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人工智能领域法规？人工智能的法律问题

一、人工智能五条原则

1.人类优先原则，确保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符合人类的利益和价值观。

2.公正和透明原则，确保人工智能的决策和行为公正、透明，不偏袒任何个体或群
体。

3.责任和问责原则，明确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和使用者对其行为负有责任，并承担相
应的问责。

4.安全和隐私原则，保障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性，尊重和保护用户的隐私权。

5.合作和共享原则，促进国际社会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与共享，共同应对相关挑
战和问题。这些原则旨在引导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确保其对人类社会的积极影
响。

二、人工智能法律方案是什么

人工智能法律方案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数据安全管理：制定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完善数据存储方案，增强数据保密性，
保障数据的安全性。

2.法律智能分析：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法律文本进行智能化分析，提高法律分析
效率、准确性和可靠性。

3.司法辅助系统：开发和应用面向司法实践的人工智能应用系统，帮助法官、检察
官、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处理案件，提高司法效率和质量。

4.法律知识库建设：构建包括法律法规、司法案例、法律文书等在内的法律知识库
，为各类用户提供便捷、精准的法律服务。

5.人工智能技术培训：加强人工智能技术与法律知识的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技术
水平和法律素养，推动法律服务的智能化和专业化。

需要注意的是，在任何情况下，人工智能都应该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道德标准。

三、人工智能立法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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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年来，伴随着深度学习、语音识别等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与我们的生产生
活愈发密切。人工智能带来的融合发展，不仅推动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时也
为人们带来全新的产业风口和机遇。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受到的支持和青睐不少
，诸多国家和地区都已将人工智能视为战略性产业。

2、但是，人工智能并非只带来利好，有时其也带来担忧。作为一把双刃剑，人工
智能就像是潘多拉魔盒，外观虽然精美，让人爱不释手，可一旦打开也可能释放厄
运。目前，随着人工智能渗透到医疗、教育、制造、金融等行业之中，其隐私、数
据、偏见等问题的显现，已给整个社会带去不少隐患。

3、比如这两年，人工智能加持的网络诈骗越来越多，便让人们防不胜防、损失惨
重；同时大量企业数据频频泄露，也让用户隐私暴露于危险之中；此外，智能机器
人时常出现的意外伤人事件，也让人身安全遭受威胁；以及“机器换人”带来的失
业恐慌，也持续弥漫在各行各业和不同领域。

4、据相关业内人士分析，人工智能带给人的忧虑重点分为两方面。其一是安全威
胁，包括对未来、对人身、对数据、对隐私的各种安全；其二则是伦理和法律挑战
，因为人工智能时常跳脱于现有法律和伦理道德之外，缺乏完善的监管与限制。基
于此，要想让人工智能迈向成熟，就需要通过治理趋利避害。

5、目前，在这方面的行动欧盟已经走在前列。4月21日，欧盟提出了全新的人工
智能法规，旨在解决人工智能系统带来的具体风险，并在全球范围内设定最高标准
。在保证人们和企业的安全与基本权利的同时，加强欧盟对人工智能的吸收、投资
和创新。新的法规将人工智能依据风险高低进行了分类治理。

6、其中，具体包括不可接受的风险、高风险、有限的风险和最小的风险。按照新
规，被认为对人们的安全、生计和权利有明显威胁的人工智能系统将被禁止；被认
定为高风险的人工智能需受到严格管控；对于被认为有限风险和最小风险的人工智
能，则进行一定干预和不做干预。每个风险法规都举了相应例子。

7、据了解，早在2018年时，欧盟就已经发布过一项人工智能法规，名为《欧盟AI
协调计划》。相比该计划，新的法规通过机械条例让相关规定更加明确，透过允许
文件的数字格式和调整中小企业的合格评估费用，简化了企业的行政负担和成本，
确保了与欧盟产品立法框架的一致性，让人工智能治理再度升级。

8、不过，新法规的出台并非总是受到欢迎，对于欧盟内一些企业来说，就提出了
对于新法规的担心。不少企业认为新法规会增加AI成本，适得其反限制或打压自身
科技创新。毕竟，在新法规划定的高风险领域，包括了不少重大基础建设项目，同
时根据法规，违法企业最高面临年营收6%的惩罚，过于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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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人工智能创新的法律

人工智能创新法律方案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数据安全管理：制定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完善数据存储方案，增强数据保密性，
保障数据的安全性。

2.法律智能分析：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法律文本进行智能化分析，提高法律分析
效率、准确性和可靠性。

3.司法辅助系统：开发和应用面向司法实践的人工智能应用系统，帮助法官、检察
官、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处理案件，提高司法效率和质量。

4.法律知识库建设：构建包括法律法规、司法案例、法律文书等在内的法律知识库
，为各类用户提供便捷、精准的法律服务。

5.人工智能技术培训：加强人工智能技术与法律知识的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技术
水平和法律素养，推动法律服务的智能化和专业化。

需要注意的是，在任何情况下，人工智能都应该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道德标准。

五、首个省级人工智能法规是什么

1、人工智能法规是《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

2、改条例于10月1日起实施，这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首部省级地方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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