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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风险与挑战

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生效将带动监管立法潮

□　本报记者 韩博

　　近期，印度喀拉拉邦瓦亚纳德地区出现连续强降

雨天气，引发多起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多处村庄和茶园

被毁，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持续的降雨还

导致交通不便和通信中断。然而，在这样的紧急时刻，

印度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反对党与执政党之间却

互相指责，推脱责任，引发了印度民众特别是灾区民众

的强烈不满。

强降雨引发自然灾害

　　据喀拉拉邦当地警方称，近期本地区发生的多起

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是由连续强降雨引发，破坏力

极大，很多房屋直接被夷为平地，树木连根拔起，桥梁

被冲断，一些村庄几乎被完全摧毁。

　　据《印度快报》7月31日报道，瓦亚纳德地区的泥石

流发生在凌晨，大部分人在睡梦中就被掩埋。

　　据《印度时报》8月4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泥石流

和山体滑坡灾害近期造成至少361人死亡，200多人受

伤，250人失踪，数千人家园被毁。

　　“这是喀拉拉邦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

之一。”喀拉拉邦最高民选官员皮纳拉伊·维贾扬表示。

　　灾难发生后，印度总理莫迪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

明，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宣布从国家救灾基金中

向遇难者家属提供20万卢比赔偿，向受伤者家属提供5

万卢比赔偿。

　　喀拉拉邦位于印度西南部，西临阿拉伯海，东靠西

高止山，是印度人口最稠密的邦。作为印度最受欢迎的

旅游目的地之一，喀拉拉邦经常发生暴雨、洪水和山体

滑坡。2018年，该邦因洪水造成近500人死亡。

　　“瓦亚纳德地区是西高止山脉的一部分，季风模式

越来越不稳定，短时间内降雨量增加。因此，西高止山

脉经常发生山体滑坡和洪水。”位于浦那的印度热带气

象研究所气候科学家罗克西·马修·科尔表示。

　　科尔还指出，当局应该检查山体滑坡地区的建筑

及商业开发活动。

议院发生激烈争吵

　　瓦亚纳德地区的泥石流发生在凌晨，当地居民并

未提前收到灾害预警并撤离至安全区域，突如其来的

灾难造成大量伤亡。

　　印度《电线报》8月1日报道称，就灾害预警责任问

题，印度中央政府和喀拉拉邦政府纠缠不清。印度内政

部长、现任印度人民党主席沙阿与喀拉拉邦的议员在

印度联邦议院发生激烈争吵。

　　沙阿在联邦议院提到，莫迪总理与喀拉拉邦人民

的关系坚如磐石，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现在喀拉拉邦

却正在因邦政府漫不经心的施政态度而付出代价。

　　沙阿指责喀拉拉邦政府不重视联邦政府的预警。

来自喀拉拉邦联邦院的议员在议会回应称，喀拉拉邦

自2013年以来就一直申请获得一套灾害预警系统，但

一直未能如愿，目前喀拉拉邦连一套能用的气象雷达

都没有。

　　沙阿7月31日再称，印度内政部在7月23日、24日、25

日就曾向喀拉拉邦发出降水预警，7月26日更是提醒喀

拉拉邦可能会出现大面积降雨以及山体滑坡和泥石

流，如果喀拉拉邦政府根据这些预警做好应对，很多生

命本可以挽回。

　　喀拉拉邦首席部长比杰安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对

沙阿的上述发言进行了驳斥，指出中央政府的红色预

警是在灾情发生后发出的，预警不仅迟到，而且误差高

达180%。

　　比杰安表示，7月23日至28日，喀拉拉邦根本没有收

到关于瓦亚纳德地区的预警，直到7月29日才收到了橙色

预警，泥石流灾情发生后印度气象局才发布红色预警，

印度气象局认为受灾地区的降雨量为115毫米至204毫

米，但实际降雨量为572毫米，远超最初预警的雨量。

灾难成为攻讦口实

　　随着伤亡人数的不断上升，灾难成为执政党（印度

人民党）和反对党（印度国大党）互相攻讦的议题，引发

印度政坛“混战”。

　　反对党领袖、国大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作为喀拉

拉邦瓦亚纳德选区议员，首当其冲成为指责对象。

　　《印度时报》报道称，来自印度人民党的人民院议

员苏里亚指责拉胡尔玩忽职守，声称他在担任瓦亚纳

德地区议员时，从来没有在议会上提出任何关于该地

区泥石流和洪水的议案。

　　苏里亚表示，2020年时，喀拉拉邦灾害管理局曾建

议将瓦亚纳德地区泥石流易发地区的4000户家庭迁

出，但直到今天也没有采取行动，拉胡尔也从未提及

此事。

　　苏里亚还表示，放任在生态敏感地区进行包括采

石开矿等商业活动是诱发本次泥石流的重要原因，过

去多年里有人分别向国大党和印共（马）报告过此事，

结果均遭到无视，它们没有采取任何在生态敏感区管

理商业活动的措施。

　　来自国大党的人民院议员维努戈帕尔则指责苏里

亚将灾难政治化，称印度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与政治有

关，本次灾害受伤人数较多的原因是中央政府预警系

统效率低下。

　　对此，印度人民党喀拉拉邦主席苏伦德兰7月31日

在社交平台再次发文，否认印度人民党在这一国难时

刻将灾难政治化，指责反对派在议会玩政治把戏。

　　印度《商业标准报》8月1日报道称，拉胡尔和普里

扬卡已于1日动身前往灾区。印度亚洲新闻社1日报道

称，比杰安当天也赶赴瓦亚纳德视察灾情，并就救灾工

作展开讨论。

　　印度报业托拉斯1日报道称，苏里亚指出，瓦亚纳

德的泥石流就是一场人祸，而国大党拉胡尔只会在舆

论压力下做做样子，挤点鳄鱼的眼泪。

　　拉胡尔在灾区视察后要求将瓦亚纳德毁灭性的山

体滑坡宣布为“国家灾难”，印度人民党回应称，中央政

府自联合进步联盟政府执政以来就不存在“国家灾难”

的概念。

　　印度国防部称，“印度陆军已在科泽科德设立了指

挥和控制中心，负责协调人道主义援助与救灾工作。”

