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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安全重要论述的形成

逻辑、核心要义和时代价值

宫曼露  

（长沙理工大学，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安全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国家安全观与马克思科技发展观，分

析与研判了人类科技革命和社会演进规律，回应了智能时代的全球竞争格局。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安全

的重要论述聚焦科技自主可控、伦理规范、国家治理和国际合作等方面，体现了战略主动思维、风险防控

思想、人本理念与全局意识，明确了以人为本、健康有序和开放合作的人工智能安全价值理念、治理模式

和发展格局，为中国和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平衡安全与创新、合作与竞争的可持续发展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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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ve Logic, Core Essence and Epochal Value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afety

Gong Manlu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114, China）
Abstract：Xi Jinping's important discours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afety represent both an inheritance and an 
innovation of Marx’s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scientific‑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which analyze and 
evaluate the laws of huma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social evolution， while responding to the global 
competitive landscape of the intelligent era. Focusing on such aspects as technological autonomy， ethical norms，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se discourses not only reflect a strategic proactive mindset， a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hilosophy， a people‑oriented approach， and a holistic awareness， but also clarify the value 
concepts， governance models， and development frameworks of AI safety that are people‑oriented， healthy and orderly， 
and collaboratively open， which provide a sustainable framework for AI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globally in terms of 
balancing safety and innovation，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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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 2024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

会开幕式中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迅猛发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方兴未艾”，“我们

应当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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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把安全作为底线要求、把普

惠作为价值追求，加快推动网络空间创新发展、

安全发展、普惠发展，携手迈进更加美好的‘数

字未来’”[1]。当前，人工智能正在由强人工智

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AGI）向超人

工智能（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ce，ASI）发展。

随着人工智能在模型架构与算法训练、机器学

习与深度学习、场景应用与交互体验等领域的

不断更新迭代，一系列挑战也随之而来，引发了

数据质量与隐私、伦理规制与应用、文化渗透与

偏见等诸多问题。对此，习近平基于总体国家

安全观的大安全理念，从国家安全、社会治理、

科技发展等方面对人工智能安全作出系列重要

论述。

一、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安全重要论述的

形成逻辑

科学理论的产生并非凭空而至，它必然根

植于深厚的理论渊源与历史积淀之中，与特定

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实践紧密相连。其中，对马

克思国家安全观和马克思科技发展观的继承与

创新构成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安全重要论述的

理论逻辑；对人类科技革命和社会演进规律的

分析与研判是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安全重要论

述的历史逻辑；对智能时代发展和全球竞争格

局演变的瞻测与应置是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安

全重要论述的现实逻辑。

（（一一））理论逻辑理论逻辑：：对马克思国家安全观和马对马克思国家安全观和马

克思科技发展观的继承与创新克思科技发展观的继承与创新

习近平强调，“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

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2]要全面增强人

工智能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建立新一代人工智

能关键共性技术体系，在短板上抓紧布局，确

保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里 [3]。马克思认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

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4]（P865）市民社会决定

着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维护着国家的

经济、政治和社会安全。习近平基于人工智能

发展所带来的生产力变革，积极引领市民社会

的发展方向，提出“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的潜

在风险研判和防范，维护人民利益和国家安

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3]，并提出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以人为本、智

能向善的普遍共识，弘扬平等互利、尊重人类

权益的价值理念，促进人工智能安全的和平、

全面、普遍发展。

习近平指出，要“打造开放、包容、非歧视

的数字经济环境，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5]。

这正体现了其对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的本质把

握，即确保人工智能始终服务于人民的利益，

服务于人的解放和生活质量的提升。马克思、

恩格斯认为，“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
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

