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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智能大语

言模型的不断迭代，其在

类人智能方面取得了不

少亮眼进展——会解读

心理、察言观色，进行多

轮实时语音对话，甚至还

掌握了人类的欺骗、奉承

等手段……这是否意味

着我们距离实现通用人

工智能已不再遥远？当

人工智能“进化”得“更像

人”，又会给人类社会带

来哪些潜在风险？

对他人心理状态进行解
读的能力是人类社交的关
键。近日发表在英国《自然·
人类行为》杂志上的新研究发
现，有的大语言模型在评估解
读他人心理状态能力的测试
中与真人表现相当，甚至在识
别讽刺和暗示等测试项目中
的表现胜过一些人。

解读和推断他人心理状
态的能力被称为“心智理
论”，是人类社交互动的核心
能力，涉及沟通、共情和社会
决策等。德国汉堡-埃彭多
夫大学医学中心等机构研究
人员测试了美国开放人工智
能研究中心（OpenAI）发布的
GPT系列大语言模型以及美
国“元”公司发布的 LLaMA2
大语言模型在解读他人心理
状态方面的表现，并与人类
比较。

研究人员为大语言模型
设置了通常用于评估“心智理
论”涉及能力的 5 项测试：分
别为识别错误信念、讽刺、失
言、暗示和含有误导信息的奇
怪故事，并将大语言模型的识
别水平与 1907名人类参与者
相比较。研究发现，在所有 5
项测试中，GPT-4有3项测试
（识别讽刺、暗示、奇怪故事）
的表现优于人类，一项测试
（识别错误信念）表现与人类
相当，仅在识别失言的测试中
逊于人类；而LLaMA2仅在识
别失言的测试中胜于人类，其
他测试项目表现均不及人类。

而OpenAI本月新发布的
模型GPT-4o，则在与人的自
然交互方面达到新高度，它可
进行文本、音频和图像多模态
的识别与回应，且更具“人情
味”。它与使用者的语音对话
基本无延迟，会倾听，能唠嗑，
可变换各种语调。它还能识
别人的面部表情、感知发言者
的语气和情绪，并给出相应回
应，让人惊呼“更像人”了。

据英国《新科学家》网站近日报道，在提供购房和租房
建议时，AI对黑人用户倾向于推荐低收入社区，这一行为
被指存在种族偏见，映射出美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住房歧
视问题。

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不断发展，其潜在问题也日益
凸显。ChatGPT等AI大模型频频暴露出的偏见和歧视倾
向，正是这一问题的缩影。

联合国妇女署官网 5月 22日报告指出，美国加州伯克
利大学哈斯商学院一项研究，分析了不同行业的 133个AI
系统。结果显示，约 44%的系统表现出性别刻板印象，25%
同时表现出性别和种族刻板印象。

例如，土耳其艺术家多古斯在创作时，曾尝试让AI写
一个关于医生和护士的故事。而AI总是自动将医生设定
为男性，将护士设定为女性，即使多次尝试纠正也是如此。

美国科技博客TechCrunch利用Meta推出的AI聊天机
器人进行测试，也发现了一种刻板的表达倾向：当使用“印
度男性”提示词生成图像时，绝大多数图片中的男性都是戴
着头巾。虽然很多印度男性确实戴着头巾（主要是锡克教
徒），但根据 2011年人口普查，即使是在印度首都新德里，
锡克教徒的人口比例也只占约3.4%。

ChatGPT等生成式AI具有惊人的能力，可在数秒内模
拟人类推理，但这也增加了出错的可能。AI巨头们深知其
中存在问题，担心AI模型会陷入偏见、歧视等行为模式中，
或在全球化用户群体中过度呈现西方社会的文化和认知。

对于如何根本性地解决AI偏见问题，业界和专家们的
共识是：这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正如美国机会与正
义法律咨询公司主任韦弗所言：“偏见是人类固有的，因此
也存在于AI中。”他担心人们可能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人
类自身偏见影响AI，而AI又反过来强化这些偏见。

在人工智能时代，AI基于从互联网上挖掘的各类信
息，帮助各行各业的人们做出越来越多的决策。然而，AI
的底层智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数据源的品质，这些数
据可能源于标准不一致的历史数据，也可能源于设计者的
个人偏好。数据搜集存在很多技术上的不完善，由此训练
出来的AI可能充满智慧、才华和实用性，也可能包含仇恨、
偏见和抱怨，进一步反映并延续人类社会中的问题。如果
人们不解决社会中的歧视和偏见问题，AI很可能在强化这
些错误观念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尽管人工智能已在一些方面“进化”得十分像人，但相
关专家指出，对大模型的“类人智能”需要有更清醒认知。
目前距离实现完全类人、具备泛化能力的通用人工智能还
有一定距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机器人实验室主任陈小平接受记者
采访时指出，要警惕人类对大模型产生“幻觉”。大模型学
习大量历史数据，输出的表达方式符合许多人的语言习惯，
让许多人误以为大模型会“说人话”或“理解人”，继而以为
它具有某种“社会属性”，但实际上它没有心智。

“人工智能的内部工作原理与人类智能不同，但在某些
局部是类似的。如果认为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相同，差别
只在硬件载体的不同，就会做出很多不切实际的判断。”他
说，目前对大模型测评的方法，基本上仍是传统软件的测评
方法，因此需对这种方法得出的测评结果保持适度的审视
态度。

汉堡-埃彭多夫大学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认为，大语
言模型在“心智理论”涉及能力的测试中表现与人类相当，
并非表明它们具有等同于人类的能力，也不意味着它们拥
有人类“心智”。他们建议，未来研究可关注大语言模型在
心理推理中的表现将如何影响人类个体在人机交互中的
认知。

美国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李飞飞日前也在美
国《时代》周刊刊文称，在通往通用智能的道路上，“感觉”是
至关重要的一步，即拥有主观体验的能力。目前大模型并
没有像人类一样的“感觉”，它可以说“自己脚趾痛”，尽管它
根本就没有脚趾，它只是一个编码在硅芯片上的数学模型。

“我们还没有实现有感觉的人工智能，而更大的语言模
型也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如果想在人工智能系统中重现这
一现象，就需要更好理解感觉是如何在拥有实体的生物系
统中产生的。”她说。

人工智能在拟人方面的进步不仅体现在“善解人意”上，
甚至还学会了人类的欺骗、奉承等手段。此前，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在美国细胞出版社旗下《模式》杂志发
表综述文章称，通过习得性欺骗，一些人工智能系统地学会了

“操纵”他人。
研究发现最引人注目的欺骗案例是“元”公司的“西塞罗”人

工智能系统，它被设计在一个虚拟外交战略游戏中作为人类玩
家的对手。尽管“元”公司声称，该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诚实和
乐于助人的”，但研究人员发现，该系统在玩游戏时为达成比赛
目标，背叛了盟友。

其他人工智能系统则具有在扑克游戏中虚张声势的能力，
或在战略游戏“星际争霸 2”中为击败对手而假装攻击，以及为
了在谈判游戏中占上风而采取欺骗手段。

当人工智能掌握了欺骗技能，是否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安全
隐患？研究人员在文章中详述了人工智能欺骗带来的风险，如
欺诈、制造假新闻、操纵选举等。

研究人员认为，“目前不可能训练出一个在所有可能的情况
下，都不能实施欺骗的人工智能模型”，进而警示如果人工智能
继续完善这套技能，人类可能会失去对它们的控制，因此建议尽
可能用更多时间为未来人工智能产品和开源模型的更高级欺骗
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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