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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AI 會取代人類嗎？〉 

 

1956 年夏天，一眾科學家在美國達特茅斯學院的研討會上，提出「如

何運用機器模擬人的智能」的議題，首次在人類歷史上提出「人工智能」

(AI)這一概念。直到今天，人工智能發展漸趨成熟，廣泛地應用在我們的生

活中。人工智能的確為人類帶來許多便利，但眼看這科技發展的趨勢，開始

逐漸脫離掌控，這使我們不禁感到憂慮，心裡沉思一個問題：到底人工智能

會否取代人類？ 依筆者之見，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人工智能的運作方式，在本質上扼殺了其取代人類的可能。當

你在網站上向 AI發一道問題，它會先進行數據輸入、訓練模型和決策制定三

個步驟，然後才回答問題。從人工智能的運作方式來看，其最根本的操作，

實際上是依靠人類提供的數據，在現有的數據庫內進行演算，再得出答案。

比如我們飼養綿羊，你不餵飼牠，牠是長不出白毛來的。這也意味著人工智

能的學習是有限的，並不具備人類「創新」和「發明」的特質，這兩項特質

正是人類與 AI最大的分別。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工智能始終無法跨越數據庫

以外的世界，可見 AI自始至終的作用都是為人類所用，而不會倒反天罡般取

代人類。 

 



再說，人類天生具備挑戰難度，「跳出框架」的能力，這種能力使人

類觸及到 AI無法企及的高度。無可否認，在某些特定任務上，計算機已經表

現出遠超人類的能力。然而，在執行通用性任務時，如問題涉及到感知和醫

療診斷等，人工智能的算法則顯得費力，這時便需要人類的介入。從認知角

度來說，人類和人工智能的認知過程並不一樣，人類可以認識新事物、了解

新問題，天生具有突破有限邏輯的能力，而人工智能只能局限於有限的邏輯

而造成其內在的不完備，而這種不完備注定了人工智能無法取代人類。 

 

正因人類能夠突破有限邏輯，人類構成了感性。而人工智能沒有情感，

鐵皮發出的冰冷機械音始終沒有溫度，說明 AI無法在情感方面代替人類。我

們彼此的交流是情感的開端，越多的溝通，代表著越多精神上的接觸，從而

產生情感。但於人工智能而言，當人類與 AI溝通時，或許會把自身的情感投

射在它身上，但 AI先天不具備「精神思考」的能力，更莫論共情能力了！於

是人類投射出的感情只會落了空，情緒落在機械零件上並不會發生任何迴響，

彷如石子投湖，只會沉在湖底裡。我們要知道，教科書般模板的回答實在比

不上我們的情真意切啊！無論以後 AI算法再怎麼精進，它始終不能掌握這領

域，永遠無法感受人類在情感方面的需要。 

 

關於 AI 取代人類的議論，或許有人要說：「現在有工廠流水線已經開

始啟用人工智能，相較於聘請員工，AI 可方便多了，這還不算是已取代人類

嗎？」依我看，這個說法是以偏概全的。人工智能和就業之間的交互作用，

並不是一場科技凌駕於人類勞動力，相互對抗的關係。在生產方面，讓人工

智能去做一些重複性較高的工作，是在協助人類，不是取代人類。例如在生

產一款零食時，人工智能可以將原材料的加工過程自動化，且提供一個無菌



的操作環境，相較員工有機會身沾病菌工作，能減低衛生風險，人工智能還

提高了生產效率，為公司帶來更多利潤。 

 

雖然 AI 看似能代替廉價勞動力，但我們不應只局限於這個視角，反應

該更全面地分析大局。試想想，AI 代替我們做這些勞動工作，便能讓人們有

時間思考更需要「人性」和「創造力」的工作，我們可做髮型師，做設計師，

做作家，做演員，總之就是一些重人的工作。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便能以更

樂觀的心態面對人工未來的發展，做到「人盡其才，機盡其能」，那麼我們

又何需擔心被取代呢？ 

 

哈佛商學院拉哈尼教授曾說：「人工智能不會取代人類，但將會取代

不會善用人工智能的人類。」隨著人工智能的蓬勃發展，人類學習、掌握人

工智能的知識不過是為未來商業時間做好「基本功」，待將來 AI全面普及的

時候，我們便可以熟練地運用科技而創造更大效益。那時候，AI 不過是人類

邁向「新世界」的踏板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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