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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人的主体性困境及缘起——基于马克思恩

格斯科技思想视角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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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近些年人工智能技术的空前发展，人类迈向智能化时代的趋势不可逆转。人工智能的发展应用极大的

提高了生产效率，将人从繁重的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与解放。然而不难发现科学技术在极

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产业变革的同时，人的主体性地位受到极大的挑战，究其根源既是长期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对

于科学技术的不当使用使得智能化机器成为资本家奴役剥削无产阶级的新型工具，进而引发的对人的主体性的消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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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两次资本主义科技革命使

技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性变革，极大的推动了社会

经济的发展，但也由此引发了科技异化人的本质属性消

弭等一系列的伦理问题。近一个世纪以来作为世界顶尖

技术之一的人工智能技术，其技术变革逐渐渗透到人类

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深刻的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与人类

的生活行为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伦理问题。

1.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思想

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够推动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其

重要原因就在于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生产力。

马克思恩格斯立身于两次资本主义科学技术革命以及

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综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

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

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与前提条件，人类生存资料与劳动

资料的或许都依赖于自然界，同时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

物质基础。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人类对于自然界索

取的欲望不断增长，人对自然界的索取不仅仅局限于生

存层面，更多的是要为科技的发展提供劳动资料。在资

本主义社会形态下，资本家的逐利属性的往往会导致忽

视自然界本身从而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灾害，导致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割裂。

此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除了对自然界

造成的困境之外，也加剧了对工人的剥削与压迫，出现

了科技异化的现象。科学技术的发明本应该解放工人的

双手，拓宽工人的生存空间提升生活品质，然而在资本

主义生产条件下却并非如此，机器作为无生命的死物不

具有生存需要，可以无休止进行劳作，资本家无限制的

利用机器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取代一部分工人

的劳动，导致大批工人失业。在资本主义逐利性的影响

下，科学技术从解放人、发展人的工具转变成了压迫人、

奴役人的异化力量，工人的生存境况愈发艰难。

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

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

寻找。”同样马克思也曾一针见血的指出资本主义制度

下科技异化不应该归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而是

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科学技术的不当使用，科学

技术被迫成为资本家无休止获取剩余价值的工具，同时

也必然导致工人成为被奴役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了科学技术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最根本的制度性原因，为

消解科学技术的消极影响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同时也为

新时期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到人工智能时代出现的人

的主体性危机等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2.人工智能时代人的主体性困境

近一个世纪以来人工智能技术在全世界范围内掀

起了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浪潮，人类从大工业机器生产时

代正式迈向了新世纪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突

发猛进极大的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新

的问题。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是机器学习，人类通过赋

予智能机器算法知识，智能机器通过研究技术算法程序

重新组合已有的数据知识，不断得出新的知识和技能最

终实现最大限度对人的思维和行为的模拟，人工智能以

其强大的模拟人类思维的智能性对人的主体性地位造

成了巨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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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人的本质属性的消弭

人的主体性即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体现

着人的本质，是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人的自

觉、自主、能动和创造的特性。人工智能通过模拟作为

主体的人的思维及行为方式，实际上是人类思维的外化。

在人工智能发展的早期，计算机只不过像是工业时代任

意的一个科技工具而已，比如汽车是人体双腿的延伸，

本质上还停留在工具的范围，经过一个多世纪智能化机

器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已经不仅仅只是人类利用的一

个工具，而转向了人类的合作者。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

不断发展完善，智能技术无限趋近于人类的思维，人工

智能的自我的不断衍生，人与技术的关系也逐渐的变得

复杂起来，机器开始逐渐的具备自主性，人类开始用“类

人智能”“类意识”等标签来形容人工智能，这使人与

科学技术的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人类与人

工智能的界限开始变得扑朔迷离了起来。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

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

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这种抽象直

观的人的本质观，主张从“现实的人”出发，在社会关

系以及实践的角度去理解现实、具体的个人。在人工智

能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人的现实性的实践、交往活动

被大部分的转移到了虚拟网格中进行，各种智能技术结

合现实转化为一种新型的生产力进入到人的生产实践

中，人类进入到了一种新型的虚拟网络智能化生存的时

代，智能技术的冲击已经使体现着人的本质的主体性在

意识层面发生了动摇。

2.2 人工智能挑战人的主体性

近几十年来人工智能在多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

展，ChatGPT 的横空出世、机器人小冰诗集的出版、

AlphaGO在围棋大赛中战胜人类等展现出了人类正在从

信息时代大踏步的迈向人工智能化时代，人工智能的发

展为人类的自由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人工智能

的快速发展，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

智能化时代生产力实现极大的提高，人类在更大程度上

实现解放双手，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生活水平的

提升。人工智能结合人所赋予的算法知识，在计算感知

与数据分析上表现出了远超于人的能力，精密度与协同

性也远远胜于人脑，并且突破了技术工具的客体技术局

限，在不受人类操纵和干预的情况下进行主动性行为。

“AI主宰”“机器高于人类”等声音也频频出现，人工

智能在行为与功能上愈发的类人化，冲击了人的主体性

地位，损害了人的自主能动性和自我价值，因此在这一

层面上来分析人的主体性在人工智能时代趋于“失落”

