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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安琪

在人工智能（AI）、大数据、算法平

台深刻塑造全球格局的时代，如何保障

人类尊严、自由与基本权利，成为全球人

权治理亟需回应的时代命题。日前，在西

班牙马德里举行的“2025·中欧人权研讨

会”上，来自中国与 20 多个欧洲国家的

100多名人权学者、政府官员、行业专家

及青年代表以“数智时代背景下的人权”

为主题，探讨全球技术浪潮中重塑人权

保障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路径并达成 6点
共识。其中，包括秉持人权价值促进数智

技术向善、以安全支撑可信数智权利环

境、以开放推动全球数智权利共享、以发

展促进数智权益普惠可及、以透明确保

非歧视和权利及时救济、以合作构建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与会的中欧人权专家学者们一致认

为，在技术红利与伦理挑战并存的当下，

中欧应加强交流、增进理解，共同推动人

权理念与科技发展相辅相成，在多元文

明基础上共建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全球

治理体系。

人权在技术时代面临新挑战

“我们齐聚于此，是因为共同关心

技术发展对弱势群体带来的深刻影

响。”西班牙知华讲堂副主席兼总理事

玛尔塔·蒙托罗在发言中这样开场。她

指出，在人工智能迅猛渗透日常生活的

当下，人权不仅不能被忽视，反而更需

重新定义与加强。蒙托罗说：“算法不

能替代尊严，发展不能为不平等辩护，

技术进步不能抛弃儿童、妇女、长者和

全球南方的民众。”

人类社会正迈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技

术跃迁期。这场由“数智力量”驱动的变

革，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的生

产方式、信息结构与社会治理体系。然

而，当技术凌驾于传统规则之上，它所激

发的，不仅是效率和增长，更是关于人类

尊严、自由与权利的深层忧思。

在此背景下，蒙托罗的呼吁，引发了

在场中外学者对“以人为本”的共鸣和反

思。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鲁广锦表示，

本次以“数智时代背景下的人权”为主题

开展研讨，既是对技术革命的伦理审视，

更是对“人在数字世界如何尊严生活”的

理性追问。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解决发

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

需要国际社会共同作出努力来改进。

“技术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人，而不

是削弱个体的主权与自由。”西南政法大

学校长、人权研究院院长林维认为，人的

尊严是人权的起点和归宿，是大家始终

共同坚守的伦理的基石。“数字权利”的

提出，是回应时代变革的道德诉求，是保

障人在技术社会中不被淹没。

来自青年一代的声音更加直击伦理

本质。西班牙知华讲堂青年学术团成员

劳拉·苏埃罗·莫雷诺指出，人工智能缺

乏对伦理道德——人类固有品质的定

义。她认为，只有将伦理规则深度嵌入技

术发展全过程，社会才能避免陷入算法

霸权与歧视风险之中。

事实上，具体场景下的人权保障，已

经因为技术伦理“真空”面临现实挑战。

保加利亚法律互动联盟国际仲裁院副主

席、仲裁员迪米特尔·阿巴杰耶夫指出，

算法成为塑造公共认知的重要力量，“决

定了我们看到哪些内容、听到哪些声音。

这不仅影响了沟通，也在重塑我们的职

业路径和价值体系。”在他看来，当算法

开始主导人的视野和选择空间，背后所

隐藏的，便是对人权的“侵蚀”。

更深层的风险，还体现在技术与权

力的结合之中。捷克左翼研究所学术委

员会主席扬·坎贝尔指出，人工智能的发

展在战争与地缘政治中展现出复杂的一

面。虚假信息的去中心化传播、战争语境

下的政治操控，令事实真相被遮蔽，人权

保障变得更加脆弱。他警告说，人工智能

不仅在“盗取”人类文明成果服务少数集

团，更在悄然剥夺公众“试错”的自由。

“当连失败的权利都被技术剥夺，我们也

就失去了成为人的基本条件。”