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

致。”[6]习近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要加强

人工智能同社会治理的结合……促进人工智能

在公共安全领域的深度应用”[3]，倡导人工智能

的发展应为全社会服务而非少数人，促进公平

和可持续发展，“要加强生态领域人工智能运

用，运用人工智能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

水平”[3]。

（（二二））历史逻辑历史逻辑：：对人类科技革命和社会演对人类科技革命和社会演

进规律的分析与研判进规律的分析与研判

社会发展问题与社会安全问题既具有客观

性、普遍性和多样性，又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

作为引起经济结构变革和社会结构变化的主导

力量，技术发展在推动人类历史进程的同时，其

所带来的人类存在主义危机、环境污染、资源掠

夺、生物安全、信息安全、社会公共卫生危机等

安全问题深刻影响着技术革命的影响范围、发

展成效和作用时间，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文明程

度、伦理规制和未来趋势。蒸汽技术革命带来

了劳动剥削、工具安全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电气

技术革命带来了政治霸权、军事扩张和贫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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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加剧等问题，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

技术反制、信息安全和资源依赖等问题。这些

历史周期在发展与安全方面具有共同点：一是

新的技术既加速了全球范围内经济、政治和文

化的交流，也不断丰富和拓展了国家安全概念

的内涵和外延；二是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社会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改变着全球竞争格局

和国际安全关系；三是新的技术扩展了人类的

生存时间、空间以及生活方式，安全问题的识别

和处理复杂化加剧，进一步强化了上层建筑的

重要性。

基于三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发展与安全问

题，习近平准确把握社会历史演进规律，从政

治上、制度上、实践上对人工智能安全问题提

出了明确的方向和要求。在政治层面，一是明

确人工智能发展对保障我国科技安全乃至总

体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强调要“确保我国在人

工智能这个重要领域的理论研究走在前面、关

键核心技术占领制高点”[3]；二是指出人工智能

安全治理的原则和范围，强调要“坚持以人为

本、智能向善，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

规则治理，积极推进绿色转型”[5]；三是重视人

工智能安全对维护国家安全和保障社会稳定

的关键作用，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的潜

在风险研判和防范”[3]。在制度层面，一是重视

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的制定，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

度”；二是重视人工智能安全相关法律、伦理与

治理规范，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基本伦理规范的

制定与完善；三是完善现有制度中关于人工智

能安全的相关内容，通过《网络安全法》规范人

工智能技术在网络空间的安全应用。在实践层

面，一是支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及相关科技前

沿工作，“支持科学家勇闯人工智能科技前沿的

‘无人区’”[3]；二是重视学科力量整合与人才培

养，支持高校设立人工智能专业和研究院，培养

高层次人才；三是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推动人

工智能与产业深度融合，丰富人工智能安全应

用场景和商业模式。

（（三三））现实逻辑现实逻辑：：对智能时代发展和全球竞对智能时代发展和全球竞

争格局演变的瞻测与应置争格局演变的瞻测与应置

自 20 世纪 40 年代人类开始用计算机代替

或扩展人类的部分脑力劳动后，世界开启了智

能化进程。张姝艳等指出，人工智能本质上是

人类劳动实践的对象化，赋予机器自主学习能

力、代替人类部分简单重复的脑力活动以及实

现人机共融 [7]。随着符号主义、联结主义、机器

学习理论与专家系统技术等的出现，人工智能

从理论研究逐渐走向实际应用。随着神经网

络、并行分布式处理技术、统计学习、深度学习

和强化学习等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将人与人、

人与世界、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连接得更为紧

密。当前，人工智能不仅在量子信息、生命科

学、工业制造、能源变革、空间智能和智慧海洋

等领域不断拓展，还重点关注超出人类能力范

围的领域，并在既定目标下追求最优过程和最

优解。习近平指出，“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

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8]

全球化背景下，人工智能作为人类发展和

国家安全的新兴领域，成为各国综合实力竞争

和创新发展的关键制高点和赢得全球科技竞

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为积极适应人工

智能发展趋势和应对人工智能安全问题，各国

制定了相关战略以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

和监管。例如，美国在 2019 年发布了《美国人

工智能倡议》；欧盟在 2018 年发布了《欧洲人

工智能战略》、在 2024 年提出了《人工智能法

案》；英国在 2018 年发布了《产业战略：人工智

能领域行动》；澳大利亚在 2019 年提出了《人

工智能：澳大利亚的伦理框架》等。2017 年，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前瞻性地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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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战略性文件《新一