□　本报记者 吴琼

　　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

时，也带来风险与挑战，因此全球各国迫切需要制定旨

在解决人工智能相关复杂问题的法规标准。8月初，全

球首部全面监管人工智能的法规——— 欧盟《人工智能

法案》正式生效，并将在未来三年内逐步全面实施。

　　有专家分析认为，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生效，将

带动人工智能监管立法热潮。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正

在制定人工智能监管法规，欧盟新法案可能为后来者

提供重要借鉴。

风险剧增倒逼法规生效

　　当前，人工智能浪潮正席卷全球。人工智能特别是

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给人类社会

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风险，尤其是网络安全领域受

到巨大冲击，其引发的安全风险也对监管和治理提出

新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7月19日，“全球蓝屏”事件（美国网络

安全企业“众击”软件出现问题引发的操作系统蓝屏、全

球宕机事件）波及不少国家和地区，影响全球近千万台

使用Windows的设备，导致航空公司、银行、电信公司和

媒体、健康医疗等多个行业陷入混乱。此次事件只是当

今时代网络安全风险的一个缩影，它提醒我们，在享受

网络时代红利的同时，必须高度警惕潜在风险。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远远超

过技术监管、法律伦理、政策评估的脚步，需要一些更

有远见的框架来应对未知挑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球首部全面监管人工智能

的法规——— 欧盟《人工智能法案》8月1日起正式生效，并

将在未来三年内逐步实施。

　　法案规定，聊天机器人等人工智能系统必须明确

告知用户他们在与机器互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商必

须确保合成的音频、视频、文本和图像内容能够被检测

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此外，法案规定，禁止使用被

认为对用户基本权利构成明显威胁的人工智能系统。

　　有媒体分析认为，自2022年11月OpenAI推出大语言

模型平台ChatGPT以来，欧盟人工智能立法进程被迫大

幅提速。显而易见，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迅速进展主

要源于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爆发的压力影响。

新法案对风险分级管理

　　作为全球首个全面的人工智能监管法案，欧盟《人

工智能法案》采取风险分级的方式，将人工智能系统分

为禁止、高风险、有限风险和最低风险四类，并据此设

定不同的合规标准。同时，法案还试图把通用大模型关

进“监管的笼子”，要求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通用人工

智能承担更多的合规义务。

　　在《人工智能法案》生效后，欧盟委员会的人工智

能办公室将是法案在欧盟层面实施的关键机构。欧盟

成员国必须在2025年8月2日之前指定国家主管部门，

负责监督人工智能系统规则的应用，并开展市场监督

活动。

　　另据了解，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相关规则将在三

年时间内分阶段实施：2025年2月2日，欧盟将禁止一系

列被认为具有“不可接受风险”的人工智能实践；2025年

5月2日，欧盟人工智能办公室将发布行为准则，为通用

人工智能系统的提供者提供进一步的义务说明；2025年

8月2日，法案有关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治理、保密性和大

多数处罚条款将生效；2026年2月2日，欧盟委员会将发

布实施细则（包括具体指南），明确高风险人工智能系

统的合规要求，并提供高风险与非高风险系统的实际

示例；2026年8月2日，除关于特定类型高风险人工智能

系统的一项小条款于一年后的2027年8月1日生效外，法

案将全面生效。

　　虽然距离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全部生效实施还有

一个时间差，但法案将为人工智能监管提供一致的规

则，其影响力将超出欧盟范围，对在欧盟区域外设有业

务的公司同样具有约束力。

多国监管立法箭在弦上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

呼唤着全球治理体系的相应完善，越来越多的国家已

然意识到对人工智能立法监管的重要性，这将成为未

来的大趋势。这部法案将对其他国家的相关立法工作

产生重要影响。

　　2024年无疑将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一年。这一年，不仅是全球首个全面人工智能监管

法案——— 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开始逐步施行，在世界

范围内，多个主要经济体酝酿数年的人工智能监管立

法也将陆续面世。

　　例如，在欧盟批准《人工智能法案》后，美“责任AI

研究所”就表示美国人不希望看到欧洲在人工智能治

理方面走在前列，敦促政府“美国需要自己的（人工智

能监管）法规政策”。

　　据了解，美国拜登政府计划通过颁布行政令、国会

立法并进的方式加速人工智能立法。今年7月11日，美国

国会通过一项重要法案《内容来源保护和防止编辑和

深度伪造媒体完整性法案》，旨在解决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的“深度伪造”泛滥问题。法案正在等待总统签署成

