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院周辉副教授莅临南昌⼤学法学院

开展“⼈⼯智能⽴法：全球治理与中国⽅案”主题讲座

为帮助我院学⼦了解并扩展⼈⼯智能法治⽅⾯的学术知识，12⽉ 7⽇晚上，

⼀场以“⼈⼯智能⽴法：全球治理与中国⽅案”为主题的讲座在法学院 A433顺利开

展。本次讲座荣幸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络与信息法研究室副主任、

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导师周辉担任主讲嘉宾。

讲座由南昌⼤学法学院副院⻓张恩典⽼师主持，四⼗余名师⽣参与。

会议伊始，周辉副教授深⼊浅出地分析了当前全球⼈⼯智能的发展现状、趋

势和动态。他指出，美国在⼈⼯智能领域的发展⽔平领先全球，⽽中国紧随其后，

正在快速发展。周⽼师强调，中美之间的主要发展差异在于资本⾦融⽅⾯。他提

到，近年来，美国涌现出许多⼈⼯智能创新成果，⽽中国也在⼈⼯智能领域发展

迅速。根据中国⽹信办发布的《⽣成式⼈⼯智能服务已备案信息（2024年 11⽉）》

显示，我国⽬前已经有 309个⼤模型已备案。在同学们之间⼴泛使⽤的 ai⼯具有

⽂⼼⼀⾔、Kimi智能助⼿以及通义千问等。



紧接着，周⽼师详细介绍了全球⼈⼯智能的治理格局，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

七个⽅⾯的创新点，包括明确⼈⼯智能主管机关、创新法律治理机制、提出许可

管理负⾯清单和促进⼈⼯智能开源发展等等。在提问环节，⾯对同学们提出的有

关⼈⼯智能伦理的问题，周⽼师指出当前⼈⼯智能⽴法内部治理架构不健全，在

实践中⾯临着两⼤问题：⼀是头部企业操作指引不⾜；⼆是伦理治理的抽象性和

个案化，这使得根据具体场景进⾏审查存在困难。他还提到，专家的代表性与中

⽴性仍有所⽋缺。因此，他认为⼈⼯智能法治应当⾛向规则治理。

整场会议内容丰富、逻辑清晰，周辉副教授的精彩分享不仅开阔了同学们的

学术视野，更激发了⼤家对⼈⼯智能⽴法研究的浓厚兴趣与坚定信⼼，为未来的

学术探索之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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