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首次明确了我国人工

智能的重点研发领域和应用场景。在给 2018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贺信中，习近平指出，“处

理好人工智能在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和

政府治理等方面提出的新课题，需要各国深化

合作、共同探讨”[9]。截至 2024 年 10 月，全球约

有 5.5 万家 AI 公司，其中美国有 2 万家，占全球

的 36% 以上 [10]。

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加快实现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国

连续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的

政策、规范和倡议等，如《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

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国家新一代

人工智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新一代人工智能

伦理规范》《关于加快场景创新以人工智能高水

平应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全球

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

言》等。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安全的重要论述

推动了我国人工智能安全标准化体系建设和规

范管理，从强化自主创新的国际化理念和倡导

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合作的角度统筹把握我国人

工智能安全发展路线，在抢抓人工智能发展重

大战略机遇的同时，促进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安

全、可靠、可控。

二、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安全重要论述的

核心要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人工智能发展上

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积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新

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

医药等领域，人工智能安全在新安全格局中的

重要地位也随之不断提升，被列入国家安全重

点领域。习近平重点围绕科技自主可控、伦理

规范、国家治理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对人工智能

安全展开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体现了其高度重

视人工智能发展和安全以及对二者辩证统一关

系的统筹把握。

（（一一））发挥人工智能发挥人工智能““头雁头雁””效应效应，，实现高水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平科技自立自强

2018 年 10 月 31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深刻洞察当前世界科

技发展格局及人类科技发展趋势，明确指出，

“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

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

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

重要战略资源”[3]，揭示了人工智能对推动我国

发展的重要意义和战略价值。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的整体发展水平与世

界领先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主要体现在基础

理论、核心算法、关键设备、高端芯片、基础材

料、软件接口等方面原创性和创新性不足。科

技的自主研发与创新意味着一个国家或组织拥

有自主决定其科技发展路径的能力，这对维护

国家或个体的独立性、自由权和自主权至关

重要。

对此，习近平充分结合人工智能的技术属

性和社会属性，强调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自主创

新与应用实践，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主动

权和主导权，进而实现人工智能自立自强。习

近平对新一代人工智能自主发展的高度重视既

是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关键举措，也是对

当前国际科技竞争形势和我国国家安全战略布

局的本质把握。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安全的重

要论述以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为出发点，有力支

撑着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的高科技、高效

能、高质量发展，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下国

家新安全格局的建构与完善。

（（二二））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推进国推进国

家安全科技赋能家安全科技赋能

人工智能运算环境的复杂性及其在决策

中存在的非透明性，可能会导致意外、人为误

导或不可预测的后果，产生数据欺骗、隐私泄

露、意识形态渗透、挑战国际关系准则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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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影响国内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环境，其所

涉及的内生安全、衍生安全和发展安全既是国

家安全的关键领域，也是国家安全保障体系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的经济安全、政

治安全、社会安全以及全球治理等具有深远

影响。

习近平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安

全风险和挑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要“建立人工智能安

全监管制度”[11]。通过加强对人工智能的应用

管理监督进行准确引导、前瞻预防和有效约

束。一方面，可以确保人工智能系统在设计、

开发和实施过程中遵循国家或国际制定的安

全标准，通过加强监管进行规范引导和前瞻预

防，保证技术的可控性并将发展风险最小化，

充分平衡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另一方面，能够

防止和减少人工智能系统在数据处理和决策

过程中产生的歧视或偏见，减少特定群体的不

公正待遇，在保证人工智能保密性、可用性和

完整性的同时，提高人工智能的鲁棒性、透明

性和解释性，进而增加结果的可信度和公众的

信任度。与此同时，习近平准确把握人工智能

技术和产业的发展趋势，充分认识和评估人工

智能创新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

加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人工智能发展

提供安全发展的设施基础，深化开展“人工智

能+”行动，不断推动人工智能普及化、情景化

和具身化应用；另一方面，习近平指导发布《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生成式人工智能服

