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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马费成 陈帅朴

摘 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基于海量数据训练的模型，涵盖了丰富的社会价值和事

实知识，其所展现的机器智能显著提升了各类社会生产与科学研究的效能。哲学社会科学

强调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叉融合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除了作为前沿技术工具

丰富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段，其更为突出的特征是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极大

扩展了研究视角和观察视域。鉴于二者融合具有释放巨大势能的潜力，首先应当剖析生成

式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提基础，在此基础上围绕赋能过程中的创新模式与核心

挑战进行深入探讨，最后系统提出赋能路径的建设策略，从而厘清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哲学

社会科学的赋能机理，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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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化到数智化，技术演进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万物互联的数字文明新时代，人工

智能作为人类探索机器智能的前沿技术，受到更为普遍和深入的关注，为各个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

化。为贯彻落实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会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于 2023 年 3 月启动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AI for Science）专项部署工作。如今，生成式人工

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AI）的突破进一步推动科学研究边界拓展，权威科学期刊《自然》

也将GPT-5等新一代AI的挑战列为未来最值得关注的科学事件之一。

生成式人工智能，亦称为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起源于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

诞生的人工智能概念，近十年受生成对抗网络、强化学习、预训练模型等核心技术的驱动而快速发展。

在其建构与发展过程中，理论研究经历了从规则逻辑到机器学习再到深度学习的演进，运作模式也从识

别和预测现有数据转到创造和生成新型数据，应用实践更从空中楼阁到落地生根，为各行各业带来了显

著的价值跃升。相较于过往各阶段的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典型特征是运作逻辑的转变，即从分

析式系统转向为生成式系统，极大提升了技术的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使人类能够更便捷高效地应

用先进技术。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得益于数智环境下海量的互联网多模态数据以及先进的计算机硬

件支持，通过学习和理解数据的分布，已经具备强大的生成能力、迁移能力和交互能力，展示出类人的感

知与认知智能。当前，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加速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发展方向，

推动人工智能从庙宇高堂走进千户万家，对经济、社会以及科学研究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生成式人工智能承载着人类对于机器智能的丰富想象，与哲学社会科学密切相关。生成式人工智

作为人类思考存在与认知等哲学问题的现代化表达，能够模仿人类思维的复杂过程，重塑人类获取、处

理和创造信息的方式。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数智环境中的变革性技术，正在为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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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视角和工具。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哲学社会科学正与时俱进，强调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交叉融合发展［1］。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赋能作用，是学科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交

叉融合作为新文科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赋予了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对话科技与人文的重任。如何在技

术变革的背景下抓住机遇？这不仅是学科之问，更是时代之问。为科学地回答这一问题，需把握数智环

境引发的研究思路转变，也需剖析与技术原理相契合的科学研究变化，才能系统地把握生成式人工智能

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赋能机理。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基础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源自实证科学的学科，通过借鉴自然科学的思维逻辑和研究方法，研究人类社会

的发展规律、结构制度等方面［2］。然而，与自然科学以严格的控制实验和系统思想为主导不同，哲学社会

科学体现出更加复杂与多样的研究特性。总体而言，哲学社会科学不如自然科学拥有相对稳定的整体

性规律，而在研究中呈现如下典型特征：一是研究方法论重机制而非法则，即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模

型往往只能在特定的、有限的情境下成立；二是研究对象具备高度的复杂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

是人类社会及其行为，这些对象存在结构与功能之间的松散型连接；三是研究过程难度大且意义有限，

自然科学通过严格的控制实验来设计研究过程，而社会科学实验往往难以在完全可控的环境中进行，即

控制影响社会现象的复杂因素几乎是不可能的，一定程度上导致研究结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些特

性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存在显著的立场和价值观念问题。现代化进程赋予人更加多元的价值观

念，这无疑为社会科学研究增添了诸多复杂性。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传统的归纳演绎以及基于小

