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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人类发展报告 
本报告封面及章节插图采用不同历史时期与文化的艺术风格绘制人物肖像，暗含人类运

用技术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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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封面描绘一位佩戴耳机的现代女性，背景借用史前洞穴壁画的笔触点缀科技元素，

呼应人类最初对世界的探索与改造。 
图像将历史与现代科技符号融合，并始终以人为核心，试图连接过去与未来：将当今人

工智能（AI）的突破及其交互媒介，置于人类推进发展的永续征程之中。 
这些图像由平面设计师与 AI 协同创作：设计师提供创意构思与艺术指导，引导 AI 生

成多组视觉方案，再经人工筛选、优化与定稿。作品本身即展现了 AI 如何重构创作方式，

释放增强人类能力的新可能。封面及插图引导我们在 AI 时代的不确定性与可能性中驻足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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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工智能（AI）正以闪电般的速度发展。然而，当 AI 浪潮汹涌而来之时，人类发展却

陷入停滞。人类发展指数显示，数十年的进步在新冠疫情及其后续危机冲击下陷入停滞，至

今未见明显复苏。我们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AI 一方面有望重新定义我们的未来，另一方

面却可能加剧这个本已失衡世界的分裂。我们是将迎来 AI 驱动的文艺复兴，还是在无意识

中步入一个由不平等与残缺的自由所主导的未来？ 
头条新闻、政策和公共辩论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在人工智能在某个遥远未来可能实现的成

就上——无论是乌托邦式还是反乌托邦式。这种宿命论不仅令人生畏，也极具误导性。它掩

盖了一个关键事实：未来正在由当下我们的选择塑造。《2025 年人类发展报告：选择至关

重要——AI 时代的人与可能性》提醒我们，决定哪些技术能够快速发展、如何使用以及服

务于谁的，并非机器，而是人。AI 的影响力不在于它能做什么，而在于我们在设计、开发

和部署过程中的决策。 
这些决策的核心在于，在 AI 驱动的世界中如何定位人的角色。若认定 AI 必然会将人

类边缘化，就忽视了我们人类才是推动 AI 进步的真正力量。AI 可以将非例行任务进行自动

化处理，引发了对 AI 取代人类的担忧，但这往往源于我们将人简化为纯粹的“任务执行者”。
本报告对此提出反思。报告认为，人类作为“国家的真正财富”，远不止于所完成任务的总和。

与其用 AI 能够模仿我们到何种程度来衡量它，不如关注人机差异所激发的强大互补效应，

这才是拓展人类潜能的关键。 
在人类面临多重全球危机交织之际，这种以人为本的视角尤其重要。有一种想法很具诱

惑性，即光靠 AI 就能解决我们的发展挑战。但这种想法会滋生自满情绪，让我们卸下责任，

忽视长期以来阻碍进步的政治、社会和制度性障碍。正如《2023/2024 年人类发展报告：打

破僵局》所指出的，我们的局限并非技术层面，而是社会学层面。我们面临的许多危机和不

平等现象之所以持续存在，不是因为缺乏解决办法，而是因为我们未能采取行动。在 AI 的
问题上，我们必须做出不同的选择，刻不容缓。 

我们或许会抑制将 AI 拟人化的冲动，然而在许多方面，AI 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并放

大了塑造它的社会的价值观、结构和不平等现象。AI 的行为与我们息息相关，它随着我们

的决策与优先事项而演变。如果我们不解决当下的不公与分歧，AI 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糕。

但若我们投资于人类能力建设，致力于更大程度的公平，AI 便可放大人类最美好的成就。

归根结底，《2025 年人类发展报告》虽关注 AI，但核心并非技术，而是人类，以及我们在

重大变革面前重塑自我的能力。 
 

Achim Steiner 
署长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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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人工智能（AI）迅猛发展，其态势可谓日新月异。几乎每天都会涌现新的 AI 算法奇迹。

作为一种通用技术，AI 被誉为“新型电力”。无论那些技术解决主义者 1所描绘的乌托邦愿景

是成真，或是最终沦为虚假的承诺（或更糟），世界都在涌动着一种与以往技术截然不同的

全新活力与动力。 
 
然而，关乎 AI 的时代精神却极其狭隘。媒体头条聚焦军备竞赛，政策制定关注风险

——这些风险固然存在，但它们不应也无法涵盖全部。我们需要超越竞赛与风险，关注由人

们选择所塑造的多种可能性。 
 
在不断扩张的自由空间中，人们所拥有并能实现的选择，对人类发展至关重要。人类发

展的目标是让人们过上他们所珍视且有理由珍视的生活。在一个 AI 随处可见的世界，有着

各种选择：这些选择既是发展内容，也是推动发展的手段。未来始终可塑，如今更是如此。

试图预测未来往往适得其反，因为那是在虚构的真空里将技术置于首位，却忽视了人类能动

性及其选择所带来的现实阻力和复杂承诺。从人类发展的视角看，更关键的问题是：应作出

哪些选择，才能让 AI 真正为人所用？ 
 
本年度《人类发展报告》考察了这一 AI 新时代与以往数字化转型的差异及其对人类发

展的可能影响（第 1 章），并探讨了 AI 如何增强或削弱人类能动性（第 2 章）。2人们在不

同生命阶段以多种方式与 AI 互动，实质上在探索利弊，从而凸显情境与选择的重要性（第

3 章）。当人们盲目追随和炒作 AI 时，就会将人类能动性作为代价，可能加剧排斥（第 4
章）并危害可持续性。3当然，还要回答对每个人都至关重要的问题：AI 由谁开发？开发目

的是什么？（第 5 章）。 
 
让人们掌握主动权是明智之举，因为他们期望人工智能将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日益重要

的角色。本报告的一项全球调查 4显示，在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所有级别中，AI 的使用

已经相当广泛（约占受访者的 20%），且这一比例预计将迅速攀升。在低、中、高人类发

展指数（HDI）国家中，约三分之二的受访者预计将在一年内于教育、健康和工作这三大

HDI 核心维度中使用 AI（见图 O.1）。 
 
图 O.1 在低、中、高人类发展指数（HDI）国家中，约有三分之二的调查受访者预计在一年

内将在教育、健康和工作中使用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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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I group HDI 组  