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注重技术创新与社

会责任、伦理和法律法规相适应，以促进人工智

能安全可控地发展和应用。

（（三三））建立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建立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提升技提升技

术的安全性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靠性、、可控性可控性、、公平性公平性

当前，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已成为国际治理

的关键议题，世界各国在开展人工智能安全治

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安全与发展平衡、技术

发展与规则同步、开放合作与协同共赢的整体

趋势。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指出，每个

人都拥有最广泛自由的平等权。在面对社会

的和经济的不平等时，应在关注社会资源分配

和代际公平的情况下，使最少受惠者获得最大

利益，这种不平等应合理地适用于每一个人的

利益 [12]。

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

上指出，要进一步拓展人工智能合作，加强信

息交流与技术合作，共同做好风险防范，推动

建立普遍参与的国际机制，形成具有广泛共识

的治理框架和标准规范，不断提升人工智能技

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公平性 [13]。通过

建立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明确创新发展为

首要任务，以有效防范化解人工智能安全风险

为根本目标，构建全周期、全方位、全链条、全

要素的治理体系，保障社会安全并尊重人类权

益。习近平对我国人工智能安全发展的高度重

视，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我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习近平对人工智能治理框架的重视，一方面，体

现了他对全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趋势的整体把

握，有助于搭建我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

基础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体系；另一方面，为政

府、企业、科研机构及公众等多元主体在利用和

参与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中提供了应遵循的原

则和依据。

（（四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促进全球

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安全发展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安全发展

马克思认为，“共同体”是“现实的人”形成

的利益团体，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只

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的发展和自

由 [4]（P199）。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人与劳动、人

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分离和对抗会最小化甚至

消失。习近平继承发展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提

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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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等理念，为全球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安全发展

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遵循。

网络安全问题是人工智能安全的重要环节，

关系着人工智能发展的数据安全、算法安全和伦

理法规等。促进网络空间安全，一方面，能够使

网络数据的合法性、真实性提升，促进人工智能

算法模型的迭代与防护、强化人工智能的透明性

与公平性；另一方面，能够通过数字经济合作、互

联网技术转移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人工

智能，进而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国家安全

维护，从而更好地服务人类、提升人类福祉。

2015 年，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上首次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指出网络

空间是人类共同的活动空间，网络空间的前途

命运应被世界各国共同掌握。各国应该加强沟

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

运共同体 [14]。这次会议创新性地将共同体思想

与全球网络空间治理相结合，推动全球网络空

间共享共治。习近平对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

高度重视体现了其对我国自身人工智能建设的

深刻认识以及对外部世界发展变化的深刻

把握。

三、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安全重要论述的

时代价值

基于对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的深刻认识，习近平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和方法，就人工智能安全发表了

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重要论述，极大

地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时

代化新境界，对中国乃至世界的人工智能安

全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价值、实践指导及

未来指引。

（（一一））明确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安全价值明确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安全价值

理念理念

美国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最迅速、应

用最前沿的国家之一，在人工智能发展与安

全的问题上更注重创新发展，其人工智能的

发展理念主要关注收益与风险、发展和安全

的平衡，强调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通过市

场化、灵活性治理方式兼顾人工智能的创新

与安全。习近平关于人工智能安全的重要论

述始终围绕“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强调“以

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安全理念重点在于在技

术的发展与应用中，始终将人的安全、福祉和

价值置于核心地位。从技术发展层面来看，

这有助于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可持续性，推

动开发更具社会价值的人工智能应用，不断

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从

社会发展层面来看，这有助于推动人工智能

在法律、伦理等方面的价值取向与现代社会

发展相适应，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安全可控，使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更具多样性和包容性，减少

社会分裂和不平等现象。

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各个领域的深

入应用，人工智能安全可信发展的巨大需求与

人工智能发展及治理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

突出 [15]，习近平“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安全理

念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不断彰显其长远的价

值意义，也从根本上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人民思

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不仅是人工智能技术发

展的道德要求，更是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

社会和谐共生的必要条件。通过强调人的中

心地位，可以确保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服务于

人类社会，在保护人类权益、降低伦理风险的

同时，提升应用体验和避免技术偏见，推动人

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进而推动人

工智能更好地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社会发展

变化。

（（二二））赋能健康有序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赋能健康有序的人工智能安全治理

模式模式

人工智能的健康有序发展对培育经济新

增长点、实现高质量发展、增强国家竞争力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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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重要，如何确保人工智能在赋能经济发展、