样本数理统计的方法，往往难以有效地拟合和重构。

现代社会正经历从信息时代向数智时代的演进，这为更好地解决哲学社会科学难题提供了新契机。

信息时代以数据结构化为目标，关注数据处理与信息管理问题，将信息化建设视为主要任务，强调将数

据和信息保存在信息系统中，实现各项业务信息的自动化管理。数智时代则致力于解决信息时代遗留

的信息孤岛问题，其核心目标转向数据智能化，更加注重知识挖掘与智能决策，强调运用新型技术，集合

数字资产积累和智能化分析手段，推动科技与研究的全面创新发展［3］。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演进始终是

发展的关键驱动力。自工业革命以来，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自动化技术被用于解放人力资源。而今的数

智革命，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智技术，正表现出可量化、实时化、可迭代、可视化

和智能化的核心特征，不仅加深了对自然现象的洞察，更重塑着人类社会的组织与运作模式［4］。在新兴

的数智环境下，大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和正在兴起的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智能研究范式（AI for Sci‐

ence，AI4S）日趋成为主流［5］。前者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深度挖掘，揭示潜在的关联规律及因果关系，捕捉

事物的本质联系；后者则着重解决以往范式难以解决的科学组合的维度灾难问题，赋能决策者全面洞悉

科学前沿动态，推动知识与技术的不断迭代更新，这两种范式可以挖掘以往社会科学研究中潜在且难以

言喻的机制与模式。此外，数智时代相比信息时代更加强调类人的智能化，而不仅仅是机器的自动化，

更需要前沿技术与哲学社会科学携手共进。

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驱动最为突出的技术，正在密切加深与哲学社会科学的融

合，使得哲学社会科学更加重视计算思维、协同思维、跨学科思维和关联思维，为解决复杂问题和构建新

的研究体系提供了有力保障。从其迭代发展过程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经历了从基于规则的逻辑推理

到基于神经网络的感知和认知的演变。生成式语言模型作为目前最为高级的人工智能，秉持规模定律

的显著特征，展现出卓越的理解、生成等能力。现代社会科学逐渐深化对定量方法挖掘社会深层规律的

运用，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作逻辑是数理统计，通过对人类现存知识和经验进行大规模训练，以高相

关性的关联概率模拟人类社会的各种复杂关联。尽管这种方式在因果推断方面本质上是一种统计关系

的推断［6］，并不总能指向真正的因果逻辑，但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前景仍然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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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生成式人工智能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新工具新手段，强化了数据驱动的实证研

究范式。其一，生成式人工智能极大地丰富了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方式，将受人类特性显著影响的主要数

据来源扩展为具有多模态、深度语言建模以及更高稳定性和相关性的模型生成与理解的数据，提供了相

对严格的类似自然科学控制实验的数据。其二，生成式人工智能极大地丰富了社会科学知识的来源广

度。传统意义上社会科学研究依赖于学者的先验知识与价值视角，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汇聚海量的

世界知识库，包含不同场域的信息与知识，极大地扩展了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和观察视域。其三，生成

式人工智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分析过程。与传统的抽样调查方法相比，生成式人工智能通

过对大规模数据的训练过程，汲取大量的人类经验和观点，提升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生成式人工智能

的应用更接近完全理性假设，使得社会科学研究得到的机制更具可靠性和普适性，有利于实施更为严谨

的控制实验并扩大其研究结果的影响意义。

其次，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础理论的新问题新方向。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其

他前沿技术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其本身成了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各种能力测

评中表现出与人类相似的价值取向和心理特性，这推动了“人工智能心理学”“机器行为学”“机器伦理

学”等新兴前沿领域的发展［7］，这些研究旨在通过将人工智能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来识别其能力、行

为、决策机制以及伦理道德。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为各类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极

大地丰富了哲学社会科学中诸多学科的边界拓展，并积极推动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总之，生成式人工智能有助于哲学社会科学开辟新范式，绽放新活力。一方面，它为哲学社会科学