德国席勒研究所创始人、主席黑尔

佳·策普-拉鲁什同样观察到，人工智能

正在加速“武器化”。从伊朗到以色列，人

工智能已被直接运用于军事行动，成为

现实冲突的推手。“人工智能的发展远超

人类伦理与监管反应的能力，它可能成

为历史上最具颠覆性的技术之一。”拉鲁

什表示，“这种情况下我们到底希望 AI
给我们带来什么，或者是它如何促进人

权的发展，这是十分重要的。”

在全球治理层面，人工智能背后的

产业垄断与资源分配不均，正在加剧全

球不平等。西班牙众议院议会局第一书

记、巴塞罗那大学宪法与政治法教授赫

拉尔多·皮萨雷洛·普拉多斯指出，人工

智能并非中立的技术工具，而是深嵌于

权力、资本与地缘结构之中的系统性力

量。“如果不对其加以引导和规制，技术

将不再是公共利益的推动力，而可能成为

加剧全球分裂的新推手。”

中国引领数智时代人权保护

面对数字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新挑

战，如何在促进创新的同时有效保护人权，

成为各国的共同课题。在“2025·中欧人权

研讨会”上，多位中国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在

数智时代中的人权理念与实践进行了深入

阐述。他们认为，中国在推进数字治理与科

技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统筹

发展与安全，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人

权保障路径。

“当我们讨论隐私权保护时，我们主要

还是聚焦国家的义务。”中南大学人权研究

中心执行主任毛俊响表示，根据传统的人

权保护理论，隐私权防范的对象主要是国

家权力。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家也应承担尊

重和保障隐私权的义务。

北京理工大学科技人权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肖君拥表示，中国秉持动态平衡的治

理智慧，既通过专门法规划定技术应用“红

线”，确保算法透明、禁止歧视，同时通过产

业基金、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为创新预留

空间，避免陷入“过度监管抑制创新”或“放

任发展滋生风险”的困境。

这一平衡理念在中国的民法体系中体

现得尤为清晰。华中科技大学人权法律研

究院院长、法学院院长汪习根指出，尊重和

保障人权，是中国的一贯立场和主张，分

别庄严载入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

编，开创了世界民法典的新范例。其中的

一个突出亮点就是特别规定了依法保护

个人信息，依法规范数据的收集、储存、传

输、交易和使用。

司法领域的数字化改革，也体现出中

国推进“技术为民”的治理理念。中国最高

人民法院信息技术服务中心总工程师黄国

栋表示，司法是保障人民权利的最后一道

防线。“我们构建了‘一张网’审判流程，全

国各级法院统一使用一个平台办案办公，

降低了各地法院办案中出现的规则不统

一、审判流程中的审批不统一的问题，同时

大模型辅助文书撰写和类案检索，补强了

新疆、西藏这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办案平台

工具的能力。”

在国际层面，中国也在积极推动构建

“全球人工智能人权治理共同体”。肖君拥

介绍，中国正在倡导共建“人工智能人权治

理共同体”，注重在全球治理中融入儒家思

想中“仁”的理念，避免技术垄断，确保人工

智能服务于人的尊严。

中国人权主张得到与会国际嘉宾的广

泛认同。赫拉尔多·皮萨雷洛·普拉多斯以

中国开源人工智能平台深度求索（Deep⁃
Seek）为例，认为其免费、开放的特性为“数

字民主”提供了生动范例。他表示，这类技

术平台为中小开发者打开了空间，也推动

了数字时代的公平参与。“真正的技术进

步，不是加剧垄断，而是让更多人享有平等

参与的权利。”

