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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宇谈我国未来对数字政府人工智能的规范———

主要寄希望于人工智能立法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刘绍宇在《行政法学研究》2025年第1

期上发表题为《论数字政府中人工智能的法律地位与规范体

系——— 以人工智能立法为背景》的文章中指出：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及产业的发展和数字政府建设的不断

推进，人工智能在数字政府中的应用越来越频繁，程度越来越

深，但在提升行政效能和行政质量的同时，也给民主、法治和基

本权利保护等公法价值带来诸多挑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将

人工智能在法律定位上视为数字时代的行政助手，公共任务民

营化的教义学框架便可用于解决上述公法价值的协调问题。

  行政助手，又被称为行政辅助人，其概念是在民营化语境

下的。民营化语境下行政助手作为一种私人完成公共任务的形

式，不再是国家赔偿理论语境下作为一种工具来协助行政机

关，而是作为独立的主体自主地去完成公共任务。也就是说，其

既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表现为在任务完成上的自主性；又具有

较强的辅助性，表现为依然要受到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控制，且

并不具有独立法律资格。公共任务尽管交给了作为行政助手的

人工智能，但是其不可逃逸出包括民主原则、法治原则和基本

权利保障原则等公法义务的约束，国家仍负有保障其合法有效

运行的责任。

  为了实现规范数字政府中人工智能的应用，各国政府已初

步采取一些立法举措予以应对。但是由于尚处于摸索时期，各

国路径有所不同，大致存在行政法规范路径、数据保护法规范

路径和人工智能法规范路径三大路径。对比这三大路径，我国

未来对数字政府人工智能的规范主要寄希望于人工智能立

法。未来在人工智能立法中，应对公共部门人工智能的应用予

以专门规范，突出与私人部门的不同。如果说私人部门人工智

能立法的重心在于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平衡，那么公共部门的

核心则在于解决公共任务交给人工智能完成后公法价值的维

持，突出民主原则、法治原则和基本权利保障原则的指引。为了

实现这一目标，公平原则、透明原则和人工干预原则可以明文

规定，并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予以体现。除此之外，还应加强对

政府工作人员人工智能素养的提升，进而在人机合作框架下发

挥各自的优势。

观点新解

（赵珊珊 整理）

□ 郝铁川 （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礼记·月令》全名为《礼记·月令第六》，是两