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拓展了社会科学的应用场景，助推了从小数据辅助到大数据发现的范式进化。另

一方面，由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价值对齐风险、可靠可信服务等前沿问题亟待进一步探讨。赋能过程

必须兼顾自然科学的规律与哲学社会科学的伦理准则，追求技术与人文的和谐共存，这愈加凸显了哲学

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性，不仅助力于科技的伦理发展，也推动了学科界限的延伸与整合。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模式

从信息化迈向数智化，人工智能正持续发力，不断促进信息技术与哲学社会科学交汇融合。在此基

础上，科学认识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哲学社会科学结合的典型特征和创新模式成为核心思考问题。

受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响，哲学社会科学呈现出学术研究的两大典型特征。第一个典型特征是问题

域的不断拓展。这主要指对原有问题的新突破以及未知领域的新探索，帮助研究者发现新的科学问题，

通过对这些新问题的研究，揭示新的人文社会现象和规律。这一过程，或是发掘性问题，即哲学社会科

学领域长期存在但未能解决的问题，如今借助新的数据和工具得以研究；或是原发性问题，随技术发展

而呈现的新问题，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价值对齐、元宇宙的人机交互等问题。第二个典型特征是研究者

参与度的不断提升。由于研究过程的智能化，研究者既可以远离研究过程本身，提高研究的客观性和效

率，也能够以被试的角色融入实验过程，亲自体验和判断研究的特征、细节和真伪。在此过程中，研究者

有着研究广度和深度的提升。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迅速生成和模拟高质量数据，为研究者提供丰富的

数据源，研究人员能够跨越传统的学科界限，融合不同领域的知识，进行更为深刻的研究。研究者还有

着自我体验的提升，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创建虚拟环境和模拟情景，使研究者能够以参与者的身份体验

研究情境。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可以增加研究的互动性，使研究者能够更好地理解研究对象的行为和决

策过程。

两大典型特征表明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模式注入新的活力，激发创新模式

围绕三个方面展开：基础数据利用、人智协同、研究取向融通。

首先，数据利用的创新涉及数据来源的多样化以及数据处理过程的进化。具体而言，数据来源多样

化体现在量级和类型的丰富，传统社会科学研究通常依赖于调查问卷、实验室研究或案例研究收集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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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数据集，这种方式已无法满足生成式人工智能背景下的科研需求。如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训练语

料有着全量样本特点，能够通过海量数据集来进行大规模的模式识别和趋势预测。数据类型的扩展体

现在不同模态、不同结构数据的融合，社会科学研究的数据来源已经从传统的文本、问卷数据扩展到图

像、视频、音频和实时交互数据［2］。这些数据为研究人类行为和社会环境的交互提供了全新视角，使得研

究可以更全面地捕捉和理解社会现象。此外，数据处理过程朝向全局关联和持续细化发展。在生成式

人工智能产生以前，数据处理往往局限于部分领域、部分场景的关联分析，但社会作为复杂信息系统，数

据关联往往呈现出非线性耦合和复杂关联的特性［8］。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其全局视角，将研究领域向外

系统延伸，形成跨领域、跨场景的全局关联的数据网络。这使得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持续细化社会科学

研究中的数据处理流程。在数据收集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更加高效地筛选和整合多源数据，确保

数据的全面性和多样性；在数据清理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展现出强大的异常值检测、变量转换和缺失

值处理能力，能够有效去除噪音数据，保留含有丰富信息且具备研究价值的数据；在数据注释阶段，生成

式人工智能不仅能够实现与人类能力相似的高质量标签标注，甚至在一致性上表现得更为出色，确保数

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为后续分析奠定坚实基础。在高效处理已有数据的基础上，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数

据生成与扩展能力上展现出卓越的创新性。通过模拟复杂的多维数据关系，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生成