Actual use of AI in the past month 上个月 AI 的实际使用量  

Expected increase in use 预期增加使用量  

Expected use of AI in one year 一年内 AI 的预期使用量  

Share of population 人口比例  

Low and medium 低和中  

High 高 

Very high 极高  

 

注：基于 21 个国家的汇总数据。“在过去 30 天里，您是否曾以下列任何方式与人工智能（如聊天机器人）互动？”这一问

题关注过去一个月的 AI 实际使用情况，受访者的回答用于计算人工智能在教育、健康和工作领域的平均使用率。题中，“教育”

对应“学习类应用平台”，“健康”对应“医疗服务或应用”，“工作”对应“工作相关工具或软件”。“在接下来的 12 个月中，您使用人

工智能工具的可能性有多大？”这一问题关注未来一年 AI 预期的使用情况，受访者的回答用来计算在教育、健康和工作领域使

用人工智能的平均水平。题中，“教育”对应“教育与培训”，“健康”对应“医疗咨询”，“工作”对应“工作任务”。预计使用增幅为未

来一年预期使用率与上个月实际使用率之差。 

资料来源：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AI 与人类发展调查”数据编制。 

 
 
人类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全球进程或面临动力不足 
许多国家都面对 AI 的宏大愿景与严峻现实（包括持续冲突和人类安全危机）之间的发

展困境。此时，回归“以人为本”将成为破局关键。2020—2021 年全球 HDI 值下降所造成的

创伤尚未愈合，此后的反弹势头也可能正失去动力。数年前，我们本有望在 2030 年生活在

一个人类发展指数极高 5的世界里。根据 2021—2023 年的趋势，这一愿景要推迟数年才能

实现。如今则可能推迟数十年（图 O.2 左上面板）。6 
尽管全球 HDI 在 2024 年预计将达到历史新高，但其增速却创下 35 年有记录以来的最

低水平（图 O.2 右上面板）。过去数十年间极高 HDI 国家和低 HDI 国家间的差距持续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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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过去四年来这一鸿沟再度扩大（图 O.2 下方面板）。这种发展速度的显著放缓已成为所有

发展中地区的共同挑战（图 O.3）。 
不断扩大的制造业及国际出口市场塑造了一种发展路径，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减少了

贫困。但这一发展路径正在收窄。7由于外部融资不足、制造业机会减少（部分源于自动化）

以及贸易紧张局势限制了出口选择，形成了三重挤压。8 
现在，AI 登场，成为发展中的一大变数。9如果将 AI 简单地视作对早期数字技术用于

自动化工作的超级增强版，那么劳动力注定要将剩余的地盘拱手让给机器，进一步侵蚀发展

选择。这真是我们注定的结局吗？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选择。发展更多地依赖于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以重塑经济和社会，

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 AI 的潜力，而不是依赖于 AI 能力本身——无论其看起来有多像人。 
 
图 O.2 全球人类发展的进展正在减缓，最弱势和最脆弱的群体被远远抛在了后面 

 

Global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 value 全球人类发展指数（HDI）值  

pre-2020 trend 2020 年之前趋势 

2021-24 trend 2021—2024 年趋势  

2023-2024 trend 2023—2024 年趋势  

(projected) （预估值）  

(extrapolated trend) 外推趋势  

  

Change in HDI value 1990-2024 1990—2024 年 HDI 值变化  

PRELIMINARY TRANSLATION



(excluding 2020-2022) （不包括 2020—2022 年） 

Mean change (without 2020-2022) 平均值变化（不含 2020–2022 年） 

~4.5x lower than the 1990-2024 mean change 

(excluding 2020-2022) 

约比 1990–2024 年平均值变化（不含 2020–2022

年）低 4.5 倍  

  

Difference in HDI value between very high and 

low HDI countries 

极高 HDI 和低 HDI 国家之间的数值差异  

(projected) （预估值）  

 

资料来源：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根据以下数据进行计算：Barro 和 Lee（201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4），联合国经济

和社会事务部（202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4），联合国统计司（2025）以及世界银行（2024）。 

 
 
图 O.3 2020 年后人类发展进程的放缓影响全球所有地区 

 

Arab States 阿拉伯国家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欧洲和中亚地区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South Asia 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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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aharan Africa 撒哈拉以南非洲  

Regional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value 地区人类发展指数值  

 

资料来源：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根据以下数据进行计算：Barro 和 Lee（201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4），联合国经济

和社会事务部（202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4），联合国统计司（2025）以及世界银行（2024）。 

 
 

要让 AI 为人所用，选择至关重要 
AI 在某些方面独具优势，比如能在庞大数据集中识别出人类难以或无法察觉的模式。10

它在其他方面表现不佳，有时甚至会凭空捏造。11且 AI 无法像人类那样构建问题框架。无

论未来会出现何种算法壮举，总会有一些领域——即便在不断变化中——仍是人类大放异彩

的舞台：在那里，人类做着机器无法胜任或不擅长的事，社会也终会在这些领域更青睐人类

表现，而人机协作往往优于二者各自为政。 
人类与 AI 驱动机器之间不断演进的替代与互补，将社会推向一个拐点；此后，社会

发展的轨迹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点：一是社会对 AI 的可获取程度，二是人们如何看

待并使用它。这些都是个人或集体的抉择。是聚焦“替代”——将 Daron Acemoğlu 所谓的“平
庸”AI 与人类对立，既削减岗位又无助于生产率提升？12还是聚焦互补与协作，共同开辟新

发展路径？13全新角色、市场与产业或将由此诞生。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同，AI 更像是在

发展手册中增添了几页朦胧的篇章，而不是将其剔除。由于 AI 的能力边界和对人类决策

的影响还有太多未知，可选择的路径因此更为广阔，却也更加模糊。 
 
“AI 更像是在发展手册中增添了几页朦胧的篇章，而不是将其剔除。由于 AI 的能力

边界和对人类决策的影响还有太多未知，可选择的路径因此更为广阔，却也更加模糊。 
 
人们似乎也抱有相似预期，认为这只是半杯浑浊的水。本报告中近四成受访者 14期待人

工智能将实现就业自动化和增加就业机会。整体对增强的期望（61%）略高于对自动化的期

望（51%）。15人们使用 AI 越多，对其提升生产率的信心就越强。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这种期望尤为高涨。16民众对 AI 寄予了如此多的希望与期待，因此 AI 所要达到的标准已

