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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obotic ethics is a new discipline born under the continuous extension and expansion of modern computer technology. It is an import-
ant research project to be included in computer ethics.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robot ethics has set off an upsurge in the world, and 
has corresponding research results. In general, the research on robot ethics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exploration, the paper explores 
robot ethics, and gives some strategies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robot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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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机器人伦理学是一门在现代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延伸和扩展的应用下诞生的一门新的学科，是列入计算机伦理问题中的一项重
要研究项目，目前针对机器人伦理学的研究在世界都掀起了一阵热潮，也有了相应的研究成果。总体来说针对机器人伦理学
的研究依然还处于较为初级的探索阶段，论文针对机器人伦理进行探索，给出几点针对机器人应用挑战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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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机器人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了人们最好的辅助工具与辅

助手段，在机器人的运用过程中可以减少人力资源的消耗，

并且对人们认识自然、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手段，

在社会生活和工作中有着重要占比的一项工具。目前人们对

机器人的认可度越来越高，而人工智能在人类生活中的融入

也越来越深。在伦理道德方面，由于人们的文化、生活习惯、

信仰等方面因素的不同，导致了对机器人伦理的看法也不同，

论文对机器人伦理进行分析。

2 机器人应用中的伦理问题

2.1 机器人的伦理问题

机器人是否应该享有权利？这与机器人在人类生活中扮

演的角色息息相关，如果机器人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一类可以

接收指令、完成命令的机械工具，那么机器人并不拥有权利，

其自身安全对于人类来说并不重要。而如果人类将机器人当

成是生活中的话伙伴，那么机器人就应该享有作为人类伙伴

而应有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人对机器人就需要负起一定

的义务，减少“机器人是购买而来，可以随意处置”的想法。

但是目前，对机器人的功能越来越完善的情况，人们都持有

期盼但是却恐慌的姿态，这种姿态也是人们对于“机器人权”

是否应该存在的复杂心理内核，因为给一项事物赋予权力往

往在大多数人眼里并不理所应当，也会导致既得利益者对赋

权的嘲讽与阻碍 [1]。

2.2 对于不同种机器人伦理问题的探讨与应用问题

对于工业或制造业机器人的应用中，人们在被机器替代

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恐惧情绪。从合作者的角度来看，人类

往往会担心机器人因生产效率与质量上的优越而导致了自己的

下岗，那么就有可能造成人类攻击机器人的事件。在健康护理

机器人的应用中，因为机器人在护理、理疗、康复甚至是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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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自主性就较高，存在一定的风险，且无法满足患者需要