具有现实参考意义的合成数据，进一步丰富数据集的多样性和覆盖范围，填补现有数据集中的空白，为

稀缺数据场景提供高质量的替代数据，全面提升数据的多样性、平衡性和适用性，不仅弥补了传统数据

处理方法的局限性，而且为研究复杂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数据资源和研究可能性。

其次，当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注入生成式人工智能之后，人智交互作为创新的协同模式，愈发重视生

成式人工智能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传统研究模式中，研究主体完全依赖人工实施，主要关注

解释型任务，通过实验和调查数据，利用成熟的理论模型和统计方法来阐释研究对象的部分特性。然

而，随着各类交互设备、计算机技术以及以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社会科

学的研究视角也转向了更加复杂的预测、启发等任务。在这一过程中，研究主体由人类和各类计算机与

信息系统所组成，形成了人机交互模式，此时机器主要依赖于预设规则和有限的数据处理能力，更多承

担着信息检索、数据整理和初步分析等辅助性任务，且机器的智能化程度有限，缺乏自主学习和深度理

解能力，难以应对复杂的社会现象和动态变化的研究需求。这一阶段，人类仍旧在方案制定和决策分析

等研究流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近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突破使得研究者看到了机器具备创造性解

决问题的能力，前沿研究主体正进化为人智交互的协同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研究者作为需求提出者和

反馈提供者，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境、价值观和行为特征输入。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再停留于传统人机

交互模式中辅助者的角色，而是承担了包括方案制定者在内的多种角色，凭借其全域知识和预测能力，

帮助研究者突破传统思维局限，为研究者制定更加准确和高效的解决方案。人智协同正在整合包含交

互环境、交互任务在内的众多要素，以构建“正和”博弈的动态反馈机制为前沿方向，促进智慧增量，支持

更高质量、效率、智能的社会科学研究。

最后，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背景下，研究更应注重数智环境中不同研究取向和方式的结合。一是

重视模型驱动与数据驱动相结合。模型驱动侧重于从理论构建模型和演绎推理，而数据驱动则依赖大

量数据进行归纳推理和模型构建。两者结合可以挖掘出传统模式无法预见的新现象和趋势。生成式人

工智能通过增强数据处理、自动化实验设计、跨领域知识整合、复杂系统分析等方法，不仅优化模型驱动

和数据驱动的研究质量，还加速二者的融合，为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复杂问题提供有力工具。二是重视

相关分析与因果分析相结合。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是揭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来探究基本规律。然

而，大数据环境下的数据复杂性和非线性关系使得因果分析变得困难，相关分析可以快速识别数据间的

潜在关联，为初步洞察提供依据。为实现相关和因果的融合，可以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作用，例如，设

计和模拟随机对照实验设计、增强因果发现算法等，通过结合大数据分析的广度和因果推理的深度，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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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更精确的社会模式和因果关系。三是重视空间分布与时间序列分析相结合。空间分布不仅关注物理

的地理空间，也涵盖权力空间、关系空间、心理空间、信息空间等多维的社会空间及其相互作用，而时间

序列分析揭示了社会现象随时间的变化。二者结合能深化对社会动态的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多

模态数据的表示和处理能力，提供了深入洞察社会科学的时空研究的可能性。例如，能够实现时空数据

整合和清洗，能够实现时空数据的复杂依赖关系建模以及预测和模拟等，推动对社会科学现象更深刻且

全面的理解。四是注重实证与思辨相结合。实证研究强调用经验材料证明或证伪理论假说，关注对客

观事实的说明；而思辨研究则注重概念分析、逻辑推理和理论构建，也关注价值理想。两者存在鲜明的

互补性质，思辨帮助形成理论假设，实证则验证这些假设，共同推动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发展。生成式人

工智能通过处理和分析大规模数据，促进实证研究得到更为充分的经验证据，挖掘思辨研究中隐藏的潜

在模式和抽象概念，实现二者在经验广度和理论深度的统一。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也促进了两者研究

中事实与价值的协同，使得研究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和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开发出更符合伦理和社会

需求的人工智能技术。这不仅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也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

