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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深圳市福田区
推 出出 首 批 70 名 基 于
DeepSeek 开 发 的 AI“ 数
智员工”，覆盖政务服务
全链条，让不少网友惊
呼“AI 公务员打破‘铁饭
碗’”。其实，这已经不是
人们第一次表达对于 AI
技术发展的惊慌了。从

“AI 公务员”“AI 主持人”
引发的忧虑，到“萝卜快
跑”对传统出租车行业造
成的冲击，AI确实已经在
某些领域取代了部分人
力工作。纵观历史长河，
人力工作岗位的变革，是
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带
来的结果之一，例如手机
的普及，使寻呼机话务员
的岗位消失。只是这一
次 ，伴 随 着 DeepSeek 大
模型的发布，关于 AI 发
展与人类福祉和危机的
争论也空前激烈。人类
应该如何做，才能在愈发
高度智能化的社会，获得
更高质量的生活，而不是
被先进技术“报废”呢？

中科院计算机研究
所研究员王元卓认为，面
对这些变化和挑战，与其
抱怨和抵制，不如主动尝
试和积极拥抱。未来对
个人能力评价的一个重
要方面就是驾驭 AI 的本
领，不管是熟练使用还是
推动创新，都将成为在各
种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重要条
件。无论目前是什么职业、什
么职位，未来都躲不开 AI 的
影响，这尤其会使在校青少年
和年轻人的学习方式、专业方
向，甚至择业选择发生根本性
的改变。因此，教育改革应该
注重培养富有创造力、批判性
思维和情感智能等 AI难以替
代的人才，从根本上提升人类
与AI和谐共生的能力。

政府层面的政策制定与
协调引导，更为重要。AI创造
了规模巨大的经济效益，如何
让经济效益进一步扩大为社
会效益，需要政府提早布局，
合理规划。比如进一步完善
社会保障体系，保障那些被AI
取代了工作的人的基本生活，
同时加强再就业培训措施，帮
助他们过渡到新的工作岗位。
比如制定 AI 伦理规范、调整

税收政策，确保 AI 发展服务
于人，对 AI 创造的经济收益
进行合理分配。

总之，AI发展的终极目标
应该是让人类生活更加美好，
而不是让人变得“多余”。AI
无论如何发展，终究是人类的
工具，而不能凌驾于人类之
上，AI 掌握在谁手里，如何使
用，需要规则来规范，也需要
法律去制约。

文/伍里川 莫听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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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来了！！ 人类去哪儿人类去哪儿？？AI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