的情感需求。在军事机器人的应用中，军事机器人缺乏同情心，

在人伦道德和人道主义方面无法考虑周全，无法判断平民和敌

人，可能因为战争为人们带来更大的伤痛。在服务型机器人的

应用中，如何显露出机器人自身的情感是目前在机器人伦理中

的一项重要应用，虽然机器人人性的表达是一项发展趋势，但

是针对机器人表达出来的情感，人类大多数无法接受 [2]。

2.3 机器人应用中的道德红线问题

人类的科技是不断向前迈步的，在机器人的生产制造中，

最终会达到与人类的外观无异的地步，上述说到的多种机器

人在应用中是否会做到与人类相同的道德决策是目前大众所

考虑的问题，同时也是机器人被创作的初衷。在机器人进入

人类社会时，应该要考虑为机器人划一条道德红线，特别是

在军事机器人和情感性机器人两个方面。针对前者，在战争

中针对军方无人机、爆破机器人等机器人应用不能够伤害人

类士兵的这一条原则早已经在阿西莫夫的机器人定律中被提

出，所以为了防止无论是误伤还是有意为之，人类都应该设

立一条道德基线，限制军事机器人的行动。针对后者则是在

男女、老幼、幼童与成年人、男男、女女等关系之间的全新

改革，引发出人类结婚、生育、成长等一系列生理、情感活

动的问题，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冲击。不管冲击的大小，

也不管使用者的原本用途。需要牢记的是为其设立的道德红

线更加是人类的道德红线。

3 机器人发展带来的伦理冲突

3.1 机器人的自主决策权

机器人最终会在人们生活中被深入运用，而需要机器人

自主作出决策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为了防止在极端情况下人

类无法理智地作出相应的决策，决策性机器人将起到重要的

作用。在机器人的设计中，是需要机器人依照相应的道德体系，

在外部环境与自身情况的变化过程中对行为施展路径可能性

的全面计算，并决策出一条最优决策。比如说军事机器人的

运用，在实际战斗中的自行开火控制中，是否会区分出平民

和敌方士兵是一项重要的问题。另外，当机器人拥有了自主

决策权以及决策能力之后，是否会对人类进行反控制也是目

前人们较为忧虑的问题，所以在对机器人进行设计时，需要

保证其能够依照服务人类的原则，设计保护使用者安全的程

序，不能因为要发展机器人的自主决策权而使得其违背人类

的初衷，威胁到人类的发展地位 [3]。

3.2 机器人的伦理道德体系建立

机器人毕竟是由零部件组装起来的具有一定指令执行功

能的机器，而在未来的发展中机器人的功能会逐渐完善，让

其拥有人类的道德判断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一点只有从人类

的道德体系中去寻找。因为一项事物的多面性以及人类个体

的差异性，在很多事物上都存在道德的争议，比如说谎言和

善良的谎言，因为其出发点好坏和说谎的本质，在道德层面

上很难判断其是否是不好的行为，所以针对机器人的道德体

系建立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目前较为统一的说法是

根据不同的文化体系，在不同的国家、环境、地域中，机器

人的道德体系构建也不相同，并采取从多层次、多角度的构

建方式，使得人们能够在目前国际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中

找到适合机器人的道德标准和道德体系，但是不变的是，人

在道德体系参考中的主导地位是用永远不变的。

3.3 机器人和人的伦理道德冲突

机器人和人类的冲突重点必然在于对社会岗位的释放以

及生存竞争的加强，随着机器人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被应用，

自然而然会因为其高校精准的性能而被广泛应用，届时将会

有多个岗位被机器人替代，而许多人则面临着失业，这也就

导致了剩余岗位中会出现巨大的竞争情况，目前的社会竞争

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如果在未来缩小人类岗位的话那么后果

将不堪设想。从伦理道德角度出发，人与其他生命的平等的，

但是现实世界中往往存在着丛林法则，竞争从未有一天停止

过，而如果机器人的伦理道德体系没有被完善，那么将会出

现更加严重的情况，毕竟机器人的思考方式往往都是完全理

性的趋利避害，例如，在无人驾驶过程中，直行会碰撞到事

故现场，而唯一的转弯路线则会撞击儿童，这个时候机器人

会作出什么反应？在本质上来说，人类在遭遇上述情况也会

作出相应的反应，也就是说，机器人与人的伦理道德冲突，

本质上还是人类自身的道德矛盾，而机器人则在某种层面上

替代了人类道德矛盾的对立面 [4]。

4 机器人伦理的发展

4.1 “一个核心”

所谓“一个核心”就是指机器人伦理核心。一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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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将机器人与人类的关系表现为人类与机器人是使用者和

被使用工具的关系、人类和机器人是合作伙伴的关系。按前

者来说的话，人类与机器人的从属关系，不具备道德性。而

按照后者，在机器人具备了一定的道德地位的话，完全将人

类的道德体系复制到机器人中也是不妥的，所以需要设计一

个统一的应用标准，综合不同文化、意识形态、宗教主张和

经济发展状况来进行 [5]。

4.2 “两个层面”

所谓“两个层面”就是指机器人在设计过程中的技术伦

理与应用过程中的使用伦理，这也是机器人的最终道德体现。

一般来说，在设计的过程中机器人工程师将会很在机器人的

道德性设计中加入自身的情感元素和价值倾向，但是值得注

意的是，在设计的程序中一定要加入兼容性元素，要使得机

器人在使用的时候能够对不同的伦理表现而包容，更有利于

其参与人类生产。在应用过程中需要机器人受到相应的规范

监管和道德约束，要求其优先考虑的是人类的整体利益。

4.3 “三个原则”

所谓“三个原则”就是指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大定律，

分别是：机器人不能伤害人，也不能在别人受伤时而袖手旁边；

对使用者的一切命令进行服从，但是不能违抗第一点；机器

人应该要保护自身的安全，但是不能违反上述两点。在科技

的发展下，仅仅是三原则也不能完全适用于社会中机器人的

使用，所以可以将第一点改为人类与机器人不能相互伤害，

且双方受到无辜伤害时不袖手旁边，将第二点改为在一定的

自主权利下，在符合正确价值观的要求下服从使用者命令，

第三代改为人类与机器人和谐相处 [6]。

4.4 法律层面的约束

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机器人就是无人机，以无人机的

视角来看，世界各国针对无人机驾驶的已经有了较为健全的

法律法规，而中国虽然机器人事业起步较晚，但是在无人机

行业中也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法律方面，中国可以参

照美国国会的建议，建立专门的机器人管制部门进行整治，

比如说对于无人机可能会侵犯到个人隐私的问题进行整治，

确立制度。另外，在机器人的民事法律方面，需要对智能机

器人进行登记，建立保险保障法案、智力成果产权保护法案

等基本法律来为机器人提供法律管控规范。一般来说，因为

机器人的发展非常快速，需要针对机器人的法律法规做定时

修改，建立合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只有机器人在道德、法律

的双重管制下才能够健康发展，推动人类社会全面的发展。

5 结语

随着机器人技术的快速发展，机器人的种类越来越多，

在各行各业都有机器人的身影，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

大的便利和贡献，但是在机器人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较为严

重的伦理道德问题。目前在国际上针对机器人的伦理道德研

究已经非常深入，中国作为科技大国自然也肩负起对机器人

伦理理论的研究重任，提出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应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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