领域的创新和进步。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挑战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模式，不仅提高了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中各个环节的效率，

也扩展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边界。然而，实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深度赋能绝非一项平地

起高楼的简单任务。一系列研究证据表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受训练过程和训练语料影响，已经显现出歧

视偏见、伦理争议以及模型弱解释性等诸多问题［9］。为了把握和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哲学社会

科学研究所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挑战，需要对核心关切的问题与挑战进行系统分析和深入思考。

一是需要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靠性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是联合概率模型，仍不可

避免地会出现生成内容的真实性和可信度问题，包括最为典型的幻觉问题，其定义为生成文本内容与可

查证的现实世界事实相矛盾，或者与用户的指令和给定的上下文不吻合的情况。这通常是由于训练数

据的偏差、模型训练的过拟合以及推理过程的不透明等因素所造成［10］。幻觉问题的出现不仅会影响用

户的交互体验，例如模型答复生成过程存在胡编乱造甚至前后矛盾的情况，也有可能导致不良的社会影

响，例如虚假信息的广泛传播导致互联网空间数据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为改善这种情况，未来的社会科

学研究需要引入事实核查机制、检索增强机制并完善模型架构。需要提升用户的媒介素养和批判性思

维，加强模型输出的监督管理，以降低虚假信息的传播风险，确保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发挥

其在促进社会进步中的积极作用。

二是需要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存在的偏见与伦理风险。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社会各界的应用日益广

泛，然而伴随而来的歧视偏见、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挑战亦不容忽视。首先在歧视偏见层面，互联网数据

的质量参差不齐，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训练经过了科学的数据清洗与过滤，但数据偏见问题难以避

免，会使得生成式人工智能继承并放大现有的意识形态、性别、种族或年龄偏见，会产生包括侮辱、仇恨、

威胁在内的各类有毒语言。其次在伦理道德层面，涉及敏感场景的不当使用问题日益凸显，ChatGPT诞

生初期，有人用逆向提示工程的方式诱导其撰写犯罪说明书。涉及法律监管的领域更是如此，以知识产

权领域为例，模型训练过程的训练数据和推理过程的生成内容都可能存在侵权风险。此外，心理健康和

医疗诊断领域作为伦理道德和法律敏感的高风险领域，更需审慎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正本清

源、科技向善，需要以价值对齐作为模型建设观念，依赖哲学社会科学价值理论的支撑，建立更全面的价

值观指导原则和法规政策，从数据建设、模型对齐、评测标准等层面引领人工智能向着更加负责任更透

明且与人类利益相符的方向迈进。

三是需要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科研质量问题。生成内容的可靠性与偏见风险着重揭示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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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式人工智能通过社会应用的较高复杂性间接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进一步地，生成式人工智能

也能通过更加直接的方式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质量。首先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的科研工作者的

“知识革命”，显著提升了科研效率。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往往会臆造知识、臆造结论、臆造引用来源，

甚至臆造论文。这极易导致研究质量和准确性的降低，形成“假作真时真亦假”的不良学术环境。其次，

模型开源与闭源问题对科学研究繁荣产生了显著影响，这本质上也是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考虑的关键因

素。闭源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往往秉承商业化应用的发展理念，得益于企业高额投入，其性能通常更佳。

然而，源代码的非公开性使得研究难以理解模型的内部机制和决策过程，不仅降低了用户的信任程度，

也难以进行个性化的模型改进与优化。更需要注意的是，闭源模型往往迭代速度较快，模型版本不同可

能加剧模型结果的不一致性，一定程度上降低研究的可复现性。相对而言，开源模型虽一定程度上效果

落后于闭源商业模型，但其透明度能够增加社会科学研究的稳定性和可复现性。社会科学是众多学科

领域交织的学科，通过对开源基础模型的持续优化，能够训练更多垂直领域模型，解决领域特定问题。

因此，未来加强基础开源模型的建设不仅有助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适化应用以及平权发展，也能够推