为正式法律，尚未正式生效，但已经获得多方支持。美

国国会近期提出的其他类似人工智能监管提案还包括

众议院今年1月公布的《禁止人工智能欺诈法案》等。

　　法国数据监管机构法国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7

月12日发布首批关于人工智能系统发展的建议，详细说

明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如何相

互作用。

　　英国议会于2023年11月发布《人工智能监管法（草

案）》，英国科学、创新和技术部于2024年2月向英国议会

提交《人工智能监管的创新方法：政府的回应》。

　　有分析指出，《人工智能法案》是欧盟主要大国博

弈的结果，力求在安全监管和促进发展上形成一种平

衡。长远来看，在全球范围内，如何降低人工智能“双刃

剑”带来的安全威胁，在促进人工智能发展与加强监管

之间取得平衡，仍需时间与实践的检验。

□　本报驻韩国记者 王刚

　　今年4月韩国国会选举后在野党占据多数席位，此

后韩国在野党开始利用这一优势对总统和政府权力展

开反制，而“立法攻势”则愈演愈烈。近期，韩国先后有

包括“广电4法”在内的6部法律被韩国国会通过，而韩国

媒体普遍认为尹锡悦很有可能行使否决权。目前，韩国

国内对朝野政争过于激烈忧心忡忡，而“朝野矛盾”也

连续30年成为韩国国民票选的最大乱源。

建议总统行使否决权

　　8月6日，在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洙主持召开的国务会

议上，通过了建议总统尹锡悦对“广电4法”（《广电法》

《广电文化振兴会法》《广电通信委员会设立运营法》

《教育广电公社法》修正案）行使再议要求权（否决权）

的议案。若尹锡悦批准该案，上述法案将被发回国会重

新表决。

　　尹锡悦行使否决权期限截至本月14日。“广电4法”7

月30日在国会全会上经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等在野

党派单独表决通过。4部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大幅增加

KBS、MBC、EBS等公营广播电视台董事数量，同时赋予

媒体、广电学会和有关职能团体推荐董事的权利等。共

同民主党7月30日当天在国会全体会议上强行终止了国

民力量党针对《教育广电公社法》发起的冗长辩论，该

法案在表决中获得189名到场议员的一致赞成。国民力

量籍议员当天纷纷离席表示反对，在野党籍议员单独

参与了表决。

　　此前的8月2日，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等6个

在野党联合发起针对广电通信委员会（广电委）委员长

李真淑的弹劾案。弹劾案指出，“李真淑的道德素质和

资质问题已在人事听证过程中显现，但尹锡悦强行任

命”。在广电委三个委员岗位空缺的情况下，李真淑就

职当天随即开会批准公营电视台理事任命案，违反《广

电通信委员会设置及运营法》相关规定。对此执政党国

民力量党则表示，广电委三个委员岗位空缺的原因在

于共同民主党未推荐常任委员，在野党“反复对无辜人

士提起弹劾案，阻挠政府施政”。弹劾案获国会通过后，

李真淑随即被暂停职务至宪法法院宣判，韩国广电委

工作难免陷入长期瘫痪。

　　李真淑正式就任广电委委员长仅过一天就被弹

劾，这也是在野党自尹锡悦政府成立以来第四次对广

电委委员长发起弹劾案。前广电委委员长李东官、金洪

一和代行委员长职务的李相仁均在国会表决前主动

请辞。

否决法案频率偏高

　　虽然外界多数认为尹锡悦会否决“广电4法”，但正

在休假的尹锡悦却没有立即作出决定，这是因为如果

尹锡悦继续行使否决权可能会进一步刺激共同民主党

在内的在野阵营，这对韩国政府和执政党也是一笔不