从文明维度看，中国人权理念的根基

受到多元传统的深刻影响，成为中国兼容

并包的生动注脚。意大利-中国丝绸之路

文化合作与交流中心主席梅毕娜表示，中

国人权观念的发展和孔子人性观的传播密

不可分，孔子的思想里包含了“四海之内皆

兄弟”的共同体世界观，为华夏文明奠定了

独特的人权理念基础。

在数智时代全球人权格局重塑的进程

中，中国人权主张不仅强调制度构建与技

术治理的结合，更主张在多元文明共存中

寻找价值共识。从立法到伦理，从司法到国

际合作，中国正尝试以“可感知、可执行、可

复制”的方式，为全球人权治理提供一个兼

顾发展与权利的中国方案。

中欧共探科技伦理合作之道

不论是人权保护还是革新技术，都需

要中欧乃至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紧密合作。

如何通过对话应对技术时代下人权面临的

挑战，成为研讨会上中欧嘉宾热议的焦点

议题。

正如林维所说，如何在数智时代守护

人的尊严与权利，是中国与欧洲国家面临

的相同议题，也是各方必须共同回答的课

题。中欧社会虽然制度不同、路径有异，但

在重视人的尊严与主体地位方面具有高度

共识。

“我们是决定我们未来的主人。”希腊

克里特大区文化参事埃莱尼·弗拉西指出，

在人工智能逐渐介入决策、隐私、劳动、民主

参与等多个领域的当下，中欧不仅是技术的

参与者，更应成为规则的塑造者。她呼吁，中

欧应在文化和政策层面加强沟通，构建新的

数字合作伙伴关系，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始

终服务于人类的尊严与共同价值。“尽管中

欧发展轨迹不同，其维护人权责任却殊途

同归。这不再是东西方的对抗，而是对话的

呼吁——一种对更好未来的共同承诺。”

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

布劳尔在发言中指出，历史上哲学思想早

已为今天的技术挑战提供了反思路径。“英

国哲学家霍布斯曾指出，通过人类自身的

发展才能应对外部世界的混乱无序。今天，

面对人工智能驱动的巨大技术变革，人类

同样需要主动寻找人类自身与社会之间的

新关系。”他指出，中西方的哲学理念为全

球技术发展提供的对话基础。

来自国际组织的声音更加强调从文明

本源出发。国际青年组织驻联合国大使和

常驻观察员丹尼尔·德尔·瓦列·布兰科表

示，欧洲和中国代表的是两个千年文明，虽

有差异，但完全可以在相互尊重、平等合作

的框架下共谋发展。他指出：“我们要交换

数智时代对于人权的观念，以清晰的原则

和共同的价值去寻找契合点。”

来自企业界的声音则呼吁重视合作与

融合的重要性。欧盟中国商会副会长、中国

联通（欧洲）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薛文霞表

示，中国在人工智能与 5G融合方面已具备

成熟的技术优势，愿与欧洲在绿色经济、交

通物流、数字转型等领域展开深入合作。“欧

洲是人工智能理论研究的沃土，中国则在大

规模应用中积累了经验，双方联手，有望在

多领域实现突破。”

“西方尤其是欧洲应将中国视为合作

伙伴而非潜在威胁。”葡萄牙“中国观察”智

库主席鲁翊君指出，“当前世界需要建设一

个多极、稳定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欧在人权

与技术交汇点上的交流，正是朝着这一方

向迈出的关键一步。”

在技术浪潮中守护尊严：中欧共议数字人权治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安琪

在人工智能（AI）加速重塑世界的

今天，它带来的不仅是生产力的飞跃，更

是对人权秩序的深层冲击。算法歧视、数

据偏见、隐私侵犯、心理操控……这一切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着全人类，尤

其是青年群体。作为最早接触、最广泛使

用人工智能的一代，青年既是技术变革

的直接承受者，也是未来人权理念的传

承者和人权治理的参与者。

6月 25日，“2025·中欧人权研讨会”