动知识的持续创新与共享。

四是需要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科学想象方面的能力有限性。这种想象力的有限性主要体现在概

念抽象不足和创造力缺失。首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概念抽象能力不足，具体表现为总在基础的计数问

题、算数推理等注重概念抽象的数学问题中表现不佳［11］。推测生成式人工智能内部不存在通常意义的

计算和因果逻辑，主要依赖上下文语境和语料相关度作出判断。与之相对，人类能够对现实世界进行抽

象，构建系统的概念框架，进行深入的逻辑推理。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所关注的社会运动规

律具有更深的内蕴性、趋向性和复杂性，仅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相关度预测无法满足科学想象的需

求。其次，创造力的缺失是制约科学想象的另一个关键挑战。真正的创造力不仅是信息或知识的重组，

而是超越现有知识边界，探索未知领域，提出突破性观点和假设。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概率统计模型

的帮助下能够产生一些新奇内容，但难以自行超脱现实条件去探索和假设客观世界的未知规律。人类

在某些情况下会产生偏离标准推理方式或正常的逻辑规则的现象，但也增强了人类创造力、想象力和情

感等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和应对复杂多变的科学现象，而机器往往难以突破算法逻辑的理性约

束，对于生产与建构具有意义性质的知识作用有限。由此可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仍要保持研究者

作为主体的核心地位，防止过度依赖机器智能而丧失研究者的主体性与独立思考能力。

四、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路径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的过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因此，探索二者有机融合的研究

路径对于赋能过程至关重要。在研究路径的建设过程中，首先需要确立指导原则。创新模式和核心挑

战的研究趋势均显示，增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可解释性以及人类信任对赋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解

释人工智能（Explainab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XAI）是赋能路径的重要目标，应将其实现作为指导原则。

具体的着力路径需要结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特色展开。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观察—归纳—证实作

为一套普遍的科学发现实证机制的研究路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利用其独特的能力与优势，推动这一研

究路径的创新发展。在此基础上，激发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感知能力是创新基础，拓展认知能力是必要条

件，完善分析体系是关键核心。

（一） 以可解释人工智能实现为指导原则

指导原则的建设是实现深度赋能路径的内在逻辑。可解释人工智能旨在使人类用户可以理解并信

任人工智能创建的结果和输出［12］，这既是创新模式中人智协同的重要目标，也是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核

心挑战下的重要原则。生成式人工智能是端到端的复杂智能决策系统，其整体复杂性加剧了不可解释

性，使得人类难以了解决策原因和过程。这既不利于科学研究的优化与改进，也无法保障社会应用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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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在此背景下，亟须为其建立行之有效的实现框架。设计科学旨在通过创造与评估等一系列规范流

程来设计创新成果以扩展人类和组织能力的边界，可解释人工智能作为复杂信息系统，设计科学能够为

可解释人工智能的开发提供系统性指导，具体通过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以及研究评估展开。

在研究理论方面，应当扩展至多学科交融的视角，不仅需要计算机学科提供算法与模型的持续优化，更

需以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价值指导。例如，哲学可以提供思辨讨论与价值规范，心理学可以迁移行为主义

来对机器进行测试与评估，法学可以探索技术合法性，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可以整合多方知识资源进行系

统规划。在研究方法方面，需注重解释方法的改进和优化，既要追求预测过程的可解释性（模型自解

释），也要追求预测结果的可解释性（建模后解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底层神经网络架构面临“不可能