不只是“有用”或“做好事”，而是要避免发展成果令人失望。 
是时候打破技术必然论：没有孤立的技术之路，一切都关乎部署方式——由谁、与谁、

为谁，以及如何问责。不同的选择可以帮助扭转局势，而今年的人类发展报告聚焦以人为本

和可能性，确定了三个与人工智能增强人类发展的行动领域（第 6 章）： 
1.构建互补型经济，让人类与 AI 有更多机会合作，而非竞争。 
政策制定者应当致力于塑造未来，而非试图预测未来，应该摒弃对人类如何被人工智能

取代的猜测，转而关注人类与人工智能合作所能实现的潜力。这包括通过智能增强

（intelligence augmentation）推动生产力提升，发挥 AI 与人类的互补优势。确保 AI 以支持

劳动者为目标，限制对能动性的约束，赋予劳动者利用 AI 增强自身能力的权限。在可产生

跨部门及全经济正向溢出的领域部署 AI，推动经济多元化与创造就业的结构性转型。应落

实财政措施，加强社会沟通，激励 AI 保障体面工作，并支持因 AI 而失业的劳动者。 
2.以明确的意图推动创新，确保以人为本的机会不是事后补充，而是 AI 设计与落地的

核心要素。 
应当利用 AI，并通过以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来加速科学进展，但并非要

用自动化来替代创造过程，而是增强人类创造力。17可借助激励措施将人类能动性嵌入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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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计与部署：协调社会期望与私人盈利的创新，并在现有 AI 基准之外，增设新的指标来

衡量 AI 促进人类发展的潜力。 
3.投资关键能力，使人们具备在 AI 时代充分利用技术并茁壮成长的条件 。 
应依托 AI 的灵活性与自适应特性，针对不同场景提供个性化教育和医疗方案，同时防

范偏见、隐私、可及性及公平性等衍生风险。18通过定制化教育或扩展医疗服务，AI 还将激

发对人力协同劳动的新需求。19 
 
这三大方向共同呼吁各级政策制定者要摒弃在技术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摇摆的极端

叙事，要扭转使多数群体边缘化或沦为标靶的削权趋势，也要转而赋能民众重塑人生选择，

拓展自由发展空间。 
 
 
 
谁、何地、何时、如何？人工智能的可能性视情境而定 
AI 的可能性取决于情境：谁、何地、何时、如何？AI 不仅为人类选择增加了机会，也

要求人类必须把握机会。不同年龄段的人们以不同目的使用 AI（图 O.4）。在教育资源受限
20的情况下，人工智能通过提供学习辅助（当教师或家长面临时间或资源约束时）或改进个

性化自适应学习 21，展现出助力学生的潜力。人工智能可以在教育资源受限的情况下弥补差

距，并为弱势学生创造更公平的环境。22这一切都是对教师工作的补充而非替代，因为教师

提供的必要社交互动对学生全面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图 O.4 各个年龄段的人们出于不同的目的使用人工智能（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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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of AI use by occupation group 不同职业群体使用 AI 的目的  

Student 学生  

Workforce 在职  

Non-workforce 非在职  

Retired 退休  

Share of survey respondents (%) 受访者占比  

Work 工作  

Education 教育  

Entertainment 娱乐  

Health 健康  

 

注：基于 21 个国家的汇总数据。关于 AI 使用，“在过去 30 天内，您是否以任何方式与人工智能（如聊天机器人）互动？”

的回答用于计算 AI 在教育、健康和工作领域的平均使用率。其中，“工作”对应“与工作相关的工具或软件”；“教育”对应“教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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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或学习应用”；“娱乐”对应“娱乐（如流媒体／游戏）”；“健康”对应“医疗服务或应用”。职业分组则依据“您最符合以下哪种身

份？您的职业是……”的回答，其中，“在职”包括自报全职或兼职员工及自雇者，“非在职”包括家庭主妇（夫）和失业者。 

资料来源：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AI 与人类发展调查”数据编制。 

 
直到最近，跨国研究中最稳定的实证规律之一是主观幸福感（如生活满意度）随年龄呈

U 型曲线：青少年和老年群体报告的幸福感普遍高于中年群体（45-55 岁左右）。23约 10–15
年前，这一规律在部分国家开始改变。绝望感激增，生活满意度骤降。24年轻女性的处境比

年轻男性更为严峻。25 
导致年轻人幸福感骤降的原因何在？这一现象成因复杂且持续演变。这一趋势在一些

HDI 极高的国家中最为明显，并与智能手机的广泛传播相平行，这表明了数字技术的影响。

一项针对互联网用户的全球调查显示，典型的 U 型曲线已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倾

斜向下的直线——年轻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处于最低谷（图 O.5）。26 
 
 
图 O.5 年轻的互联网用户在各地都面临困境 

 

Average Mental Health Quotient Score 平均心理健康商数评分  

Age group (years) 年龄组（岁）  

North America 北美洲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Western Europe 西欧  

South Asia 南亚  

Sub-Saharan Africa 撒哈拉以南非洲  

Oceania 大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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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中东和北非  

  

75 and older 75 岁及以上  

 
注：数据来源于 Sapiens Lab 全球心智计划（Global Mind Project）心理健康商数（Mental Health Quotient）评估工具涵盖 47

项心理功能指标，采用生活影响量表进行测量，涉及六大维度：情绪与人生观、社交自我（人际关系）、适应力与韧性、驱动

力与动机、认知能力及身心关联。得分越高，表明心理健康水平越好。该调查于 2020—2024 年期间进行。 

资料来源：Thiagarajan，Newson 和 Swaminathan 2025。 

 
 

数字技术（包括 AI）给年轻人带来的机遇与风险，在众多 HDI 较低的国家尤为突出

——这些国家人口结构年轻化，数字普及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这本身也意味有机会去借鉴

他国经验规划发展路径。与之相反，HDI 较高的国家普遍面临人口老龄化。尽管各国的模式

有所不同，但全球整体正在迅速老龄化，预计到 2030 年，60 岁及以上的人口将达到 14 亿。
27与此同时，年轻人对 AI 融入日常后可能失去生命掌控感的担忧，低于老年群体（图 O.6）。 
 