青年分论坛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来自

中欧多国的青年学者围绕“人工智能时

代的青年愿景与责任”深入探讨人工智

能给权利平等、就业环境、信息获取乃至

价值观带来的影响。他们共同呼吁：青年

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人工智能的伦

理治理与规则制定，在维护自身权益的

同时，也成为推动全球技术公平与人权

保障的重要力量。

“人工智能带来的，不只是工作方式

的转变，更是价值观、生活方式乃至整个

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西南政法大学人

权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蒋鑫涛表示，面对

技术带来的颠覆性变动，青年群体承受

着更大压力，尤其是在就业与权利保障

方面。“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工作不仅

是谋生的手段，更关乎尊严的实现。”蒋

鑫涛认为，随着人工智能不断渗透，许多

岗位面临被取代的风险。对青年群体而

言，适应这一变化将成为其培养职业竞

争力的关键。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已广泛嵌入全

球产业体系，正在重塑全球劳动力市场，

给就业形势和青年职业发展带来颠覆性

变革，但从简历筛选到绩效考核中间蕴

含的算法偏见也引发广泛担忧。西班牙知

华讲堂青年学术团成员、凯睿安达西班牙

马德里办事处副总监安吉尔·加莱戈·马

科斯指出，由于缺乏防偏见机制与透明可

追溯的规则，算法可能固化社会偏见，甚

至对青年的就业公平构成直接威胁。

这一风险同样体现在内容生成与传

播上。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博士研究

生简慧敏指出，人工智能并不具备辨别善

恶的能力，反映的是社会原有的偏见。一

旦这些数据被不断复制和放大，人工智能

就可能成为传播不平等的放大器。

人工智能时代的性别不平等也引发

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国际电信联盟（ITU）

近日表示，在人工智能等变革性技术迅

速重塑全球经济格局的当下，成百上千

万妇女和女童仍被排斥在数字世界之

外——不仅错失获取知识和工作的机

会，也无缘参与塑造数字时代的未来。西

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谢欣

佚表示，性别鸿沟仍在不断扩大，应该合

理地规划制度设计，在人工智能与数据

自动化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时，努力地避

免这些女性在这个领域被边缘化，让女

性同样能参与其中。

青年们还关注到社交媒体算法对人类

认知和意志的侵蚀。“我们以为是我们在选

择信息，实际上却是被选择去相信。”西班

牙塔拉戈纳市议会政治顾问劳拉·基尼奥

内斯·洛佩兹表示，算法让人沉浸在信息茧

房中，逐渐固化偏见、丧失批判性思维。

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法学院科技法硕士

张舒寒指出，许多平台的界面设计本质上

是对用户行为的操控，“无限下滑、自动播

放等机制诱导青年沉迷，削弱自控力，进而

损害心理健康”。

在反思人工智能给人权带来的结构性

挑战的同时，青年代表也提出推动技术“向

善”的路径。西班牙知华讲堂青年学术团成

员劳拉·布咏·基斯佩表示，人工智能的开

放性不仅指向技术和学术的共享，更是一

次关于公平、正义与公民参与的集体努力。

唯有人人都能理解、掌握人工智能，它才可

能成为真正促进社会进步的工具。

“全球依然存在大量人群因网络基础

设施和教育资源匮乏而被排除在技术变革

之外，这种不平等加剧了数字鸿沟。”基斯

佩建议加强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和普及教

育，让更多人能够理解、使用并从人工智能

技术中受益，而青年应成为推动数字公平

的中坚力量。

西班牙国家远程教育大学法理学系

博士后米格尔·德·阿瑟斯认为，技术无

法替代人类的价值判断。在人工智能无

法回答复杂伦理问题的今天，青年更应

主动参与到技术伦理、规则制定与监督

中。“我们的角色，不只是使用者，更是共

同建设者。”

瑞士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展高等学院

国际人道主义法硕士季杨子彦也指出，青

年不应只是“被保护”的对象，应成为面向

未来、代表公共利益的推动者。“我们有责

任理解技术，质疑技术，让人工智能成为服

务人类而非主宰人类的工具。”

“我们青年，是可以做大事的一代。”西

班牙知华讲堂成员、洛伦特与昆卡公司初

级顾问劳拉·苏埃罗·莫雷诺呼吁更多青年

积极参与人工智能规则的制定，以创作者、

建设者、守护者的姿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

向善发展。

青年应更积极参与AI伦理治理
——“2025·中欧人权研讨会”青年论坛聚焦AI时代的技术与公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安琪

“努力让人民过上幸

福 生 活 ，这 是 最 大 的 人

权。”中国驻西班牙大使姚

敬日前在“2025·中欧人权

研讨会”开幕式致辞中表

示，中国政府把人民利益

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不断解决好人民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走出了一条适