三角”，即同时实现并行训练、低成本推理和良好的扩展性能。这导致可解释人工智能也面临着解释性

与准确性之间的平衡难题。因此，研究方法的改进需要引入数学、计算机乃至物理等学科进行底层逻辑

建模，以实现高质量的解释方法优化。在研究内容层面，人本人工智能的概念正在兴起，人类作为人本

人工智能和人智交互过程的关键要素，可解释人工智能的开发需着眼于用户需求，重视人智交互过程中

涉及用户层面对于可解释性因素的理解，并构建一个能够接受人类反馈和拥有迭代能力的可解释人工

智能。在研究评估方面，可解释人工智能的实用性、质量和有效性必须经过设计良好的评估方法的严格

论证。在这一过程中，评估目标与评估指标的构建尤为重要。针对评估目标建设，目前多数研究仍基于

模型视角进行效果测评，但人类作为关键主体，环境作为关键要素，测评需要关注不同环境下人类的体

验问题，因此，需要将这二者纳入评估目标之中。针对评估指标建设，目前研究大多聚焦于单一指标，而

可解释性是多元评价体系的综合。因此，未来需要构建覆盖多层次、多角度的评估体系，以实现全面有

效的可解释性评估。

（二） 以激发感知能力为创新基础

指导原则为着力路径提供了目标导向。在着力路径建设中，需要激发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感知能力，

以实现对社会科学中的研究现象和研究数据等客观事实的增强观察。感知能力指的是对客观存在的事

物、现象进行理解的能力，涵盖对物理空间和信息空间的多维感知。在物理空间感知方面，生成式人工

智能及演进的人工智能智能体（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gent）能够显著增强感知能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时空维度的扩展，其能够突破时空束缚，提供全景式体验，帮助人类更全面地理解不同的社会文

化现象。二是感知视角的扩展，其超越了人类的生理感知限制，提供更加立体、全面和持久的感知，避免

单一视角带来的感知偏差，深入洞察隐性和微观层面的现象本质。在信息空间感知方面，生成式人工智

能同样展现了强大的能力，一者，其能够整合和理解多源异构数据，打破领域和数据模态的鸿沟，在单一

模态数据上具备更加细粒度的理解能力。例如，在处理文献类型的文本数据时，其能够深入分析章节、

表格、公式等不同粒度层面。二者，其具有强大的数据生成能力，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高质量训练数

据需求的与日俱增，互联网中的优质资源将逐渐枯竭，而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生成合成数据来弥补这一

缺口的能力，将成为推动科学研究的关键力量。除此之外，生成式人工智能虽然不曾经历社会化进程，

但其感知能力已经显现出模拟人类群体行为的潜力。这为丰富基于代理的建模（Agent-Based Model‐

ing，ABM）范式提供了基础，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凭借这种能力研究复杂社会系统中群体之间的互动和

行为，不仅提升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真实模拟群体过程的可行性，还增强了对社会系统的复杂性、非线性

和演化过程的理解，能帮助分析和预测社会系统中的模式和趋势。

（三） 以拓展认知能力为必要条件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能力需要拓展，以促进信息和知识的归纳综合。认知能力旨在赋予机器模

式建构、逻辑推理的功能，模仿人类思维对数据加工处理，转化为信息和知识。从早期人工构建的特征

工程辅助机器理解知识到当前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参数自动学习知识，人工智能的认知能力边界被进

一步扩展。为使生成式人工智能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归纳综合能力实现纵深发展，需要从整合已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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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体系以及创新知识体系两方面尝试。针对整合和利用现有知识体系，首先是异构知识库构建，生成式

人工智能能够从大量异构信息源中自动抽取知识，通过创新异构知识表证与组织方式，有助于捕捉异构

知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构建起多模态、多维度的统一知识库，为知识的高效整合和检索奠定基础。其

次是关联性知识挖掘，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强大的能力，可发现隐性的知识关联模式，揭示不同领域、

不同理论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促进知识的融合贯通。针对创新知识体系，首先是跨领域知识迁移，生

成式人工智能擅长捕获不同领域知识间的关联，能够实现知识的跨领域高度共享和迁移，有望推动不同

学科之间的知识互鉴，将其他领域理论和方法引入社会科学视角，催生跨界、原创的知识体系，开辟新的

研究思路和范式。其次是创新问题发现与理论建构，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正推动认知科学、人机交