图 O.6 年轻人对人工智能（AI）导致其生活失控的担忧程度低于老年人 

 

Change (%) 变化（%）  

Age group 年龄组  

High HDI 高 HDI 

Low/medium HDI 低/中等 HDI 

Very high HDI 极高 HDI 

  

60 and older 60 岁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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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基于 21 个国家的汇总数据。测量方法为，针对每个年龄组，比较以下两组数据的差值：（1）当前自认对生活

具有高度控制力的受访者比例；（2）预期五年后（AI 更深度融入日常生活时）仍将保持高度生活控制力的受访者比例。 

资料来源：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AI 与人类发展调查”数据编制。 

 
 

人工智能推动了辅助和无障碍技术的突破性创新，这些技术能够为残障人士拓宽选择和

机会，例如实时字幕、图像描述以及将手语翻译为语音或文本。28但要充分发挥这些及其他

应用的覆盖面与潜力，不仅仅依赖技术本身。社会选择与环境同样至关重要，29最根本的是

这些应用是否可获取且可负担。同样，性别不平等在人工智能的生产和消费中普遍存在。本

报告调查显示，不论教育水平如何，男性在工作中使用生成式 AI 的可能性都高于女性。30 
 
构建互补型经济 
当下几乎每天都有 AI 新模型在某一狭义的指标上超越人类，这些指标常被冠以“人类终

极考验”等带有世界末日意味的称号。从这种供给侧视角看，人类仿佛成为零和竞争中的单

一参照，以争夺未来经济中有限的席位——一种以人类替代为主的经济模式。然而，纳入需

求侧视角后，政策选择与战略便可促成互补型经济，使 AI 在增强和延展人类既有劳动，31同

时推动更具包容性的劳动力市场，32并催生新产业、新岗位与新任务。33 
对于那些长期以来难以克服的非例行性任务——即那些工业机器原本无法完成的工作，

AI 可以将其自动化。事实上，可以直接交由机器去完成的工作，可谓少之又少。以放射科

医师为例：十年前，AI 在医学影像解读方面的成功一度让人担忧将不再需要放射科医师。

如今，对放射科医师的需求仍然高涨。34AI 诊断与在临床环境中实际运用医疗知识相距甚远

——即便技术上可行，患者也可能拒绝。35十年后，放射学领域已成为人机互补的典范：AI
增强放射科医师的诊断能力，而非将其替代。36 

人工智能增强人类能力的潜力亦可成为经济包容的重要切入点。例如，AI 往往能提高

新聘呼叫中心员工的表现，但对经验丰富的资深员工的影响较小。37在写作任务 38、软件开

发 39、管理咨询 40等领域，也观察到了类似效果。41诸多企业正更多地将 AI 用于产品创新

而非流程自动化，并通过更优质的产品输出来实现销售、收入与就业的增长。42 
 
随着人工智能系统逐渐融入工作中，能够有效地与人工智能协作——理解其局限性、解

读其输出并运用人类的判断——将显得尤为重要。在人机协同交汇处，将涌现出全新的任务

与专业角色。有学者提出三种新角色：解释者、训练师和维护者。43 
然而，AI 也可能颠覆并替代部分工作。健全的社会保护系统与适应性技能建设相结合，

能够改善就业前景 44，并通过岗上培训支持那些因 AI 而调整工作内容的员工。45AI 系统在

供应链各环节——从开发和设计到数据标注与注释——都高度依赖人力。46随着 AI 驱动的

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社会对话与集体谈判将成为创造新型体面劳动机会的关键。 
尽管劳动力增强的机会潜力巨大，却并非必然实现。数字鸿沟依然存在，限制了技术使

用的渠道与相关技能，在职场中使用 AI 也面临同样问题。从上一代人开始，数字技术率先

在高收入国家普及，当地劳动力普遍能够熟练使用数字设备，并拥有丰富的使用经验。47在

其他地区，数字鸿沟持续存在，很可能阻碍 AI 在就业及更广领域带来积极影响。48 
展望未来，人们预期 AI 既会自动化也会增强工作，但更期待增强（见图 O.7）。 

 
图 O.7  来自不同职业和不同 HDI 水平的受访者，预计人工智能将在自动化其工作的同时增

强其工作，且对增强的期望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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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ntage of population in each occupation/country group 每个职业/国家群体中的人口百分比  

Expected automation 对自动化的预期  

Expected augmentation 对增强的预期  

 
注：基于 21 个国家的汇总数据。每个点代表某国家某职业群体中预期 AI 将对他们的职业产生自动化和增强影响的

受访者所占的百分比。职业群体包括：专业/高级行政人员、熟练工、非熟练/半熟练工、服务业、文职、农林牧渔及其

他。阴影区域表示预期增强的比例高于预期自动化的比例。 

资料来源：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基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AI 与人类发展调查”数据编制。 

 
 

是否能兑现对增强的预期，取决于能否出台促进人机互补的政策和激励措施。如果方向

把握不当，短期内可能让发展不尽如人意，未来数十年还可能加剧经济分化。一种可行之策

是不要为了部署“平庸”的人工智能而仓促替换劳动力——既毁掉岗位又无生产力提升；相反，

应通过税收政策来鼓励增强而抑制自动化。49 
 
以目标驱动创新 
 
AI 可以加速发现与创新，并开启创造力的新领域，50有可能成为一种发明的方法。51也

就是说，这是一种新工具，AI 应能够赋予人们力量，去满足对理解与创造这一深层人类渴

望的追求。重点不在于让 AI 将科研过程中的各项任务自动化，而是在于借助 AI 与人类的

互补能力增强人类智力，52从而加速科学与技术创新，53激发更广泛的创造力。54 
要将 AI 创新引导至兼顾社会价值与私人收益的方向。55AI 基准已成为评估 AI 模型的

性能、能力和安全性的基本工具。56在现有指标之外增设能够衡量 AI 对人类发展贡献的新

标准，有助于将创新引向这一方向。57 
不同国家的发展优先事项与全球及本土科技企业格局的复杂交织，正在引发一场地缘政

治创新竞赛，其风险是将许多国家和群体抛在后面。58由于多种原因，供应商和用户之间出

现错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文化差异。人工智能模型在哪里开发，就会反映哪里的文化倾向。