汉人杂凑撰集的一部儒家书。内容分为“孟春之

月”“仲春之月”“季春之月”“孟夏之月”“仲夏之

月”“季夏之月”“年中祭祀”“孟秋之月”“仲秋之

月”“季秋之月”“孟冬之月”“仲冬之月”“季冬之

月”共13篇。月令是上古的一种文章体裁，按照一

年12个月的时令，记述政府应该实施的各种政

令、法令等措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法令

与春夏秋冬四时间关联的认识，可以看到“天人

合一”、环境保护等观念对一年四季法制的影响。

  春季的第一个月：在这个月，天子命令大臣发

布如下褒扬赏赐的命令：褒扬好人好事，周济贫乏

困穷家庭；天子要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自耕耘

藉田，以示农业重要；朝廷要命令祭祀山林川泽的

牺牲祭品不要用雌的，以利于动物的繁殖；禁止砍

伐树木，不要毁坏鸟巢，不要杀死幼兽、胎兽、刚出

生的动物、初飞的小鸟，不要捕杀小兽，不要掏取鸟

卵；不要举兵征伐。否则，若在这个月实施夏季才能

实施的政令，将有风雨不按时到来，草木早落，惊恐

祸事出现。若在这个月实施了秋季才能实施的政

令，则有瘟疫、旋风暴雨、藜莠丛生等祸事出现。若

在这个月实施了冬季才能实施的政令，就有洪水泛

滥、霜雪大至、头番的种子无法播下的祸事出现。

  春季的第二个月：这个月生物刚刚开始萌芽。

司法之官要减少拘捕的囚徒，除去其脚镣手铐，也

不可拷问，并停止诉讼；要警告天下万民，“将要打

雷了，大家的举止必须检点，不然会生下残缺不全

的小孩，而且父母亦将遭灾”；不可用干河川、湖泊

之水，不可用渔网在陂池中捞鱼，也不可用火来焚

烧山林。否则，若在这个月实施夏季才能实施的政

令，则火气太大，干旱、热浪早来，植物发生病虫害。

若在这个月实施秋季才能实施的政令，则大水灾、

寒气就会突然袭来，敌人侵犯边境。若在这个月实

施冬季才能实施的政令，则阳气抵不住阴气，麦子

不会结穗，引起饥荒，民众互相掠夺。

  春季的第三个月：天子要命令主管官吏开仓

廪赈济穷人；勉励诸侯礼遇有贤能的人；命令看

管田野山林的官吏禁止砍伐桑柘树木；命令各种

工匠“一切应按照制造程序，不得投机取巧，并且

不可徒具美观讨人欢喜”。否则，若在这个月发布

夏季才发布的政令，民众多有疾疫，天不下雨，农

作物颗粒无收。若在这个月发布秋季才发布的政

令，就会天气多有阴沉，淫雨提前到来，兵革战事

在各地并起。若在这个月发布冬季才发布的政

令，就会寒气发作，草木萧条，社会恐慌。

  夏季的第一个月：天子要进封诸侯以爵位土

地，引进贤德善良并选择魁梧高大的人，依其爵位

授以俸禄；大凡应处以轻微体罚的或罪行情节不太

严重的以及短期拘留的犯人，这个月判决后要皆给

予释放；这个月所有生物都在继续生长增高，不可

有毁坏的行为，亦不要砍伐大树。否则，若在这个月

施行秋季的政令，就会使淫雨频来，五谷不能生长。

若在这个月施行冬季的政令，就会使草木提前枯

萎，大水发生，冲毁城郭。若在这个月施行春季的

政令，就会使蝗虫成灾，风暴袭来，草木不结果实。

  夏季的第二个月：重囚要给予缓刑，为其增

加食品；百官也各静谋所事，毋动刑罚。若在这个

月施行秋季的政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熟，民众

为时疫所伤害。若在这个月施行冬季的政令，则

天下雨雹，冻坏田里谷物，道路不通，盗贼横行。

若在这个月施行春季的政令，则五谷不能按时成

熟，各种害虫发作，导致饥荒。

  夏季的第三个月：这个月是树木长得最茂盛

的时候，要命令官员前往林区巡查，不许有盗采

滥伐的事情发生，不可会合诸侯或兴兵动众。若

在这个月施行春令，则谷实散落，境内多患风寒

咳嗽，民众多迁徙流散。

  秋季的第一个月：要命令司法官吏研修法

制，修缮牢狱，置备镣铐，禁止奸邪，慎察罪恶，及

时拘捕犯人；命令治狱官吏检查受刑后有创伤、

折断的囚犯；判决刑讼，必须正直公平；杀戮有

罪，要严格定刑；不要封诸侯、设立大官。

  秋季的第二个月：要命令司狱之官重申戒

令，使属下之人谨慎用刑，或斩或杀，必求至当，

不可使有丝毫枉曲；倘有枉曲不当之处，司法者

就要反坐其罪；应该宽减关口的稽查与市廛的租

税，招徕各地的商人和旅客。

  秋季的第三个月：这个月要加紧处理刑狱，

不要留下有罪之人。要收缴不适当的俸禄和不适

当的供养。

  冬季的第一个月：要命令百工之长呈验工作

成绩，陈列祭器，考察其样式法度，不准以淫巧讨

好在上者的欢心，必以功夫细致为佳。制作的器

物都刻着工匠的姓名，用以考验其真功夫。如果

成绩不合，必处以应得之罪，而追究其责任；要命

令主管湖泊的官吏水虞和渔师收取水泉池泽的

赋税，不可侵害民众利益而使民众抱怨天子，如

有这样的官吏，就要论罪，不能赦免。

  冬季的第二个月：这个月农众如有不加收藏

积聚的谷物和有马牛牲畜放在外面时，就任人取

获，不加追究。山林薮泽中有可以收获的蔬菜果实，

可以田猎的禽兽，主管山林的官吏就要指引民众收

获猎取，如有互相侵犯争夺的，就要治罪不赦；罢免

无事的官吏，去除无用的器具。要关闭宫阙和门闾，

修筑牢狱，用以顺助天地封闭收藏的气势。

  冬季的第三个月：到了这个月，日月星辰都运行

了一周匝，一年的日数即将告终，然后就是新年的开

始。不使农民有劳役，天子和公卿大夫要整饬国家的

法典，讨论四时的政纲，使能适合来年的运用。

  由上可知，《礼记·月令》的编撰者认为春天、

夏天的施政要突出奖赏、促进动植物的繁殖等，

秋天、冬天的施政要突出刑罚，给百姓带来一些

实惠。一年十二个月的政令举措基本上是围绕一

年四季的自然变化而展开的。这种施政理念一是

根源于农业社会的自然崇拜的影响，二是与士人

企图让施政活动尽量客观化、减少天子施政随意

性的努力密切相关。

《礼记·月令》中敬天顺时的法理念

法学洞见

夯实中国法学的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和基本技能
《北大法学小课堂》卷首语

□ 郭雳

  毫无疑问，在当下的中国法学界，发表专业

学术论文是最能体现一位学者研究能力的“硬通