合中国国情、得到人民拥

护、顺应时代潮流的人权

发展道路。

“2025·中欧人权研讨

会”6 月 25 日在西班牙马

德里举行，研讨会聚焦“数

智时代背景下的人权”。姚

敬表示，“中欧人权研讨

会”于 2015 年创立，是中

欧在人权领域深层次交流

对话的机制化平台，此次

是“中欧人权研讨会”第一

次在西班牙举行，来自中

国的 40 多位和欧洲各国

的 80多位嘉宾齐聚一堂，

以“数智时代背景下的人

权”为主题，就数字技术

和人工智能对人权影响

的问题进行友好、开放、深

入的探讨，这对促进中欧

人权对话有着非常积极的

意义。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

人类社会的重要成果和现

代文明发展的标志，也是

包括中欧在内世界各国

人民追求的理想。”姚敬

指 出 ，中 国 政 府 高 度 重

视 保 障 人 权 ，始 终 致 力

于 促 进 人 权 发 展 。作 为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中国奉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理念，把生存权、发

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

权，努力促进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

全面协调发展。

姚敬介绍，新中国成

立 70多年来，中国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从不到 30 美

元提升到超过 1万美元，中国实现了 8亿以上

人口脱贫，提前 10年实现联合国 2030可持续

发展目标，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首次

消灭了绝对贫困。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

系，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更是中国

人权进步的典范。以新疆为例，过去 60 多年

来，新疆的经济总量增长了 200多倍，人均生

产总值增加近 40倍，人均预期寿命从 30岁提

高到 72岁。

“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利益

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解决好人民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让人

民过上幸福生活，这是最大的人权。”姚敬强

调说，“我们让人民真正地当家作主，成为人

权事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促进者、受益者。”

在谈及全球人权发展路径时，姚敬表示，

中国尊重各国人权发展道路。中方认为人权

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各国国情不一样，

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不

一样，必须也只能从本国实际和人民需求出

发，探索适合自己的人权发展道路。他同时指

出，推动加强全球人权治理，促进和保护人权

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需要各国共同努力，中

国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弘扬全人类

共同价值，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

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

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

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越来越

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姚

敬表示，虽然中国、西班牙地理位置相距遥

远，但早在 2000 多年前，古老的丝绸之路就

把中西两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中西文明

交相辉映、相互吸引，始终坚持走交流互鉴共

同发展的道路，中国和西班牙在人权领域加

强交流互鉴具有积极的意义。

“今年是中国和西班牙建立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 20周年，也是中欧建交 50周年，中国

和欧盟是全面战略伙伴，也是推动多极化的

两大力量、支持全球化的两大市场、倡导多样

性的两大文明。”姚敬指出，中方愿在平等和

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同包括欧盟在内的各方

加强人权领域的交流合作，相互借鉴，共同进

步，为国际人权事业发展共同作出努力和贡

献。“我相信中欧人权研讨会也将有利于促进

这一目标，将有利于促进中欧之间增进相互

理解，促进中欧关系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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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5日，“2025·中欧人权研讨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图为与会青年

代表简慧敏在发言。 主办方供图

6月 25日，“2025·中欧人权研讨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图为与

会青年代表季杨子彦在发言。 主办方供图

6 月 25 日，西班牙马德里，中国驻西班牙

大使姚敬在“2025·中欧人权研讨会”开幕式上

致辞。 主办方供图

6月25日，“2025·中欧人权研讨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

① 会后，与会中欧代表展示“有教无类”的书法作品。

② 华中科技大学人权法律研究院院长汪习根就《数字中国的人权意义》

与与会嘉宾进行交流分享。

③ 捷克左翼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扬·坎贝尔作题为《人类学意义上的数

字权利与人权》的主旨发言。

④ 与会代表在会场交流。

⑤ 与会中欧专家学者围绕“数智时代背景下的人权”展开研讨并达成六点

共识。

本文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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