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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对
科研成果与人才评价的影响研究

———基于 ChatGPT、Microsoft
 

Bing 视角分析

蒋华林
(重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研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基于“生成预训

练转换器”(GPT)语言模型能够理解和响应自然语言输入,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正式发布,短时间内在

全球互联网界、学术界及产业界引发热议和关注。 以 ChatGPT、Microsoft
 

Bing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聊天机

器人基于超大海量数据,采用“从人类反馈中强化学习”(RLHF)进行训练,主要具有三大功能:智能交互

对话、智能文本生成、智能文献爬取。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核心竞争力是采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

(AIGC)而具有强大的内容生成或文本生成能力,除能够生成一般应用性文稿外,还能够从事科学写作,
从而引领和推动知识生产方式和学术研究范式变革,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进程将显著提速,知识生产者

将从非创造性劳动中获得解放,知识生产方式将由“手动式”“半自动式”迈向“自动化”“智能化”。 这种

变革对传统的科研成果评价机制将产生重大影响,更进一步将对通过科研成果进行人才评价产生重大

影响。 大体上说,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应用于学术研究中,将遮蔽成果演化学术

史,影响科研成果创新性评价;挑战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影响科研成果权属认定;带来学术伦理风险,影
响科研成果评价生态;冲击人才评价基本标准,影响人才评价客观性。 鉴于人工智能的渗透性、扩散性

和颠覆性,首先要在思想认识上积极面对而不是消极应对,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审慎使用,着力发挥其

促进知识生产、推动学术进步的积极作用;其次,要抓住现行相关法规制度与快速进步的人工智能技术

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进一步完善制度、设置“护栏”,规范使用;第三,要推动技术开源,公开其智能生

成逻辑,增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技术可信度;第四,要建立人机协作机制,既发挥技术的数据处理优

势,又发挥人的理性思维优势,最终由人把关知识生产、科研成果及人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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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缘起: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勃然兴起

适逢“世界数字教育大会” 在北京召开前后,在互联网领域、学术界及产业界陡然掀起一股

ChatGPT 热。 ChatGPT 仅上线 2 个月,其月活用户就超过 1 亿人,超越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成为

史上增长最快的消费应用,一夜之间新晋“网红”。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认为,“ ChatGPT 确实挺

热” [1] ,已形成了一种现象级的应用。 2023 年 2 月 7 日,谷歌公司“应急”发布了基于其自研的全新

自然语言模型框架 LaMDA(Language
 

Model
 

for
 

Dialogue
 

Applications)的下一代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Bard(中文名:巴德);2023 年 2 月 8 日,微软公司紧跟发布整合了 ChatGPT 的全新搜索引擎必应

Bing 和 Edge 浏览器,并宣布旗下 Office、Azure 云服务等所有产品都将全线整合 ChatGPT[2] ;2023 年

2 月 24 日,Meta 公司“跟风”发布一款全新大型语言模型 LLaMA,加入硅谷人工智能竞赛[3]
 

;2023 年

2 月 28 日,百度公司则官宣将于 3 月 16 日正式发布所谓百度版 ChatGPT———“文心一言”(英文名:

ERNIE
 

BOT);同时,阿里巴巴达摩院(杭州)科技有限公司申请的“人机对话及预训练语言模型训练

方法、系统及电子设备”专利已在“实质审查中” [4] 。 一时间掀起了全球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大战。

针对 ChatGPT 热议,一部分人联想到当前中美之间的“科技战”、国内面临技术“卡脖子”的情

形,感叹 ChatGPT 怎么又是外国提出来的,如“元宇宙”(metaverse)一样,为什么不是中国原创的;一
部分人担心其对学生学习可能造成的偷懒甚至作弊情况而感到忧虑;一部分人则担心工作岗位被

替代而失业,更多人则是在探讨以 ChatGPT、Microsoft
 

Bing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现象及其已经

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如《教育研究》杂志社第一时间举办“ ChatGPT 与未

来教育”沙龙,《重庆高教研究》杂志社第一时间开办专栏笔谈,探讨和评估 ChatGPT 可能带来的教

育影响、科技影响等,如韩云波对 ChatGPT 对教育的挑战与应对提出了初步思考;刘进讨论了

ChatGPT 时代工程教育知识重构的基本思路[5] 。 此外,令小雄等对 ChatGPT 类人工智能技术的科

技伦理和学术伦理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思考[6] 。

实际上,ChatGPT 的核心技术是深度学习,做到更高水平(类人脑)或许就能像人一样(可能在

某些方面超越普通人)思考、工作和创新。 尽管 ChatGPT 的智能程度与我们的期望相比还不够高,

但其深远影响却难以估量。 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 Bill
 

Gates)甚至认为,ChatGPT 的重要性

不亚于互联网的发明[7] 。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CEO 埃隆·马斯克(Elon
 

R.
 