的状态。

3.人工智能时代人的主体性危机缘起

在工业革命时期机器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将人从

一定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进入人工智能时期智能机

器的运用则对人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实现了更加全面、广

泛的代替，同时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人的主体性遭受到了

更严峻的挑战。人的主体性“失落”的主要是由于人的

本质属性的消弭、信息时代人类社会交往转向虚拟化、

资本主义技术理性下的科技异化以及人类让渡部分权

利为人工智能赋权等因素共同致使下的一种对于人类

自身的反作用，且这种消极影响如果不能及时得到规范

与遏制将势必会引发人类社会颠覆性的危机。

3.1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逐利性驱使科技异化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详细阐述资本主

义条件下科学技术的不当使用对工人的生存境况造成

了巨大危害。首先从经济层面来讲，机器的广泛使用降

低了资本家生产的成本，资本家更愿意选择成本更低的

机器来完成生产由此导致工人的就业机会减少工资不

升反降，对机器使用的范围越广工人的工资越低且随时

有可能被机器取代，工人的工资无法满足家庭的生存需

要经济上陷入窘境。其次经济上的贫困加之政治上的不

平等彻底将工人置于水深火热的境地，资本主义社会下

的法律完全是迎合资产阶级的政治武器，将工人阶级则

是披上了平等合法外衣下“新型奴隶”，完全成为了资

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工具。

资本要素助力了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同时科技力

量运用到生产领域也为资本家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

的财富，资本家对于剩余价值的渴望致使科学技术被迫

成为资本家疯狂逐利压迫奴役人的智能工具。人工智能

在生产领域的运用极大的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一方面在

给资本家降低生产成本带来更多财富的同时挤压无产

阶级的生存空间，大批的工人失业丧失劳动价值，技术

的主体性愈发凸显掌握技术就掌握了经济的命脉，而作

为社会绝大部分群体的无产阶级没有权利与资本占有

技术则完全变成了技术的附庸。“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

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

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

3.2 社会交往虚拟化引发人的存在主义危机

互联网的问世极大的破除了人类交往的空间与时

间的局限，降低了交往的成本，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

大的便利。伴随着众多的虚拟网络平台的产生现实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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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活动都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来解决，越来越多的人生活

在虚拟的网格之中，人工智能成为人实践和交往的中介，

疏离了对于现实社会的交往实践活动，人对于人工智能

的虚拟化空间的依赖性不断增强，干扰了人对现实社会

的认知。长期生存在虚拟网格中人对于现实的物质世界

的需求也难以实现满足。而人类作为高等动物，既是物

质的存在，又是精神的存在，是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的

统一体，具有典型的物质精神二象性特征。人对于现实

物质世界的需求与精神家园的需要缺一不可。社会交往

的虚拟化极大的冲击了人对于现实社会交往实践的需

要，甚至产生了虚拟主体和现实主体两者之间的冲突矛

盾。人的现实的需求长久得不到满足，导致了人在精神

家园上的无家可归，人到底是真切的存在于这个现实的

物质社会中的个人，还是只是存在于虚拟网络游戏中的

“英雄”、微信朋友圈包装的“精英”、二次元世界中

的纸片人角色？身处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个人正在经历

着生命中难以解决的存在主义危机。

3.3 人类自我与权力让渡与人工智能赋权

人的自主性是指人自身拥有自我意识和情感，并可

以根据自我选择进行决策，人工智能的核心逻辑在于算

法，AI技术可以利用人类赋予的算法知识进行数据分析

和智能决策。在媒体时代人可以自主选择看什么信息或

不看什么信息，而如今智能技术的发展代替了人自身进

行信息的选择，AI技术根据大数据下用户的选择得知用

户的喜恶偏好，通过一系列的程序生成符合用户兴趣爱

好的内容推送给用户。从这一层面上来讲智能技术的发

展给人带来了极大的便捷，将更多适配的信息推动到人

的面前，但是进一步思考会发现，这难道不是一种对于

人的自主选择权的取代吗？人们在深深满足于技术带

来的安逸与便捷的同时，人的自主权利在无形中让渡给

了智能技术，人的主体性呈现出了一种“失落”的状态。

人工智能作为迄今为止最具人类智慧的“人造活死

物”虽然目前还不具有人的独立思维、意识与情感，但

是其已经初步具有了一些“类意识”，例如在思维领域，

ChatGPT表现出超强的“类人智能”，甚至在某些方面

已经完全超越了人类目前的能力。类似于人脑的“机器

脑”具有人工智能思维可独立思考和更强大的算法知识

和分析能力的无生命人工智能体，在未来人工智能技术

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会面世，而机器人意识的产生必

将向人类主动要求得到相应的权利，封锡盛院士指出

“机器人要遵纪守法，也要有权利。”为人工智能机器

人赋权问题欧盟已经通过了 “电子人格”草案，沙特

阿拉伯为机器人索菲亚授予了公民身份，这对于当今世

界的科技伦理进路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由此可见为

人工智能赋权已经不再是一个天花乱坠的命题，而是正

在逐步的现实社会，这同时也对人的主体性地位造成了

极大的冲击。

结语

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

新技术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必然

会引发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如若处理不好会对社会安

全、伦理等方面以及人的主体性地位带来危机，面对这

种潜在的风险我们发展人工智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

科技观的指导，推动人工智能立法，促使人工智能技术

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加速器。放眼未来对待人工智能技

术我们既要保持开放的态度，努力抓住人工智能技术发

展得到机遇推动我们科技产业的新一轮变革，又要保持

质疑的精神牢牢稳固人的主体性地位，破解人的主体性

危机实现人主体性的超越式复归，实现人类与人工智能

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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