ChatGPT 的答案在文化上与人类在高人类发展指数（HDI）国家的回答更为接近，而与低人

类发展指数国家的回答则相距甚远（图 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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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O.8 ChatGPT 的答案在文化上与极高 HDI 国家的人类回答最为接近 

 

Correlation between GPT answers and human responses GPT 回答与人类回答的相关性  

HDI group HDI 组  

Low 低 

Medium 中等  

High 高 

Very high 极高  

 
注：纵轴数值越高，表示 ChatGPT 与该国受访者在文化和价值观上的相似度越大（以点表示）。 

资料来源：基于 Atari 等（2023）的数据得出。该研究将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中 65 国受访

者的回答进行比对。 

 
 
 

抗衡文化与语言偏见，正是众多国家渴望参与 AI 供应链的原因之一。AI 的供应依赖三

大关键要素——算力、数据与人才——而这三者高度集中，给较低 HDI 国家带来独特挑战。

只有寥寥数家机构掌握 AI 话语权。大多数人几乎无法直接参与其中。我们被动面临的选择

看似原子化且二元化：买不买最新设备？是否同意启用 cookies？那些“要么接受要么放弃”
的服务条款，往往意味着要么让强势企业获得对我们日常生活的绝对访问权，要么就被排除

在数字平台之外——而无论利弊，当今我们越来越多的生活、交往与关系都在这些平台上发

生。 
 
片面强化和固化零和思维会挤压合作所能创造的巨大价值。在全球层面上，人工智能领

域存在国际合作的机会，这些机会并不一定涵盖所有领域，但在某些特定且重要的领域中，

机会确实存在。尤其在由计算机辅助的监督、内容溯源与模型评估方面，国际合作的理由尤

为充分。59事实上，多个国际机构与多边平台上已开展了大量相关工作。联合国全球数字契

约（UN Global Digital Compact）鼓励跨司法管辖区、基于科学的对话，使各国得以相互学

习、优化监管策略，并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让所有国家都能切实参与并从 AI 潜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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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 
 
 
投资于真正关键的能力 
为了使年轻人能够与人工智能共同奋进，教育需要关注学习成果，同时培养批判性思维、

创造性思维和关系性思维，而不仅仅是延长受教育年限。在将 AI 融入教育时，要避免把 AI
当作学生或教师的“拐杖”，而应视其为激发新学习方式的“伴侣”。这意味着要将 AI 用于扩

大那些已被证明能提升教育成效的干预措施（如定制化学习），而非仅仅为了部署 AI 而部

署 AI。 
在医疗领域，应当部署 AI 来作为专业技能的补充，尤其是在低收入国家和专业技能匮

乏的环境中，通过 AI 赋能医务人员，让他们在资源与专业受限的条件下做得更多。60医疗

系统与组织应以安全、透明的方式整合 AI 技术——既要强化机构和一线人员使用 AI 系统

的能力，也要向患者清晰说明 AI 在临床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建立信任。由于 AI 在医

疗服务中可能产生意外的副作用会随着时间演变，对 AI 偏见和健康不平等的监测必须视为

持续性工作。61 
 
人类发展新视野 
科技进步是推动发展的原动力。62技术创新的浪潮使我们更健康、更富足、更博学，而

同时也改变了经济机会的格局并重塑了不平等。63这并非技术本身的必然属性，而是人、企

业与政府通过主动决策以及制度激励所共同塑造的结果。随着 AI 从小众技术发展为人们生

活各领域的基石，其推动人类发展的潜力不容错失。这不仅仅取决于算法，更取决于我们的

选择。 
AI 的潜力在全球各地都很可观，尤其是在人类发展指数较低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发展

路径像一条钢索，悬在日益扩大的深渊上。AI 可成为一座桥梁——连接到能够促进产业升

级 64的先进技术， 促进产业链上下游 65更深程度的多元化与融合， 优化自雇者（如货运司

机 66）的市场机会，并为从农民 67和小企业主 68等所有人带来新知识、新技能和新想法。 
当然，这不仅取决于对“新型电力”——人工智能的获取，也取决于对旧电力的获取。然

而，挖掘人工智能的潜力远不止于获取访问权限，尽管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人工智能的世界

中，分歧将沿着另一个轴线展开：哪些社会能充分利用这一颠覆性技术，着眼于 AI 与人类

活动的互补与增强；哪些社会则会将其误解为对早期计算技术的“超频版”或以与人类竞争的

方式部署它，从而错失良机。 
 
“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只有通过构建互补型经济、以目标驱动创新并投资于真正重要

的能力，社会才能利用 AI 扩展人们的选择与可能性。 
 
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技术关乎人的选择，而不仅仅是物的堆砌。在发明的华丽外表下，

潜藏着少数人或多数人所做的重要选择，其后果将跨越世代，产生深远的影响。只有通过构

建互补型经济、以目标驱动创新并投资于真正重要的能力，社会才能利用 AI 扩展人们的选

择与可能性。由此，各国将开辟新的发展路径，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在 AI 世界中茁壮成长。 
  

PRELIMINARY TRANSLATION



 
 
人类发展指数 Human Development Indices 
人类发展指数（HDI）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 
不平等调整后人类发展指数（IHDI） Inequality-adjusted HDI (IHDI) 
性别发展指数 Gender Development Index 
性别不平等指数 Gender Inequality Index 
多维贫困指数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地球压力调整后 HDI Planetary pressures-adjusted HDI 
 
 
值 Value 
值 Value 
整体损失（%） Overall loss (%) 
组别 Group 
值 Value 
位次 Rank 
值 Value 
人数（%） Headcount (%) 
剥夺强度（%） Intensity of deprivation (%) 
与 HDI 值的差值（%） Difference from HDI value (%) 
 