Musk)认为,ChatGPT

“厉害得吓人”,“我们离强大到危险的 AI 不远了” [8] 。 有人称其可能是科技界的“奇点”。 可以预

期,ChatGPT、Microsoft
 

Bing 等新一代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必将对人类知识生产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肩负知识传承、知识创新职责使命的教育界、科技界可能带来颠覆性革命。 试想,如果科研成

果(学术论文)是借助或完全依赖 ChatGPT 或 Microsoft
 

Bing 生产的,应当如何评价它及其“作者”?
由此可能对现行人才评价也产生革命性影响。 对此,我们计将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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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主要功能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已发布多款产品,其中以 ChatGPT 和 Microsoft
 

Bing 为代表。 ChatGPT 全

称为 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中文名称是:预训练生成聊天模型或聊天生成预训练

转换器,是由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研发的基于 GPT-3. 5 语言模型的聊天机器人,

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正式发布。 这是继 1997 年 IBM 公司的“深蓝”、2014 年谷歌公司的 AlphaGo
围棋机器人之后人工智能领域技术突破的新里程碑。 据 OpenAI 网站介绍,ChatGPT 是一种优化的

对话语言模型,采用“从人类反馈中强化学习”(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Human
 

Feedback,RLHF)
对其进行训练,使之能够以对话方式进行交互,这种方式使其能够回答后续跟进问题( followup

 

questions)、承认错误(当它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时,它承认不知道)、挑战不正确的前提、拒绝不适

当的请求等。 它是 InstructGPT 的姊妹模型,后者经过训练可以按照提示中的说明进行操作并提供

详细的响应[9] 。 ChatGPT 可追溯到 OpenAI 公司 2018 年在论文《通过生成性预训练提高语言理解》

(Improving
 

Language
 

Understanding
 

by
 

Generative
 

Pre-Training)中所构建 GPT-1 模型[10] 。 Microsoft
 

Bing,中文译名“微软必应”,原名 Bing(必应),是微软公司于 2009 年 5 月 28 日推出的一款搜索引

擎。 2023 年 2 月发布的新版微软必应,整合了 ChatGPT 系统背后的 AI 技术,它可以回答一些搜索

查询,而不仅仅是提供一系列超链接。 加入 ChatGPT 功能的新版 Microsoft
 

Bing 搜索引擎,用户可以

选择与搜索框对话,实现个性化智能搜索,使搜索结果更加精准。 “更神奇的是,必应偶尔还会尝试

主动向我们提问,建议可能答案” [11] 。 基于其强大功能,据第三方 data. ai 的分析显示,Microsoft
 

Bing 发布后仅一天时间,全球下载量就猛增了 10 倍[12] 。

目前,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主要具有智能交互对话、智能文本生成和智能文献爬取三大功能。
(一)智能交互对话功能

ChatGPT 作为一款聊天软件,其第一功能就是聊天、对话。 基于强大的学习能力、强大的数据资

源和先进的算法,ChatGPT 可谓“学人成精”了,其对话能力“引爆”网络。 有人分析,其对话水平已

超过 80%甚至 90%的人,在未来(对话)达到类人的能力一定是可以期待的[13] 。 它具有很强的互动

性,有问有答,甚至不问自答;有很强的“能动性”,能够以自然和类似人类的方式理解和响应复杂的

请求,能够根据问题即兴发挥、即兴思考,“更像人类一样说话”。 它可以就诸如“女朋友和妈妈同时

落水先救谁?”这类让男朋友进退两难的生活常见问题进行对话、给出回答(示例如下)。 从中我们

可以看到其智能程度:先指出问题的复杂性和挑战性,然后从理论上进行分析,从“个人情况”给出

答案,从道德的角度进行分析,最后从专业角度提出建议,没有把天聊死,也没得罪任何一方。

问:女朋友和妈妈同时掉水里,先救谁?
ChatGPT 回答: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决策。 理论上,在紧急情况下,应该先救受伤或处

于生命危险中的人,无论他们是谁。 然而,如果两个人都需要救援,那么您需要评估每个

人的情况并作出决策。 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救自己的女朋友或救自己的母亲可能都是正

确的,取决于您认为谁需要救助得更紧急。 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请求紧急救护服务的帮

助,以确保所有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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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ChatGPT 也可以就一些“死循环”哲学问题进行对话,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示

例如下)。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开宗明义直接定义问题的学科领域(哲学问题)及其发展现状(存

有争议),然后“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分别就对立的两种观点进行说明,最后再来一个中庸性的启

发性结论。
问:是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
ChatGPT 回答:这是一个著名的哲学问题,也是一个有争议问题。 有人认为是先有鸡,