小的政治负担。

　　截至目前，尹锡悦就任总统后共对国会的法案行

使了15次否决权，均是国务会议要求总统行使否决权

当天行使的。最近韩国在野党发起立法攻势，8月5日先

后将通过的《全体国民支援25万韩元法》和《黄色信封

法》送达政府要求通过。由于预定于8月13日召开的国

务会议很有可能再次建议总统对上述两部法案进行

否决，因此尹锡悦正在对连续使用否决权持犹豫态

度。有观点认为，如果尹锡悦先后否决了“广电4法”和

《全体国民支援25万韩元法》和《黄色信封法》总共6部

法律，那么则意味着任期刚过一半的尹锡悦成为否决

21部法案的总统。在韩国历史上，除了总统李承晚任期

内否决了45部法案之外，尹锡悦的否决频率将与其不

相上下。

　　尹锡悦最近一次是7月8日对在野党在国会通过的

《蔡上等兵特检法》行使了总统否决权。韩国在野党试

图进行补救，于7月25日再次推动该法在国会通过。按照

韩国现行法律，被总统否决的法案要想再次通过，必须超

过半数国会议员参与表决、赞成票超过三分之二的情况

下才可获得通过。但7月25日的表决中，由于执政党国会议

员集体退场，最后在仅差6票的情况下，该法案被否决。

这也是《蔡上等兵特检法》第二次被废除。该法案被否

决后，韩国共同民主党在国会中央大厅召开谴责大会，

该党国会代表朴赞大表示，“强烈谴责尹锡悦和国民力

量党背叛民意、将权力私有化、抛弃公平和常识”。

朝野对抗成最大乱源

　　韩国《京乡新闻》8月7日的评论认为，围绕MBC等

公营电视台高层更替的政治斗争正“渐入佳境”。无论

是KBS电视台还是MBC电视台、韩国教育电视台，其台

长等高层人士的更替都产生了巨大的政治风波。

　　总统利用自己的人事任命权推动亲政府人士担任

韩国主要电视台的台长，而共同民主党等在野势力则

利用在国会的议席优势推动“广电4法”通过。事实性、

公益性、独立性应该是韩国媒体的普遍价值，但韩国朝

野现在的做法似乎都想掌控对媒体的控制权。有观点

认为，当前韩国政治进入恶性对峙阶段，凡是上届政府

的政策、掌握的媒体都要全部推翻由自己掌控，否则就

是“认可对方的做法”。还有观点认为，现在韩国朝野政

界人士对媒体的看法大同小异，那就是“如果批评我就

是坏媒体”，现在已经到了恢复韩国媒体正常职能和正

确看待媒体批评的时候了。

　　“韩国朝野获得对抗金牌”，韩国《中央日报》8月6日

的评论认为，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最近发表的去年针

对3950名成年韩国公民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在列举的

10项韩国“最严重矛盾对抗”中，朝野对抗毫无意外成为

第一名。这也是过去30年韩国进行类似的调查中，韩国

保守和进步政治势力争斗持续被韩国国民认为是韩国

最大的乱源。以“广电4法”为例，截至目前韩国朝野没

有流露出任何准备妥协的信号，双方互相攻击对方“阴

谋掌握公营电视台”。

　　国际社会认为，极端政治对立将产生次生灾害，长

此以往，韩国社会将失去自己的判断力，作决定的标准

是“是不是我这边的人”。希望韩国各界能够重新找回

理性，只有这样韩国才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互相推责 印度自然灾害引发政坛“混战”

韩政府建议尹锡悦对“广电4法”行使否决权

　　马耳他众议院在夏季休会前一致通过了新的

《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法》，这是对工作场所安全法规

的重要更新。新法案由司法和建筑改革部长提出，将

引入更为严格的行政处罚，罚款上限提高至5万欧元。

此外，法案还设立健康与安全责任官（HSRO）职位，专

