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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领域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原则 

—推动工程领域负责任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和应用 

近年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其应用广泛落地，已经为

我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显著的贡献，在辅助个人能力提升，改善人民生活

品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应对全球重大挑战（如：气候变化，粮食短

缺等）及促进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等方面带来巨大机遇。特别是在

工程领域，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正

在推动研发、规划、设计、制造、测试、操作和维护等方面的革新，并可

提高生产力及工程项目的质量、安全和效率，同时减少碳排放，降低物耗、

能耗和成本。此外，它们还有助于打击腐败、维护工程操守。  
在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的同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也带来了许多技术

和伦理挑战。我们必须全面分析、认真应对，以释放其造福人类的潜能。

技术上，尽管近年来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仍有许多难题亟待解决：数

据可用性仍需提升；数据采集、存储、检索、传输、分析和可视化技术仍

需改进甚至革新。同样，人工智能远不完美，例如：机器学习需要大量的

人力来标记监督学习所需的训练数据。此外，我们正面临隐私侵犯、决策

不透明、偏见歧视、技术滥用、数字鸿沟等伦理挑战。这些问题正引起越

来越多的公众关注，并引发了社会上的一些忧虑。 

工程师群体，作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和应用的主要实践者，有责

任和义务以造福人类为目推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创新和应用。为了推动

负责任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和应用，在工程实践中，工程师和工程界

应将有利于人类和地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首要标准，并遵循以下原则： 
有益于人与环境 

必须致力于尊重、维护人的尊严和自主，保障人权;遵循文化、社会和

法律规范；维护文化延续性与生态多样性，为全球社会和环境谋福利；促

进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有益于人的运用，以增强人的感知、认知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包容、公平、公众意识和公众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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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包容性，使人类社会的全体成员参与其中并共享数据和人工智能

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利益，关注儿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消减数据源的偏

见，并寻求开发检测和纠正已有和潜在歧视的方法；积极参与到提高公众

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影响的认识中；赋能公众，以使每个人从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创新和应用中获益，并能应对潜在问题，如失业问题。 
尊重隐私和数据完整性的开放和共享 

及时地、全面地、负责任地公开和共享数据、元数据、数据产品和信

息，以充分发挥和利用数据的价值；尊重人对数据的访问权、分享权及受

益权；在数据收集、披露和使用过程中，保护用户的隐私；辅助提升人们

对数据的访问、分享、使用及控制能力，尤其是维护其身份数据的能力；

以知情同意为原则使用私人数据；积极采集、存储和保护第一手工程数据，

确保数据完整性和质量，同时避免数据被盗，滥用和损坏。 
透明性 
从数据生成到使用结束，最大限度地提高数据的可追溯性；关注人工

智能系统的输入/输出的可验证性以及其的判断和决策的可解释性；努力为

所有利益相关方提供可理解的解释和信息，宣传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可能

产生的影响；了解并提供开发和部署中的人工智能系统的能力和局限。 
问责制 
遵守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明确在开发、部署和使用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应用的过程中的责任，确保全生命周期里的责任可追溯；践行责任，以

获得全社会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信任。 

维护和平、安全性 
牢记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设法发现和解决潜在风险，其中包括对生

命、财产安全的危害；确保应用的安全可靠；充分考虑人工智能系统全运

营周期中的风险，确保其使用周期中的安全可靠和可验证；在现实场景下

进行充分前期测试，以确保其符合目标规格；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密切合作

以保证并进一步提升应用的质量、安全性和可靠性。 
协同合作 
  理解可持续发展目标间的关联性，以及协同合作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中的重要作用；促进所有利益相关方跨学科、跨部门合作和国际合作，

通过负责任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和应用，加快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