因为鸡是由一对特定父亲和母亲通过生殖过程产生的,而蛋则是由鸡产生的。 而有人则

认为是先有蛋,因为他们认为蛋是孵化的前提,而鸡则是后续产生的。 不管哪一种说法最

终是正确的,他们都提醒我们要思考先因和后果的相互关系①。
(二)智能文本生成功能

如果 ChatGPT 只是一款单纯的聊天机器人,那类似的产品就多了,包括现在很多企业的“客服”
机器人,都能进行基本的“对话”。 ChatGPT 之所以“火出圈”,根本在于其基于超大海量数据基础上

的自主学习能力,采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AI-Generated
 

Content,
 

AIGC),从而具有强大的内容

生成或文本生成能力,相当于一个智能的文本生成器。 如果只是生成文本功能,那 ChatGPT 也不是

首创,早在 2009 年美国棒球大联盟就率先启用了智能机器人 StatsMonkey 完成比赛稿件的撰写,
2015 年腾讯公司在国内首次上线了写稿机器人 DreamWriter[14] 。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机器人之所

以号称“震惊了半个科学圈”,是因为其“武力值”远远超过以前的机器人,它能够根据研究主题自

动、智能撰写各种文本材料,无论是会议演讲稿、诗歌、小说、文学剧本,或者是商业文案、法律文书、
新闻报道,或者是编程、写作业等,无一不懂,为此深受有关群体欢迎。 据 Study. com2023 年 1 月对

美国 1
 

000 多名学生使用 ChatGPT 的调查显示,超过 89%的学生曾使用 ChatGPT 帮助完成家庭作

业,48%的学生承认使用 ChatGPT 完成家庭测试,53%的学生使用 ChatGPD 写论文,22%的学生使用

它写论文提纲[15] 。 据美联社 2023 年 1 月 25 日报道, 美国众议员杰克 · 奥金克洛斯 ( Jake
 

Auchincloss)在发表演讲讨论创建美国—以色列人工智能(AI)中心的法案时,其宣读的两段讲稿是

由 ChatGPT 生成的[16] 。 2023 年 2 月 4 日,以色列总统艾萨克·赫尔佐格(Isaac
 

Herzog)发表了部分

由人工智能(AI)撰写的演讲,成为首位公开使用 ChatGPT 的国家领导人[17] 。 新加坡政府正在将

ChatGPT 整合到 Microsoft
 

Word 中,开发一套类似 ChatGPT 的系统———Pair,以更好地协助公务员完

成篇幅较长的总结、探索相关观点或改善写作表达能力等[18] 。
如果只是能生成一般应用性文本,那也就不是 ChatGPT 了。 它的出彩之处在于,无论是学术前

沿的量子物理研究,还是复杂的宗教与社会问题,无一不晓。 只要给定一定的条件或提供简洁的信

息,ChatGPT 犹如一位饱学之士,能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有人曾要求 ChatGPT“写一个故

事,用简单的术语解释量子物理学”,结果它不负所托(图 1)。 2023 年 1 月,北密歇根大学的哲学教

授安东尼·奥曼(Antony
 

Aumann)评阅“世界宗教”课程的学生论文时,惊喜地读到了一篇“全班最

好的论文”,虽然给出了 A+的成绩,但他对此还是有所怀疑,经追问和质询学生,原来这篇“全班得

001

①资料来源:女朋友和妈妈同时落水先救谁? ChatGPT 给出了答案[EB / OL] .
 

[2022 - 02 - 17] . https:∥www. thepaper. cn / newsDetail _
 

forward_2194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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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最高的论文,是用 ChatGPT 写的” [19] 。 这正是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人有我优” 的核心竞争

力———能够从事科学写作。 事实上,上文所说的智能交互对话功能,也是一种文本生成,属于“交互

式文本生成”,而此处所称智能文本生成属于“非交互式文本生成”。 可以说,ChatGPT 已表现出惊

人的学习能力和创作(生成)能力。 这让人不禁想起“江郞才尽”典故,江淹因得“五色笔”而才华横

溢,因失之而 “ 从此遂无妙句”。 ChatGPT 似乎成了现代的 “ 五色笔”,离开它我们或许会 “ 江

郎才尽”。

图 1　 ChatGPT 生成的用文学故事解释量子物理的文本②

(三)智能文献爬取功能

ChatGPT、Microsoft
 

Bing 等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智能化建立在强大的文献搜索技术之上。 为

了“培养”ChatGPT,OpenAI 用了 45TB 的数据、近 1 万亿个单词,大概是 1
 

351 万本牛津词典[2] 。 特

别像 Microsoft
 

Bing 本身就是一款强大的网络搜索引擎,可以快速检索某个特定主题的相关文献资

料,并完成摘要提取,形成文献综述;或搜索某个主题的研究方向,找到该主题的前沿研究问题,追

101

②文巧. 写的论文骗过大学教授,火爆全球的机器人 ChatGPT 要抢谁的饭碗? [EB / OL] . [2023 - 02 -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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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研究热点。 如有人提问 ChatGPT:“Got
 

any
 

creative
 

ideas
 

f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research?”,结果

ChatGPT 给出了 8 点意见。 国外已研究表明,使用 ChatGPT 进行文献综述,就是对 Google
 

Scholar 上

的相关论文摘要进行关键词比对,然后进行“转述”生成的[20-21] 。
笔者使用 Microsoft

 