门负责监管风险行业的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总理

罗伯特·阿贝拉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新法律将为工

人提供更全面的保护，强调更严格的执法和加重罚

款是改革的核心。国民党在议会会议上指出，虽然

法案尚不完美，但将在委员会阶段提出改进意见，

以确保法律能够有效减少工作场所伤亡事故。马耳

他商会则强调了主动执法的重要性，并呼吁政府部门

间加强信息共享。商会还要求政府确保法律通告的及

时执行，并表示将继续参与磋商过程。商会敦促政府

利用马耳他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MCESD）机制，

推动社会进步，造福所有雇主、工人和社会成员。这一

新法律的通过，标志着马耳他在工作场所健康与安

全方面的立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马通过新工作场所健康与安全法

　　老挝国会近期批准了11项修订法律和两项新

法律，这是该国法治建设的重要进展。新法律包括

《合作社法》和《药用资源法》，这两部法律将分别促

进合作社的发展和药用资源的合理利用。修订的法

律涵盖了多个领域，包括《反腐败法》《环境保护法》

《国会法》《省人民议会法》《国会议员和省级人民议

会议员选举法》《艾滋病防治法》《增值税法》《消防

法》《投资促进法》《旅游法》和《反洗钱和打击资助

恐怖主义法》。国会副主席Chaleun表示，这些法律

的审议和通过是实施2023-2025年法律制定与完善

计划的重要成果，标志着老挝在完善和加强国家治

理、经济和社会管理机制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这

些法律的出台，不仅建立了更全面的法治体系，还

确保了国家、个人、法人和老挝各民族的权利和利

益得到有效保护，为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

老批准多法完善和加强国家治理

　　自2024年8月起，越南政府在土地管理和住房安全

领域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立法，以加强国家治理和保障

民众利益。一系列新政策在土地管理、补偿及公寓搬迁

等领域正式生效。政府第71号议定规定了地价的确定

方法，涉及比较、收入、剩余及地价调整系数等四种方

式，并明确了影响地价的各种因素。同时，第88号议定

详细规定了国家回收土地时的补偿、辅助及安置措施，

包括土地和住房补偿的具体指引。此外，副总理陈红河

签署的第22号指示要求自8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土地盘点工作，确保土地使用的现状得到客观、准

确地反映。最后，第98号议定明确了公寓须紧急搬

迁的场合，包括安全隐患、自然灾害等因素，以及相

应的补偿和安置方案。这些新政策的推出，不仅体

现了政府在土地管理和住房安全方面的法治进步，

也为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本报实习生 陈敬竹整理）  

越通过土地管理与住房安全立法

　　图为当地时间2024年7月30日，印度喀拉拉邦瓦亚纳德

地区发生山体滑坡，救援人员在现场工作。 CFP供图  

　　图为当地时间2024年7月19日，澳大利亚悉尼一家超市的自助结账终端，一名顾客在蓝屏前结账。一次大规模的

停电给澳大利亚各地的IT系统造成了严重破坏，澳大利亚国家广播公司、最大的国际机场和一家主要的电信公司都

报告了问题。 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