互、人工智能等与社会科学紧密相关的领域发生理论变革，促使社会研究重新审视新技术环境带来的全

新研究问题。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在现有知识基础上，在假设空间实现高效的组合探索，减

少试错成本，提出更有前瞻性的创新研究问题，面向特定研究问题提供实验方案，加速理论框架的创新

构建和优化。

（四） 以完善决策分析体系为关键核心

在事实感知和知识认知的基础上，赋能路径中关键核心在于完善融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决策分析

体系，以更好地支撑科研发现的验证与推演。决策分析体系，是指吸纳科学证据，在此基础上构建一套

能够弥补知识缺口、处理不确定性的理论架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正基于这一思想，利用统计概率

得到的强相关性来获取相对精确的近似解，而非追求最优解。在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浪潮中，为真

正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析能力，需构建一套决策分析支撑体系。首先是新

型决策逻辑的确立，机器智能和人类智能的融合发展催生了人机混合智能，衍生出一种新型的决策分析

逻辑，将人的抽象思维与机器的规模计算相结合，形成人机深层协同交互的合作模式。在这一模式下，

新型决策分析逻辑以人类价值为导向，机器模型会不断学习和理解人类思维，动态调整自身的逻辑推理

和分析过程。其次是将新型分析逻辑具体应用于研究发现的验证与推演过程。根据研究难易及证据充

足程度，采取实证式分析和启发式分析两种应用方法。针对科学证据较为充足、不确定性程度较低的科

学研究，可采取人类为主导、机器辅助解释和验证的实证式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发挥人类的创造力

和概念抽象能力，结合机器的形式化推导和数理验证能力，以“白盒模型”的分析方式实现对简单科学问

题的机制理解和高效验证。针对科学证据较为薄弱、存在高不确定性的复杂科学研究，可以采取启发式

分析方法。这一过程需更加重视人机混合智能的创新驱动作用。其有区别于传统的线性流程，是以复

杂系统理论为指导，综合考虑人类、机器及各种环境的作用影响。适度承认“黑盒模型”的合理性，充分

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大规模计算、跨领域知识关联、复杂逻辑处理等方面的优势，与人类的洞察力和

创造力相结合，获得更为准确、客观、科学的分析结果，助力科学发现的验证和推演。

在数智环境中，生成式人工智能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基于对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驱动下的研究特点与规律的深入把握，推进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的深度融合，已成为实现科

研创新迭代的关键。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社会价值观和认知体系可能带来的冲击。

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智能化革命是否能真正突破塞尔“中文屋”实验中的计算程序逻辑，达到图灵测

试中类人的智能水平，仍需要人们以更加审慎的态度加以考量。在此背景下，践行“以人为本”，始终将

“人”作为核心研究理念、对象和目的，将有助于突破技术与人文的壁垒而引导人工智能有序发展。在这

一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特点决定了其形式、节奏和路径的多样性，但随着现实问题的日

益复杂，许多研究和应用难以简单归类于单一学科。未来，跨学科合作将愈加关键，以跨学科和系统化

思维在不同研究领域高效整合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促进学科交流合作，实现领域协同共进，持续推动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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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Empowered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Ma Feicheng, Chen Shuaipu（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AI), an AI technology based on models trained on vast 

datasets which encompass a wealth of social values and factual knowledge, ha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ef‐

ficiency of various social production sector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with its machine intelligence. With the in‐

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the new round of techno‐

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GAI has become an advanced technological tool that enrich‐

es research methodologies within these fields, as well as a critical research subject, significantly expanding 

both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observational frameworks. Given the profound potential for synergy between 

these domains, it is crucial to first examine the foundational conditions under which GAI can effectively em‐

powe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Building upon this foundation,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into the inno‐

vative models and key challenges encountered during the empowerment process is necessary. Ultimately, a 

systematic strategy must be proposed to construct empowerment pathways, thereby clarifying the mecha‐

nisms through which GAI enhanc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fosters innovation within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research methodologies, and facilitates the advance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methods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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