Bing(集成了 ChatGPT 功能)检索关于 nanoe
 

technology 的文献综述,结果显

示有 2
 

340
 

000 条记录,呈现若干关于该主题的综述类文献,从而可以帮助人们快速了解关于 nanoe
 

technology 的研究进展和最新动态(图 2)。

图 2　 使用 Microsoft
 

Bing 进行文献综述示例

事实上,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功能远不止这三个方面,它还可以广泛应用于机器翻译、软件

开发(书写代码、调试程序等)以及自然语言处理(如语法分析)、各种考试等方面。

三、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推动知识生产方式和学术研究范式变革

一般认为,学术研究因其高深性、逻辑性、理性而为人类所独有,“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将科

学视为一种知识形成与理性思考的融合,坚持知识生产和验证过程的严谨性与透明性” [22] 。 但如

今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已拥有强大的“创作”和学习能力,学术研究面临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的

学术研究范式和知识生产方式已露端倪,科研成果产出方式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颠覆。 可以说,以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引领范式变革。

(一)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进程显著提速

传统意义上,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速度较慢,正所谓“十年磨一剑” “板凳甘坐十年冷”,大概就

是用来描述这种情形下的知识生产节奏的。 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异类:不一样的成功启

示录》中更提出了“一万小时定律”,即“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

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 1 万小时的锤炼是任何人从平凡变成世界级大师的必要条件” [23] 。 随着

信息技术的发展,加上社会需求更新频率不断加速,最近数十年来知识更新节奏不断加快,芯片界

“摩尔定律”就是一个例证。 为此,有人提出“知识半衰期”说法:一个专业人士的知识如果不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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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衰期”后,基础知识仍然可用,但其他一半新知识则已落伍。 据测算,1950 年前的知识半衰期

为 50 年,21 世纪知识的半衰期平均为 3. 2 年,IT 高级工程师的半衰期仅为 1. 8 年[24] 。 知识半衰期

之所以不断缩短,原因是新知识增量速度不断加速,知识总量不断扩大,人类由此进入“知识经济时

代”。 不过,这一切在今天又都变了:几年前有报道称机器人写新闻稿只要 0. 3 秒,现在 ChatGPT 几

秒钟就可完成一篇学术论文,可谓只有更快没有最快。 可以预期,知识生产成果数量(文献量)将在

短时间内实现倍增,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一年所创造(生产)的知识可能超过以往若干时代的总和。
(二)知识生产者从非创造性劳动中获得解放

人类劳动一般分为重复性劳动与创造性劳动,前者指维持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简单再生

产与扩大再生产的劳动,后者指探索、发现、使用人类不曾使用过的知识、技能、手段、材料、工具创

造新的产品或新的生产方式从而以更高的效率从事商品生产的劳动[25] ,其中“包含着思考和精巧

的技能和技艺” [26] 。 学术研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劳动,在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的劳动过程中,创造

性劳动显然是核心和关键,因为知识需要创新,只有创造性劳动才会有新的知识产生,否则研究成

果就没创新性,不过,其中也少不了占相当比重的重复性劳动或称为非创造性劳动,如研究主题的

学术史梳理、文献搜集与整理、实验操作、文字输出、数学计算、生成初稿以及文字校对等等。 这一

类非创造性劳动或创造性较低的劳动,在传统的学术研究中往往需要研究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时

间精力,速度慢、效率低,严重影响学术研究或知识生产进程和效率。 ChatGPT 等人工智能机器人通

过其强大的数据库和智能技术手段,可以在非常的短时间内完成有关非创造性劳动,可以显著提高

科学知识生产效率;同时,它将研究人员(包括期刊编辑)从非创造性劳动中解放出来(对文献检索

等基本技能的需求或将大大减少),“科研人员再也不用坐在那里给经费申请书写很长的引言了,他

们现在只要让系统来写就行了” [27] ,从而使其有更多时间从事创造性劳动:如进行项目研究顶层设

计、思考提出新理念、设计新的实验方案、逻辑推理等。 或许我们可以预期,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今

后将进化到能够从事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创造性劳动。 如此,学术成果或知识产品实际上是由人

与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共同完成的,学术研究范式将发生重大变化。

(三)知识生产方式由“手动式”“半自动式”迈向“自动化”“智能化”
关于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学术界目前主要基于知识生产的边界发生变化或者说环境变迁、参