人类发展指数位次 HDI Rank 
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Very high human development 
冰岛 Iceland 
挪威 Norway 
瑞士 Switzerland 
丹麦 Denmark 
德国 Germany 
瑞典 Sweden 
澳大利亚 Australia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Hong Kong, China (SAR) 
荷兰 Netherlands 
比利时 Belgium 
爱尔兰 Ireland 
芬兰 Finland 
新加坡 Singapore 
英国 United Kingdom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United Arab Emirates 
加拿大 Canada 
列支敦士登 Liechtenstein 
新西兰 New Zealand 
美国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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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Korea (Republic of) 
斯洛文尼亚 Slovenia 
奥地利 Austria 
日本 Japan 
马耳他 Malta 
卢森堡 Luxembourg 
法国 France 
以色列 Israel 
西班牙 Spain 
捷克 Czechia 
意大利 Italy 
圣马力诺 San Marino 
安道尔 Andorra 
塞浦路斯 Cyprus 
希腊 Greece 
波兰 Poland 
爱沙尼亚 Estonia 
沙特阿拉伯 Saudi Arabia 
巴林 Bahrain 
立陶宛 Lithuania 
葡萄牙 Portugal 
克罗地亚 Croatia 
拉脱维亚 Latvia 
卡塔尔 Qatar 
斯洛伐克 Slovakia 
智利 Chile 
匈牙利 Hungary 
阿根廷 Argentina 
黑山 Montenegro 
乌拉圭 Uruguay 
阿曼 Oman 
土耳其 Türkiye 
科威特 Kuwait 
安提瓜和巴布达 Antigua and Barbuda 
塞舌尔 Seychelles 
保加利亚 Bulgaria 
罗马尼亚 Romania 
格鲁吉亚 Georgia 
圣基茨和尼维斯 Saint Kitts and Nevis 
巴拿马 Panama 
文莱达鲁萨兰国 Brunei Darussalam 
哈萨克斯坦 Kazakhstan 
哥斯达黎加 Costa 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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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 Serbia 
俄罗斯联邦 Russian Federation 
白俄罗斯 Belarus 
巴哈马 Bahamas 
马来西亚 Malaysia 
北马其顿 North Macedonia 
亚美尼亚 Armenia 
巴巴多斯 Barbados 
阿尔巴尼亚 Albania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Trinidad and Tobago 
毛里求斯 Mauritius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Bosnia and Herzegovina 
 
高人类发展水平 High human development 
 
伊朗 Iran (Islamic Republic of)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Sain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泰国 Thailand 
中国 China 
秘鲁 Peru 
格林纳达 Grenada 
阿塞拜疆 Azerbaijan 
墨西哥 Mexico 
哥伦比亚 Colombia 
巴西 Brazil 
帕劳 Palau 
摩尔多瓦共和国 Moldova (Republic of) 
乌克兰 Ukraine 
厄瓜多尔 Ecuador 
多米尼加共和国 Dominican Republic 
圭亚那 Guyana 
斯里兰卡 Sri Lanka 
汤加 Tonga 
马尔代夫 Maldives 
越南 Viet Nam 
土库曼斯坦 Turkmenistan 
阿尔及利亚 Algeria 
古巴 Cuba 
多米尼加 Dominica 
巴拉圭 Paraguay 
埃及 Egypt 
约旦 Jordan 
黎巴嫩 Leba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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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卢西亚 Saint Lucia 
蒙古 Mongolia 
突尼斯 Tunisia 
南非 South Africa 
乌兹别克斯坦 Uzbekistan 
玻利维亚多民族国 Bolivia (Plurinational State of) 
加蓬 Gabon 
马绍尔群岛 Marshall Islands 
博茨瓦纳 Botswana 
斐济 Fiji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苏里南 Suriname 
伯利兹 Belize 
利比亚 Libya 
牙买加 Jamaica 
吉尔吉斯斯坦 Kyrgyzstan 
菲律宾 Philippines 
摩洛哥 Morocco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Venezuela (Bolivarian Republic of) 
萨摩亚 Samoa 
尼加拉瓜 Nicaragua 
瑙鲁 Nauru 
 
中等人类发展水平 Medium human development 
不丹 Bhutan 
斯威士兰王国 Eswatini (Kingdom of) 
伊拉克 Iraq 
塔吉克斯坦 Tajikistan 
图瓦卢 Tuvalu 
孟加拉国 Bangladesh 
印度 India 
萨尔瓦多 El Salvador 
赤道几内亚 Equatorial Guinea 
巴勒斯坦国 Palestine, State of 
佛得角 Cabo Verde 
纳米比亚 Namibia 
危地马拉 Guatemala 
刚果 Congo 
洪都拉斯 Honduras 
基里巴斯 Kiribati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Sao Tome and Principe 
东帝汶 Timor-Leste 
加纳 Gh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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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 Kenya 
尼泊尔 Nepal 
瓦努阿图 Vanuatu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安哥拉 Angola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Micronesia (Federated States of) 
缅甸 Myanmar 
柬埔寨 Cambodia 
科摩罗 Comoros 
津巴布韦 Zimbabwe 
赞比亚 Zambia 
喀麦隆 Cameroon 
所罗门群岛 Solomon Islands 
科特迪瓦 Côte d'Ivoire 
乌干达 Uganda 
卢旺达 Rwanda 
巴布亚新几内亚 Papua New Guinea 
多哥 Togo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Syrian Arab Republic 
毛里塔尼亚 Mauritania 
尼日利亚 Nigeria 
坦桑尼亚 Tanzania (United Republic of) 
海地 Haiti 
莱索托 Lesotho 
 
低人类发展水平 Low human development 
巴基斯坦 Pakistan 
塞内加尔 Senegal 
冈比亚 Gambia 
刚果民主共和国 Congo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马拉维 Malawi 
贝宁 Benin 
几内亚比绍 Guinea-Bissau 
吉布提 Djibouti 
苏丹 Sudan 
利比里亚 Liberia 
厄立特里亚 Eritrea 
几内亚 Guinea 
埃塞俄比亚 Ethiopia 
阿富汗 Afghanistan 
莫桑比克 Mozambique 
马达加斯加 Madagas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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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 Yemen 
塞拉利昂 Sierra Leone 
布基纳法索 Burkina Faso 
布隆迪 Burundi 
马里 Mali 
尼日尔 Niger 
乍得 Chad 
中非共和国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索马里 Somalia 
南苏丹 South Sudan 
 
其他国家或地区 Other countries or territories 
朝鲜 Korea (Democratic People’s Rep. of) 
摩纳哥 Monaco 
 
 
人类发展指数组别 Human development groups 
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Very high human development 
高人类发展水平 High human development 
中等人类发展水平 Medium human development 
低人类发展水平 Low human development 
发展中国家 Developing countries 
区域 Regions 
阿拉伯国家 Arab States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欧洲和中亚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南亚 South Asia 
撒哈拉以南非洲 Sub-Saharan Africa 
最不发达国家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世界 World 
 
