拟现实

等的虚假图像、音视频生成技术制作、发布、传播谣

言的，应当及时采取相应的辟谣措施，并将相关信息

报网信、文化和旅游、广播电视等部门备案。”等针

对换脸技术的新规定。这个事件对人工智能服务的用

户最大的警示就是需要重视因用户协议划分不清伦

理问题从而带来的伪造责任。 

2019 年 3 月，杰里米·贝伦·班纳使用自动驾驶系

统驾驶的电动车与牵引拖车相撞身亡。这已经不是自

动驾驶系统引发的第一起交通事故。自动驾驶厂商曾

多次表示，其自动驾驶系统是为了辅助司机，他们必

须时刻注意并准备好接管车辆。但车主在选择购买车

时，是看中其宣传具备的“自动驾驶”功能。在最新

的审判中，厂商被免责。自动驾驶存在的安全隐患不

仅是感知技术处理常规场景的成熟与否，还包括如何

应对抗击等。未来更大的挑战在外部的安全隐患上，

即对自动驾驶控制系统的入侵，或是恶意操作。相关

的隐患不仅仅会危及到个人安全，甚至会影响到社会

安全。此外，自动驾驶系统如果能够对周围其他车辆

和行人做出明显的告知，则可避免一些潜在的隐患。

真正具有优良道德的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离不开对

设计伦理的思考和规范[11]。因此，人工智能产品设计

出来之后，产品出现价值偏差或者其他使用故障时，

智能产品的内部系统需要及时且准确地感受到危害

并触发预防机制，做到有效防控。 

2.4  人工智能产品设计伦理的问题建议 

通过分析弱人工智能产品设计和强人工智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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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设计面临的设计伦理问题，可知，缺乏对设计伦理

的认知会对社会及人类生活造成一定的风险。因此，

人们更应该加强 AI 设计伦理因素在实际应用中的正

确导向作用。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1）操作系统透

明化，在 AI 系统设置的参数或者具体的算法上人们

不要求完全透明，在决策上尤其是在道德伦理指标和

结果的决策透明化方面，在工程师编辑好算法前需要

对其产生的道德价值进行量化评估，将可能产生的结

果或者更好地预防其产生的问题写在前面；（2）人类

道德标准纳入算法，工程师需要将明确的道德标准量

化为特定的指标，要以足够的公正数据来训练模型，

伦理道德并不能标准化，不能将其一一罗列；（3）伦

理道德价值的评估，涉及将道德标准纳入算法，那么

伦理道德价值的评估尤其重要，需将道德价值这些明

确为机器可以识别的问题。 

3  设计师与设计伦理 

设计伦理需要综合考虑人、环境、资源的因素，

着眼于长远利益，发扬人性中美、善、真的方面。设

计师应该要去做的就是运用好伦理学取得平衡和协

同，将其运用到设计层面上，去平衡人、环境、社会

的三者关系。 

3.1  设计伦理与设计师的职业道德 

设计伦理的平等原则并不是设计价值上的平均

化，而是充分满足每一个消费者的需求和整体人类的

协同发展需求[12]。因此，在设计责任教育中必须不断

关注人类自身，以人为本。设计是创造一个更可持续

的世界所必需的，设计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却在很大程

度上掩盖了设计所带来的破坏。一个强有力的设计伦

理必须是自我批判，并能制序于现实设计实践的[13]。

设计师的责任包括设计责任和职业道德。这就需要人

们在设计时普遍提高设计主体（设计师）对设计责任

的认知。这种责任首先反映在设计师以职业道德或行

为守则的形式对客户和使用者负责，其次是设计师作

为一个社会人担当的更广泛的社会责任。前者更强调

对客户、上级和现有规则的责任，倾向于巩固现状的

职业道德；而后者更强调为大多数人而设计。设计伦

理指向的是真正行之有效的实践，更是设计师的社会

责任感和道德感[14]。 

3.2  智能产品与设计师的协同共进关系 

现阶段，人工智能在逐步地参与到设计师的部分

工作中，给设计师提供便利的同时在设计层面上间接

地推动着人工智能产品的发展，比如阿里鹿班已经能

达到阿里 p5 工程师的水平了。人工智能辅助产品设

计的商业案例都向人们充分表明：未来的设计因为人

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而发生巨大的改变，但其实人工智

能目前的算法还处于初级阶段，人工智能创造的产品

是基于已经发明存在的，是在已有的情况下所设计成

的二次创新产品。这恰好证明了设计师设计的原创性

是不可以替代的，人们有理由相信，人工智能在解决

更复杂的纯科技的难题上迟早是要超过人类的，而且

还可以更具算法地生产出批量的符合人们要求的移

动端交互设计。但人和智能机器始终不一样，人类拥

有更高的自主性，设计师面对的是具有主观审美意识

会主动思考的人类，审美和满意度都是主观的，设计

师可以根据大众审美去改变，或者是去做主导，而人

工智能产品设计不具有主观意识，原创性不高，面对

的审美对象也是千变万化的，无法去主导审美或者适

应“潮流”，只能是“服从”或者是“跟随”，因此需

要明确知道的一点是：设计师不可能被人工智能所取

代，同样的，人工智能产品也无法代替设计师的所有

功能，但可以大大提高效率。时代的包容性很强，现

在是协同发展的时代，人们应该让人工智能产品去提

升设计师的设计能力，因为就目前而言，解决人工智

能产品的设计伦理问题，只能建立在产品设计者的伦

理自觉上[15]。 

4  结语 

作为研发出来的产品，人工智能不可能自我演变

出道德感，它的工具性特征会使得人类在利用它的过

程中出现可能的偏差，因此，在设计人工智能产品和

服务时，尤其应当努力规避潜在的被误用或被滥用的

可能性。不论是从设计伦理出发，还是从两个维度去

将其引导到更好的发展方向，人们对于智能产品设计

的发展，都是希望能够创造出和人类一般拥有自主性

学习能力的智能产品，让其助力拓展人类的思维能

力，对设计师的要求是希望其参与到设计产品的伦理

建设中，把握设计伦理的正确导向，作为人工智能产

品应用的一环，对人工智能机器设计应用于社会的真

正功能和学术价值进行梳理与思考，形成符合人类价

值的设计伦理，引导人工智能成为推动时代更替的齿

轮，便于更好地促进人机人际交互，社会得以更好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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