与主体变动的视角来思考,其中最大变化之一是知识生产的“情境性”。 所谓知识生产方式的情境

性,是指“大学知识生产的垄断地位被打破,知识需求者的立场往往取代真理而成为知识生产的标

准,知识生产越来越受到具体的应用情境影响” [28] ,即知识生产在“应用情境”中进行,“以销定产”

而不是“以产定销”,进入吉本斯(M. Gibbons)所称的知识生产模式Ⅱ。 英国知名理论物理学家和科

学技术学家约翰·齐曼(John
 

Ziman)则根据冷战结束后西方发达国家科学研究发生的重大变化,将
“为科学而科学”、只为追求真理、满足好奇心的科学知识生产称之为“学院科学”,与之相对应的

“后学院科学”知识生产新模式则强调集体化、产业化、官僚化等[29] 。 如果我们从知识生产的技术

参与程度来看,知识生产方式也已发生革命性变革。 在现代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等

出现以前,知识生产完全依靠研究人员手工劳动或借助一定的仪器设备和工具软件进行研究,是
“手动式”或“半自动式”。 现代信息技术等出现以后,特别是集其大成的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迭代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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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以后,知识生产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可以不需要人的介入,在更多情况下人直接介入的程度越来越

低,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已经可以自动生成文本、智能生产知识了,知识生产方式(写作或科研过

程)实现“自动化”“智能化”。 2022 年 12 月,Medrxiv 发表了一篇题为《ChatGPT 在美国医学执业考

试(USMLE)上的表现:使用大型语言模型进行人工智能辅助医学教育的潜力》的论文,ChatGPT 被

列为第三作者,而且还通过了 USMLE 考试
 [30] 。 按照劳凯声教授的观点,大学知识生产的发展已从

以大师为标志的前知识生产阶段、以学科为标志的创新 1. 0 阶段,发展到了以智能化创新平台为标

志的创新 2. 0 阶段[31] 。

四、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影响现行科研成果及人才评价机制

上述分析表明,人工智能机器人已经对知识生产产生重大影响,它已经不是我们愿意不愿意、

认可不认可的问题了,而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发展态势。 作为知识生产结果主要

表征的科研成果(学术论文)不可避免地会“遗传”到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基因,这对传统的科研

成果评价机制将产生重大影响,更进一步必将对通过科研成果进行人才评价产生重大影响。 粗略

地说,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将影响科研成果创新性评价,影响科研成果权属认

定,影响科研成果评价生态,影响人才评价客观性等。
(一)遮蔽成果演化学术史,影响科研成果创新性评价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强大的文本生成功能,彻底改变了学术论文的内容创建方式。 已有研究

表明,人们已难以辨别学术论文(文本)究竟是 ChatGPT“写”的还是人工写的。 国外曾做过一次实

证,结果发现,ChatGPT 生成的摘要愚弄了科学家,使用 ChatGPT 生成的摘要顺利通过了剽窃检查

器,原创得分中位数为 100%,表明没有检测到剽窃;AI 输出检测器发现了 66%的 ChatGPT 生成摘

要,但人工审稿人却错误地将 32%的生成摘要识别为真实摘要,将 14%的真实摘要识别为生成摘

要[32] 。 这不仅表明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已能在很大程度上“懂人心”“说人话”,而且由于人工智能

聊天机器人目前多半只是“综述组合” “杂糅复制”有关数据资料,常“在没有可靠地引用原始来源

或作者的情况下复制文本”,不会标注或不能准确标注参考文献,从而导致“使用这种技术的研究人

员有可能不对早期的工作给予肯定” [33] ,遮蔽所研究问题的学术发展历史脉络。 正如《自然·机器

智能》杂志 2023 年 1 月发表的一篇关于 ChatGPT 的社论所说,ChatGPT 在提供正确事实或可靠参考

文献方面不能被信任[34] 。 此外,一旦研究人员向 ChatGPT 和其他大语言模型透露相关信息,就可能

被纳入模型,随之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就可以将其提供给他人,但提供者却不被承认为原始来

源[33] 。 长此以往,人们将难以判断学术思想的源流,更难以判断科研成果的创新性。 加之,为了应

对学术期刊(以及相关文稿发表平台)审稿查重,或应对 AI 生成文本检测软件(如斯坦福大学研究

团队设计的 DetectGPT、普林斯顿华人本科生 Edward
 

Tian 创建的 GPTZero 等),人工智能机器人将

“洗稿”“降重”“降 AI 痕迹”,或将导致“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式的伪创新。
(二)挑战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影响科研成果权属认定

在 web
 

of
 

science 上以“作者”字段检索 ChatGPT,截至 2023 年 3 月 4 日,已有 5 条记录。 随着人

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推广及进化,署名 ChatGPT 的学术成果将越来越多。 对于人工智能聊天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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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否署名的问题,学术界和法律界持有争议。 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可以署名,其
著作权归属开发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企业(机构);另一种观点不赞成署名,因为这与现有著作权