 
定义 
人类发展指数（HDI）：评估人类发展三大基本维度（即健康长寿的生活、知识以及体面的

生活）所取得的平均成就的综合指数。关于 HDI 的计算方法，请参阅技术注释 1，网址

https://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2025_HDR/hdr2025_technical_notes。 
 
不平等调整后人类发展指数（IHDI）：根据人类发展三个基本维度的不平等情况调整的人

类 发 展 指 数 值 。 关 于 IHDI 的 计 算 方 法 ， 请 参 阅 技 术 注 释 2 ， 网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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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hdr2025_technical_notes.pdf。 
 
整体损失：IHDI 值与 HDI 值之间的百分比差异，仅针对已计算 IHDI 值的国家进行计算。 
性别发展指数：女性 HDI 值与男性 HDI 值之比。关于性别发展指数的计算方法，请参阅技

术注释 3，网址 https://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hdr2025_technical_notes.pdf。 
 
性别发展指数组别：基于性别平等在 HDI 值中的绝对偏差将所有国家分为五个组别。第一

组包括女性和男性在 HDI 成就方面高度平等的国家（绝对偏差小于 2.5%），第二组包括女

性和男性在 HDI 成就方面中高度平等的国家（绝对偏差为 2.5%至 5%），第三组包括女性

和男性在 HDI 成就方面中度平等的国家（绝对偏差为 5%至 7.5%），第四组包括女性和男

性在 HDI 成就方面中低度平等的国家（绝对偏差为 7.5%至 10%），第五组包括女性和男性

在 HDI 成就方面平等度低的国家（性别平等的绝对偏差超过 10%）。 
 
性别不平等指数：这是一项综合措施，反映了男女在三个方面的成就不平等：生殖健康、赋

权和劳动力市场。关于性别不平等指数的计算方法，请参阅技术注释 4，网址

https://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hdr2025_technical_notes.pdf。 
 
多维贫困指数：指按剥夺强度调整后多维贫困人口所占的比例。并非所有国家都有全部指标，

因此在进行跨国比较时应保持谨慎。当某一指标缺失时，现有指标的权重被调整为总数的

100% 。 关 于 多 维 贫 困 指 数 的 计 算 方 法 ， 请 参 阅 技 术 注 释 5 ， 网 址

https://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hdr2025_technical_notes.pdf。 
 
多维贫困人数：在调查年份中，剥夺分数在 33%或以上的人口数量。多维贫困剥夺强度：

多维贫困中的人经历的平均剥夺分数。 
 
地球压力调整后的 HDI（PHDI）：根据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和人均物质足迹调整的 HDI 值，

以解释地球所承受的过度人为压力。应该将其视作对转型的激励。关于 PHDI 的计算方法，

请参阅技术注释 6，网址 https://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hdr2025_technical_notes.pdf。 
与 HDI 值的差值：PHDI 值和 HDI 值之间的百分比差异。 
 
主要数据来源 
第 1 和第 4 列：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根据以下数据进行计算：Barro 和 Lee（2018），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2024），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

（2024），联合国统计司（2025）以及世界银行（2024）。 
 
第 2 栏：不平等调整后预期寿命指数、不平等调整后教育指数、不平等调整后收入指数所列

数 值 的 几 何 平 均 值 的 计 算 方 法 ， 请 参 阅 技 术 注 释 2 ， 网 址 ：

https://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hdr2025_technical_notes.pdf。 
 
第 3 栏：根据第 1 列和第 2 列的数据计算得出。 
 
第 5 栏：根据第 4 栏的数据得出。 
 
第 6 栏：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根据 Barro 和 Lee（2018 年）、国际劳工组织（2024）、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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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2024）、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4）、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4）、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多指标类集调查以及世卫组织、儿基会、人口基金、世界银行集团和经社部/
人口司（2023）的数据计算得出。 
 
第 7 栏：根据第 6 栏的数据得出。 
 
第 8—10 列：人类发展办公室和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根据 ICF 宏观人口与健

康调查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多指标类集调查中关于家庭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匮乏的多年份

数据计算得出。 
 
第 11 栏：人类发展办公室根据 Barro 和 Lee（2018）、全球碳项目（2024）、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2024）、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24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4）、教科

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24）、联合国统计司（2025）和世界银行（2024）的数据计算得出。 
 
第 12 栏：根据第 1 列和第 11 列的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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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相信几乎任何问题都可由技术解决的信念。 
2 Hoffman 和 Beato（2025）探讨了以人类能动性为宗旨的 AI 设计有哪些机遇。 
3 Galaz 2025。 
4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AI 与人类发展调查”为近三年来全球规模最大的 AI 公众舆论调查之一。

在 2024 年 11 月至 2025 年 2 月期间，在 21 个国家以 36 种语言（语种覆盖了全球 63%人口）

对逾 21000 名受访者进行了调查。之所以选择这 21 个国家，是为了让调查结果涵盖不同人

类发展组别和全球各地区。该调查主要采用随机电话民意测验，以确保覆盖不同人群（两个

国家例外）。调查中的 19 个问题涵盖了 AI 如何影响日常生活、决策权变迁及公众信任。 
5 极高人类发展指数（HDI）阈值为 0.800。 
6 全球发展进程减速可能预示未来趋势放缓。健康指标，尤其是出生时预期寿命的增长速度

正在放缓：2023–2024 年年均仅增加约 0.130，低于 1990–2019 年的平均值 0.267。且预计出

生时预期寿命增速放缓态势将在未来几十年（2025—2050 年）继续。如全球 HDI 值继续遵

循 2020 年前的增长趋势，世界本可以在 2030 年达到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然而，根据

2021—2024年的趋势，达到极高人类发展水平的时间已被推迟了三年，至 2033年才能实现。

如果 2023-2024 年的趋势持续，这一进程可能推迟三十年。 
7 Rodrik 和 Sandhu 2024；Stiglitz 2021 。 
8 Rodrik 和 Stiglitz 2024。 
9 9.Acemoğlu，Autor 和 Johnson 2024；Autor 2024；Rodrik 和 Stiglitz 2024。 
10 Ludwig 和 Mullainathan 2024。 
11 Huang 等人 2025；Li 等人 2023。 
12 Acemoğlu 和 Johnson 2023。 
13 13.Autor 2022；Baily，Brynjolfsson 和 Korinek 2023；Bresnahan 2024；Brynjolfsson 2022b；
Korinek 2024；Manyika 和 Spence 2023。 
14 这是一个简单的无权重平均值；每个国家的平均响应都具有相等人的重要性。 
15 在期望人工智能改变他们工作的受访者中，大多数人既期待增强亦期待自动化。在仅期

