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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自动驾驶在多场景有序推进，
变得越来越“聪明”。其背后所蕴含的伦理
考量、技术挑战及车企所负责任，正逐渐
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为研究这一前
沿领域，东南大学人文-交通学院特组建了
自动驾驶技术伦理风险研究团队，积极响
应中国伦理学会发起的竞榜活动，以“数
字技术的伦理风险与化解路径研究”为议
题，将“数字技术的伦理风险与化解路径
研究——以自动驾驶技术为例”作为作品
名称，特别邀请了东南大学教授、智慧交
通与空间信息系副主任张健老师，复旦大
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王球老师，以及南京开
沃集团沃行科技CTO的裴沛博士进行了一
场深度专访。

技术挑战：从辅助到智能的自动驾驶迭
代递进与跨越

张健老师指出，自动驾驶技术从诞生到
高潮再到现在的客观冷静是一个迭代递进
和跨越发展的过程。按照广泛遵循的 SAE
International J3016标准（从L0到L5的六个等
级），从基础的辅助驾驶到完全自动驾驶需
要一个过程。在特定封闭或半开放环境下，
已有技术能实现L4至L5级别的自动驾驶，
即车辆可在自动工干预下自主行驶。而在
更广泛的公共道路上，大多数智能驾驶车辆
仍处于L2至L3的过渡阶段，这意味着虽然

车辆能承担部分驾驶任务，但仍需人员进行
监控以确保安全。

张健老师强调，自动驾驶技术的推进不
仅涉及到技术难题的攻克，还面临法律与伦
理的挑战。特别是在L3级别及以上，责任归
属问题成为关键之一，需要法律层面的明确
界定。国内虽有不少城市正在开展自动驾
驶测试和试运营，但在法律法规层面仍有许
多掣肘，大多仍是以审慎态度推动产业发
展。

伦理考量：法律人格与责任归属的哲学
探讨

王球老师指出，法律人格并非系统内在
属性的直接反映，而是人类社会共同体的赋
予。他强调，在探讨自动驾驶汽车是否具备
法律人格时，需考量其边界、交互能力、灵活
性等，并辅以严格测试。

对于自动驾驶汽车的责任归属问题，王
球老师认为，虽然法律人格可以赋予系统，
但自动驾驶汽车无法直接承担法律责任，应
转嫁至购买使用者，尤其是那些通过个人行
为调整系统导致事故的情况。王球老师还
强调，自动驾驶技术的伦理考量已超越单纯
的技术范畴，触及到意识形态层面，其中的
识别技术可能存在的局限更涉及社会公正
与价值观的重塑。对此他呼吁，在推动技术
发展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哲学想象力，深入探

讨不同情境下的责任主体与伦理边界。
车企责任：应对数据挑战与推动全球化

发展
裴沛博士从车企责任的角度深入剖析

了自动驾驶技术决策系统的精妙构造及面
临的数据挑战。他强调，在系统设计中，
自动驾驶权限被谨慎地置于控制链的底
层，之上则是人类直接及远程操控的优先
权——这种设计确保了在复杂或紧急情况
下人类能够迅速接管控制权从而保障行车
安全。

针对数据挑战，裴博士指出数据的广
泛代表性是自动驾驶技术成功的关键。由
于不同地区的交通规则、道路标识、行人
习惯等存在差异，自动驾驶系统必须针对
特定地区进行数据采集与优化。然而这一
过程不仅复杂耗时，还伴随着隐私保护等
敏感问题。为此裴博士分享了开沃集团的
应对策略，包括利用公开数据集进行基础
训练、针对特定场景进行深度优化以及确
保数据来源及使用的合法合规性等。同时
他还特别提到了跨国应用中的特殊挑战，
并呼吁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合作，克服技术
与法律障碍，推动自动驾驶技术的健康发
展。

来源：东南大学人文-交通学院自动驾
驶技术伦理风险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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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览区，
“人形机器人先锋阵列”令人眼前一亮。相
比往届，今年人形机器人争相登场，它们有
的憨态可掬、有的灵活敏捷，在智慧巡检、
高危作业、智能制造等领域“大展身手”，成
为人们的得力干将。

去年，电影《流浪地球2》里酷炫的可穿
戴“钢铁侠”——外骨骼机器人，给观众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这家机器人品牌
又“上新”了。4日，上海傲鲨智能公司发布
了一款人形外骨骼复合机器人，身高 1 米
9，拥有27个灵活的关节，末端三指爪也十
分强大，可负载40公斤。

“这台人形机器人可实现人形与外骨
骼双模式工作，结合力控与感知能力、大模
型人工智能训练，完成在矿山、电力、应急
等野外复杂环境中的作业、任务等。”上海
傲鲨智能公司市场总监张华说。

当前，人形机器人技术加速演进，已成
为科技竞争的新高地、未来产业的新赛道、
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据悉，本届大会在具
身智能领域展出智能机器人45款，其中人
形机器人25款。

值得一看的还有一款全尺寸通用人形
机器人开源公版机“青龙”，身高1米85，体
重80公斤，拥有高度仿生的躯干构型和拟

人化的运动控制，支持多模态机动、感知、
交互和操控，全身多达 43 个主动自由度，
支持快速行走、敏捷避障、稳健上下坡和抗
冲击干扰等四大运动功能。

据悉，2023年国内发布了12款人形机
器人，其中4款出自浦东，浦东机器人产业
规模已超过200亿元。今年5月，由工信部
和上海市政府共同授牌的国家地方共建人
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落户浦东。除了“青龙”
在此“安家”，还有机器人大脑“朱雀”大模
型、机器人小脑“玄武”强化学习模型、专用
人形机器人“伏羲”系列，以及“白虎”规模
化数据集等项目，在这里加快向“新”。

“创新中心正在加快推进训练中心建
设，首期可容纳100个人形机器人训练，计
划到 2027 年可容纳 1000 个人形机器人同
时训练，推动人形机器人在更多的真实场
景中应用落地。”杨正叶说，我们将持续推
动技术创新、开源建设，“细雨润物”地为产
业发展带来活力。

不仅在展览区域，人形机器人在大会
论坛上也是一大热词。“人工智能发展越
快，越要确保其安全、可靠、可控”，成为与
会专家共识。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倘若机器人未来
大规模应用，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真正走进

公众生活、走近百姓身边，陪护老人、陪教
儿童等，还有许多“软硬件”待升级，包括看
得见的零部件灵敏度、安全性等，看不见的
数据隐私、算法偏见、伦理道德等，都需要
有更全面、更优化的解决方案，保障新技
术、新产品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本届大会主题是“以共商促共享 以善
治促善智”。大会发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上海宣言》，提出要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维
护人工智能安全，构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加强社会参与和提升公众素养，提升生活
品质与社会福祉，呼吁各方积极响应，共同
推动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赋能人类共同
的未来。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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