法规相抵触。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九条规定,著作权人包括“作者” (中国公民及相关

外国人、无国籍人)和“其他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类似 ChatGPT 一

样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显然不符合著作权人的规定。 欧美国家的版权法相关规定大体相同,如

美国版权法规定,作者是指创作美国版权法所涵盖的某类作品的人[35] ;美国版权局在其版权登记手

册中也明确规定:作品必须是由人创作的。 由自然现象或动植物的活动形成的结果不能进行版权

登记[35] 。 从根本上说,现行版权法保护的是权利人的权益,其前提是权利人能够对自己的工作负

责,作者更应该是“创作者”,要“文责自负”。 显然,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不是民事行为主体,不能对

自己的工作负责,也很难准确认定它对论文(科研成果)做出的实质贡献。 美国《科学》 (Science)杂

志主编认为,应按照作者对论文原创性负责的一贯要求,明确禁止将人工智能程序列为作者,认为

“ChatGPT 好玩,但不是作者”,并且修改其编辑政策,不允许在论文中使用 ChatGPT 或其他人工智

能工具生成的文本、图形、图像等[36] 。 英国《自然》 (Nature)杂志 2023 年 1 月 24 日发表社论,认为

ChatGPT 等工具威胁着透明的科学,呼吁建立基本规则,以合法使用而避免滥用,虽然其允许作者在

主动报告的情况下使用 ChatGPT 等工具,但仍然禁止署名为作者[37] 。 国内方面,《暨南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对使用 ChatGPT 等人工智能工具的立场与 Nature 类似[38] ,而《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

础教育版)》只是要求作者对使用情况予以说明,未明确禁止署名[39] 。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将人工

智能聊天机器人署名为作者,将不符合目前相关法律对作者身份的定义;如果不将其署名为作者,
又与“作者”的实际贡献不符,都将影响科研成果的权属认定。

(三)带来学术伦理风险,影响科研成果评价生态

美国技术哲学家詹姆斯·摩尔提出科技伦理领域的“摩尔定律”,“伴随着技术革命,社会影响

增大,伦理问题也增加了” [40] 。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其伦理问题将日益突出。 ChatGPT 等人

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基于其“非人化”,不具有人类意义上的个人意识和感情,严格意义上它本身不具

有伦理意识和伦理责任,但这个伦理责任应当由使用它的人来承担,比如使用 ChatGPT 用于考试作

弊,考生应该受到惩罚。 一方面,ChatGPT 等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可能被滥用。 目前 ChatGPT 等技

术还不够成熟,经常连它自己也没有“标准答案”,但只要给定了提示,它一般都能够基于神经网络

和“联结主义”的强大算法给出回答,如“林黛玉倒拔垂杨柳” “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等看似合理

实则不然的答案(其中有前期语料库预训练的因素)。 如果“这个系统在学术界被滥用,因为借助

ChatGPT,没有专业知识的人也可以尝试写科学论文” [41] ,从而生成虚假的学术论文,“制造”所谓新

知识,扭曲科学事实,传播错误信息,不断往语料库中“掺沙子”,导致以讹传讹,带来巨大伦理风险。

另一方面,ChatGPT 等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可能被有意误用。 ChatGPT 虽然自信但也保持清晰,强
调自己“只是一个工具,还在不断进化,还有一些局限”,但有人可能会利用所掌握的技术优势和工

具的技术局限,利用海量网络资源生成若干论文,却不如实报告人工智能写作工具的使用情况,钻
有关政策或技术空子(期刊编辑和同行识别困难),剽窃而不被发现,侵权而难以认定,从而引发学

术失范,对科研成果评价生态造成深远影响。 另外,ChatGPT 背后的算法如果存在歧视或偏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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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偏差、偏好),对不同国家(地区)、不同人提供不同的过滤器、调用不同的语料库,则其潜藏的道德

风险更大。

(四)冲击人才评价基本标准,影响人才评价客观性

“不出版,就死亡”,不仅是高校人事聘用考核的通行原则,也是人才评价的一项基本标准,无论

是评价人才(教师)的学术潜力(招聘)还是学术实力(授予人才头衔、晋升职称、申请项目等),都要

评价其研究产出效率和学术贡献率。 从全世界范围看,论文依然是学术成果主流呈现方式,“是代

表大学教师科研水平的标志性成果” [42] ,仍是学术界的“硬通货” [43] ,因此,尽管要“破五唯”不能

“唯论文”,但基于其对学术发展的重要性,学术论文仍然是人才(教师)评价的重要参考指针。 鉴于

此,学术界将大步跟上人工智能步伐,使用 ChatGPT 等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来“写”论文,其中除了