望“增强”或仅期望“自动化”的受访者中，期望“增强”的人数约为期望“自动化”的两倍。 
16 例如，Conboye（2025） 发现，根据 2024 年 Ipsos AI Monitor 数据，中国、印尼和秘鲁

35 岁以下受访者中，近 60%认为 AI 将在五年内改善其工作；而在加拿大、日本和韩国这一

比例不足 30%（Carmichael 2024）。 
17 Cui 和 Yasseri 2024。 
18 例如，解决健康应用中的 AI 偏见问题需要更好的算法和数据，但仅靠编程本身无法纠正

偏见（Marwala，2024）。部分原因在于公平标准具有情境依赖性且动态变化，需持续监测

与修正（Mienye，Swart 和 Obaido 2024）。 
19 Adapa 等人 2025；Dangi，Sharma 和 Vageriya 2025；Zuhair 等人 2024。 
20 Labadze，Grigolia 和 Machaidze 2023。 
21 Alzate 2023；Pedro 等人 2019；Vincent-Lancrin 和 Van der Vlies 2020。 
22 Drolia 等人 2022；Government of Mexico 2020。 
23 Blanchflower 2021。 
24 24.Blanchflower，Bryson 和 Xu 2024。 
25 Blanchflower 2025。 
26 Thiagarajan，Newson 和 Swaminathan 2025。 
27 Thompson 2024。 
28 Touzet 2023。 
29 以Google Relate 为例，这是一款免费移动应用，可帮助有沟通障碍者与陌生人互通信息。

要令其良好运作，必须改变交流规范——例如更广泛地接受多样化的沟通方式。语音识别会

改变对话的节奏和流畅度，加入停顿或调整交流方式。如果对话另一方无法理解或拒绝接受

这些“新规则”，互动就会失败（Ayoka 等人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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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即便在提高 AI 可及性的条件下，这一性别鸿沟依然显著（Otis 等人 2024）。 
31 Brynjolfsson 2022；US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2024。 
32 Autor 2024。 
33 Autor 等人 2024；Crafts 2021；Ernst，Merola 和 Samaan 2019。 
34 Bastian 等人 2024；Higgins 等人 2021；Liu 等人 2024。 
35 Hatherley 2020。 
36 Dvijotham 等人 2023。 
37 Brynjolfsson，Li 和 Raymond 2025。 
38 Noy 和 Zhang 2023。 
39 Peng 等人 2023。 
40 Dell’Acqua 等人 2023。 
41 Agrawal，Gans 和 Goldfarb 2023；Kanazawa 等人  2022。参见 Kanazawa 等人  (2022)。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特定部门的影响是否会延伸到整个经济。 
42 Babina 等人  2024。 
43 Wilson，Daugherty 和 Bianzino 2017。解释者（explainer）：需将 AI 输出转化为可评估的

信息，供决策者在采纳前审查。AI 的幻觉与人机沟通误差，无疑凸显了在提示与实施之间，

让人类“切身参与”所创造的价值。训练师（trainer）：涵盖提示工程（prompt engineering）、

检索增强生成（retrieval-augmented generation）等新兴任务。要让 AI 为人类高效完成工作，

充分发挥 AI 的效用，需要人来编写提示词并为特定领域定制模型——在 ChatGPT 上，人类

已创建数十万个领域专用应用（Korinek 和 Vipra 2024）。维护者（Sustainer）：负责持续跟

踪 AI 进展，确保个人技能与组织流程能够随技术演化不断优化。以上提及的放射科医师已

在解释者与持续推动者角色中大放异彩，同时 AI 也继续增强其诊断能力。 
44 J-PAL 2023；Lipowski，Salomons 和 Zierahn Weilage 2024。 
45 UN 和 ILO 2024。  
46 UN 和 ILO 2024。  
47 例如，Cazzaniga 等人（2024）发现，高收入经济体中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员工具备更大优

势——他们更易获取生成式人工智能，也更易转向可借助该技术增强工作的岗位。 
48 Gmyrek，Winkler 和 Garganta 2024。 
49 Acemoğlu 和 Johnson 2023。 
50 需澄清一点：此处论证聚焦人机在创造性过程中的互补性，而非用机器取代人类创造力；

即便可行，从人类发展视角亦非理想选择。 
51 Cockburn，Henderson 和 Stern 2019；Crafts 2021；US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2024。 
52 Binz 等人 2025；Delgado-Chaves 等人 2025；Luo 等人 2024；Musslick 等人 2025。 
53 关于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互补性的讨论，请参见 Felin 和 Holweg （2024）。另请参阅

Dubova，Galesic 和 Goldstone（2022）。 
54 Adam 2023；Epstein 等人  2023。例如，AI 通过学习游戏本身，击败人类棋手，赢得了

国际象棋比赛，如今正以“非人类”的棋路启发棋坛大师，激发出更具创造性（Schut 等人 
2025）。 
55 Acemoğlu 2024。 
56 Eriksson 等人 2025。 
57 Wang，Hertzmann 和 Russakovsky 2024。 
58 Schmid 等人 2025。 
59 Dennis 2024。 
60 Esmaeilzadeh（2024）的研究指出，医疗领域正发生一场文化转变，AI 日益被视为提升服

务效率与创造就业的工具，而非威胁。 
61 或可类比药品上市后持续监测的模式，参见 Belenguer（2022）。 
62 如 Romer（1994，1990）和 Solow（1956）等人的奠基性经济学著作所示，生产率增长依

赖于知识与技术变革。 
63 Johnson 和 Acemoğlu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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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Verhoogen 2023。 
65 Diouf 等人 2024；Mishra 等人 2023。 
66 Wei，Jörg 和 and Rolf 2024。 
67 Allen 等人 2025；Shahriar 等人 2025。 
68 Swartz，Denecke 和 Scheepers 2023；Walto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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