社会服务时具有可靠性、伦理性和可持续性，

是实现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核心问题。面对

新时代人工智能广泛应用所带来的数据泄露、

深度伪造及算法偏见等一系列安全问题，习近

平立足于我国国情及我国规模巨大的网民结

构、技术先进的基础设施和场景丰富的应用市

场，重点关注人工智能的法治建设，保障人工

智能安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人

工智能发展和应用中的安全问题，致力于为人

工智能新技术、新应用营造健康有序发展的法

治环境。一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指导制定互联网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如《中

国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对人工智能发展

所涉及的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处理

等基础性问题给出详细规定。另一方面，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人工智能技术

的具体应用指导发布《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标

准体系建设指南》《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

意见》《人形机器人创新发展指导意见》等政策

文件。近年来，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先

后制定了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算法推荐

等专门性立法，先后完成了“文心一言”“清华

智谱”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备案工作，推

动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不断创新发展，为不同

主体开展人工智能相关活动给出具体的安全

指引规范。

人工智能健康有序的治理模式不仅是人

工智能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保障，也是维

护国家安全、保持社会稳定和提升国际竞争

力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指导发布的《全球人

工智能治理倡议》《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等，推动着人工智能法治环境的不断完善。

这些政策文件使政府和公众在应对人工智能

发展带来的问题时，能够明确应有的法律责

任和伦理标准，进而营造和维护良好的市场

环境，促进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同时，这些政策文件还正确地引导人工智能

的发展方向，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

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人工智能治理的中国方

案，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工作贡献了中国智

慧。在人工智能治理过程中，重视减轻决策

者面临的巨大信息障碍和认知负荷，从而提

高决策质量和效率、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确保

人工智能在带来便利和效率的同时，也能最

大限度地减少潜在的风险和负面影响，有效

统筹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规范应用和全链

条安全治理。

（（三三））促进开放合作的人工智能安全发展促进开放合作的人工智能安全发展

格局格局

在全球各国对人工智能战略布局持续深化

的当下，美国政府关于人工智能的最新政策目

标主要对准基础能力建设、国家安全领域和全

球治理框架。一方面，要保障人才吸引与集聚，

同时建设世界最先进的计算设施和严格安全的

评估标准；另一方面，注重构建全方位人工智

能发展和治理框架，建立监管体系与人工智能

国家安全协调小组，并且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

能治理讨论。欧盟则主要关注人工智能发展中

的创新与监管平衡，注重多边平台合作。根据

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到 2025 年，

我国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将实现重大突破，部分

技术和应用将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推动产

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到 2030 年，我

国人工智能的理论、技术和应用将全面达到世

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来看，加强人工智能领

域国际合作是各国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必然趋

势，也是维护人工智能安全发展格局的必然

选择。

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

上进一步指出，要“加强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和合

作，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16]。习近

平始终把握世界大势，认为人工智能安全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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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乎全人类命运，应保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

续的安全观，积极构筑包容、开放、平等的人工

智能发展和安全环境，不断推进智能时代人类

文明的进步。2024 年 7 月 1 日，中国提出加强

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该决议在第

七十八届联合国大会获得协商一致通过。随

后，我国在上海成功召开 2024 世界人工智能大

会，并发表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

该宣言倡导“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尊重各国自

主发展的权利”“确保各国在开发和利用人工智

能技术方面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等

理念原则。这些理念原则在体现中国方案与中

国智慧的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倡导以开放包容、

协同发展的共享发展理念积极推动全球发展中

国家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上共同进步的坚定立

场，以实际行动增强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全

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进一步展示了我

国构筑人工智能共治共享“世界方案”的负责任

大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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