存在上文论及的相关问题外,还将涉及如何评价这些论文的作者问题。 我们知道,知识就是力量,

“技术的本质是能力,而能力越大,其博弈均衡点就对技术掌权者越有利”,“占有技术资源的人拥有

压倒一切的必胜技术”而成为“绝对强者” [44] ,这样那些掌握人工智能技术、能熟练使用人工智能聊

天机器人、擅长操纵数据资料“写”论文的“技术人员”,就将凭借数量优势相对容易地被评价为“人

才”,成为“知识权威”,获得各种学术利益。 更糟糕的是,这些“人工论文”至少目前还难有真正的

创新性,学术价值堪忧。 同时,由于其高产出,所谓人才的成长周期或将大大缩短,人工智能聊天机

器人将“揠苗助长”一批人才,而这些所谓人才的成长过程并“没有伴随着自己在该领域的经验的真

正增加”,“学术机构聘用专业人士时可能会出现道德问题” [45] 。 如果只破不立,不能科学评价“新

型论文”,则必将不能科学开展人才评价、客观评价人才。

五、基本应对思路与对策

根据 Web
 

of
 

Science,截至 2023 年 3 月 4 日,“标题”字段中包含 ChatGPT 的检索记录已有 65

条,其中 2023 年为 62 条,日均新增一条;论文类已有 27 篇。 另外,已有网络文章注明:“本文有

ChatGPT 的贡献”。 因此,在人工智能技术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上,使用 ChatGPT 还是不使用

ChatGPT,已经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如何合理使用、为科研成果及人才评价所用、为人类所用。

(一)积极面对、审慎使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古以来,科学技术就以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人类社会

向前发展。” [46]教育更是随着技术变革而变革、转型和发展。 教育是面向人、培养人的事业,旨在培

养全面发展的人、不断提高人类(群)的综合素质,进而能够推进社会科技进步,造福人类。 面对汹

涌奔流的人工智能技术,首先要在思想认识上积极面对,甚至张开双臂拥抱它,而不是消极抵制甚

至唱衰反对它,因为人工智能是技术发展方向和归宿。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切技术进步都在奔

向“人工智能”的这个目标,一方面是为了让“万物有灵”,另一方面是为了实现人的智能延伸拓展,
从而最终实现“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人类夙愿。 不过,我们也不要把他奉为“天神”或被其吓倒,对

“热技术”要“冷思考”。 其次,由于任何技术都是一把双刃剑,ChatGPT 在带给我们便利、收益时,也
可能会带来负能量,产生副作用,包括可能影响人(类)的思考能力。 对此,我们要审慎使用,用其所

长、避其所短,发挥其促进知识生产、推动学术进步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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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制度、规范使用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对科研成果及人才评价机制的影响,其中既有技术不够先进的因素(下文

另述),更主要是现行相关法规制度与快速进步的技术手段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比如人工智能

聊天机器人能否署名为作者的问题,症结就在于现行法律障碍,根据近现代法律思想,“人是法律主

体的元概念,权利主体始于人,并派生出权利能力”,著作权法也因此规定只有自然人、法人或者非

法人组织才享有著作权,因此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不能直接获得所生成作品的著作权[35] 。 再如冲

击学术伦理规范问题,我们可以建立健全和落实相关制度,在技术开发上,贯彻落实国家新一代人

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切实“将伦理道德融入人工智能研发和

应用的全生命周期”;在使用上,要求使用人标注应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生成的文本内容,采用适

当方式报告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使用情况等,同时研发 AI 使用情况检测工具,建立问责机制,对违

反相关制度的人或机构施以相应惩罚,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及其使用人的行为设置“护栏”。 “相

信只要我们能够构建适应新时代、新技术的学术规范、伦理道德和管理制度” [5] ,加强监测和评估,
保障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被规范安全、公开透明、合乎伦理的使用,就将有助于学术研究和创新能

力提升。
(三)公开透明、开源“智能”
目前,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应用所带来的忧虑、担心、困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生成过程是一

个“黑箱”,不清楚其神经网络是如何联结的,不清楚其生成内容与“原始文献”之间的算法逻辑。 这

一点与人们现今使用某些研究工具(如 NViov、DEA 等)进行学术研究是有很大不同的,因为后者对

使用者来说是透明,数据处理过程、方式是研究人员设计的,是可以重复的。 为此,建议推动人工智

能聊天机器人技术实行“开源”,公开其算法逻辑,明示其生成逻辑,防范“数据主义”风险,从而增强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技术可信度,提高社会认可度,降低社会困惑度。
(四)人机协作、共同“治理”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人工智能技术仍会继续听命于人,受人控制,作为人的助手,其智能水平都

是人赋予它的,还只能按照人类教给他的内容学习、运行,应该说还未“学成出师”;另一方面,由于

“人工智能的替代效应是建立在对人类劳动数据化和逻辑化的基础上的”,不能替代那些不可数据

化和逻辑化的劳动[47] ,加之技术的不完备性和发展性,现阶段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还处于“弱智

能”阶段,缺少人的理性思考,还未发展到“强智能”水平,对人类创造性劳动只能起到辅助作用,而
且应该永远不可能完全替代人。 为此,建议在科研成果及人才评价、学术论文撰写及发表环节都要

继续安排人工介入,由“人工”与“智能”并行而有所交叉地进行检查把关,既发挥技术的数据处理优

势,又发挥人的理性思维优势,注重考察科研成果和人才的创新价值、创新能力。
最后,笔者想借用“神笔马良”的故事对本文作个小结。 目前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还属于“初

生之物”,在技术研发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应用场景开发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在未来,如果我

们能将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规训”成为马良的那支“神笔”,并且保证其掌握在善良、正义的“马

良”手里,那它必将使人类知识生产能力如虎添翼、科研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科研创新人才辈出,人
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则将与人类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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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
 

GPT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chatbot
 

developed
 

by
 

the
 

United
 

States
 

Ope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Center
 

 OpenAI   
 

can
 

understand
 

and
 

respond
 

to
 

natural
 

language
 

input
 

based
 

on
 

the
 

language
 

model
 

of
 

 Generate
 

Pre - training
 

Converter  
 

 GPT   
 

which
 

was
 

officially
 

released
 

on
 

November
 

30 
 

2022 
 

and
 

has
 

caused
 

heated
 

discussion
 

and
 

attention
 

in
 

the
 

global
 

Internet 
 

academia
 

and
 

industry
 

in
 

a
 

short
 

time.
 

The
 

AI
 

chatbots
 

represented
 

by
 

ChatGPT
 

and
 

Microsoft
 

Bing
 

are
 

based
 

on
 

huge
 

amounts
 

of
 

data
 

and
 

trained
 

with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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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back 
 

 RLHF  .
 

They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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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functions 
 

intelligent
 

interactive
 

dialogue 
 

intelligent
 

content
 

generation 
 

and
 

intelligent
 

document
 

crawling.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AI
 

chatbot
 

is
 

to
 

adopt
 

the
 

AI
 

generated
 

content
 

technology
 

 AIGC  
 

and
 

have
 

strong
 

content
 

generation
 

or
 

text
 

generation
 

ability.
 

In
 

addition
 

to
 

generating
 

general
 

applied
 

manuscripts 
 

it
 

can
 

also
 

engage
 

in
 

scientific
 

writing 
 

thus
 

leading
 

and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paradigm.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
 

will
 

be
 

significantly
 

accelerated 
 

and
 

knowledge
 

producers
 

will
 

be
 

liberated
 

from
 

non-creative
 

labor 
 

the
 

mod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will
 

move
 

from
 

 manual 
 

and
 

 semi - automatic 
 

to
 

 automatic 
 

and
 

intelligent . This
 

change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traditional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further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alent
 

evaluation.
 

In
 

general 
 

the
 

application
 

of
 

AI
 

chatbot
 

represented
 

by
 

ChatGPT
 

in
 

academic
 

research
 

will
 

obscure
 

the
 

evolution
 

of
 

academic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and
 

affect
 

the
 

innovative
 

evalu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ystem
 

and
 

affect
 

the
 

ownership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bring
 

academic
 

ethical
 

risks
 

and
 

affect
 

the
 

evaluation
 

ec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impact
 

the
 

basic
 

standards
 

of
 

talent
 

evaluation
 

and
 

affect
 

the
 

objectivity
 

of
 

talent
 

evaluation.
 

In
 

view
 

of
 

the
 

penetration 
 

diffusion
 

and
 

subversion
 

of
 

AI 
 

first
 

of
 

all 
 

we
 

should
 

face
 

it
 

positively
 

rather
 

than
 

passively
 

in
 

ideological
 

understanding 
 

utilize
 

its
 

strengths
 

and
 

avoid
 

its
 

weaknesses
 

prudently 
 

and
 

exert
 

its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promoting
 

academic
 

progress.
 

Secondly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to
 

set
 

up
 

guardrails 
 

for
 

AI
 

chatbot
 

according
 

to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current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rapid
 

progress
 

of
 

AI
 

technology.
 

Third 
 

AI
 

chatbot
 

technology
 

open
 

source
 

should
 

be
 

promoted
 

to
 

disclose
 

its
 

intelligent
 

generation
 

logic 
 

and
 

enhance
 

the
 

technical
 

credibility
 

of
 

AI
 

chat
 

robots.
 

Fourth 
 

human - computer
 

cooperation
 

mechanism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give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echnology
 

in
 

data
 

processing
 

and
 

human
 

rational
 

thinking 
 

and
 

finally
 

let
 

people
 

check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talent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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