货”。从维护学术规范性、提升同行交流效率的角

度出发，我们赞成将学术论文作为一个学者最具

代表性的标签。从一定意义上看，北京大学法学

院也是这一制度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然而，当学术论文不断强调专业性和规范

性，这一文献载体的阅读受众也就急剧萎缩。很

多学术论文由于过于精深专业，以至于除了专门

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同行专家，其他读者读后往往

都只能发出“不明觉厉”的兴叹。最近，连中国刑

法学研究会会长都感叹，“自己看不懂现在的有

些刑法学论文了”。而更多的法学论文写作者，早

就深谙论文重在发表而不在传播的道理，将责任

编辑、匿评专家和主编、副主编们作为法学论文

写作的预设读者。

  与之对照的是，大量法律初学者——— 无论是

法学院校的本科生乃至研究生，还是刚刚走上工

作岗位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们的助理——— 极度

缺乏探寻中国法律世界的辅助工具。专业论文过

于精深，而法学教材又往往失之于宽泛。于是，这

些“小法师”们就像没有地图的航海者，必须自己

在法学知识的汪洋大海中苦苦摸索。

  如果将时间往前推二三十年，彼时“幼稚”的法

学各学科尚未发展成熟，诸多学术论文尚显稚嫩，

学术的规范性也多有欠缺，但却产生了极大的学术

辐射力。当时的法学学术爱好者，无论是深耕该领

域的资深学者，还是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抑或刚刚

涉足法学的初学者，都会通过浏览法学期刊的论文

来获取新知。在那样一个学术野蛮生长的时代，呈

现出的却是万物竞发勃勃生机的样态。

  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老师乐于通过网络

分享自己的教学材料和教学心得，通过不那么机

械的表达方式，自由而真诚地阐释自己的学术观

点。这让我们更加坚信，法学知识绝不能仅仅依靠

森严的学科壁垒和晦涩的学术表达来生产。在面

向法学初学者的每一堂法学课上，在提供给法科

学生和一般研究者的各种讲义、答疑、案例分析

中，一样有着法学的大学问。相较于核心期刊上的

学术论文，这些载体灵活的教学材料至少有三个方

面的优势，可以推进知识的生产和传播：

  首先是强基固本。从改革开放算起，中国法

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重建只有四十余年的时间，

但由于中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变迁，很多法律

制度和法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尚未展开，就已经变

成了“老问题”。尤其是在追求引用率等KPI考核

的当下，法学期刊并无太大的意愿去刊发讨论基

础问题的“陈词滥调”，而更希望对时下的热点问

题展开讨论。这就导致对法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和

澄清成为一个真空地带。而大量法学教育的材料

正是围绕这些基础问题展开，成为夯实中国法学

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和基本技能的钢筋水泥。

  其次是自由创新。学术论文当然应当追求创

新，但当下法学论文在注释体例、字数篇幅、论证方

法等形式规范性方面的要求，实际上已经对学术创

新产生了一定的限制乃至抑制。而学术刊物在版

面、排期、发表流程等方面的限制，更导致很多学术

创新只存在于作者的头脑和硬盘之中。相反，在一

些研讨课、小班课上，这些知识却能够自由地在师

生之间交流传递，以灵光一现的方式让人感受到法

律思维的奥妙以及“像法律人一样思考”的意义。

  最后是清晰可读。法学学术论文想要发表，

先必须取悦编辑、匿评等同行专家。选题不妨新

奇险怪，论证务必旁征博引，否则难以吸引见多

识广的专家的兴趣，但也因此导致专业人士以外

的其他读者难以理解。而教学材料的受众首先是

学生，是天然的“读者友好型”文献。而就法学而

言，无论是真正的学问之道，还是踏实的致用之

学，只有通过广泛的传播，方能扩大其影响力。

  北京大学是中国法学教育的滥觞之地，是中国

法学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和探路者。近年来，北大法

学院大力推进教学供给侧改革，增加教学产品，改

善教学结构，提升课程质量，创新教学活动，引领中

国法学界教学改革风潮。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则是

全世界范围内唯一将美国职业法学教育和中国法

律硕士两种培养模式和内容相结合的法学院，在案

例教学方法、专业法学教育的课程设计、涉外法律

人才培养等方面也作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

  2024年是北大法学学科创建120周年。北京大

学法学院和国际法学院南北联动，联合创办《北

大法学小课堂》这本连续出版物，旨在将法学教

师平日在北京大学和全国其他法学课堂中给学

生传授的学问之道收集汇编，给初学者提供一本

可亲的读物。因此，这本连续出版物不设篇幅限

制，不数脚注个数，不求进入各类索引……我们

希望用清新简明的文风，把道理讲清楚，帮读者

搞明白。

片言折狱

  湖州赵三与周生友善，约同往南都贸易。赵

妻孙不欲夫行，已闹数日矣。及期黎明，赵先登

舟，因太早，假寐舟中。舟子张潮利其金，潜移舟

僻所，沉赵，而复诈为熟睡。周生至，谓赵未来，候

之良久，呼潮往促。潮叩赵门，呼：“三娘子。”因

问：“三官何久不来？”孙氏惊曰：“彼出门久矣，岂

尚未登舟耶？”潮复周。周甚惊异，与孙分路遍寻，

三日无踪。周惧累，因具牍呈县。县尹疑孙氏有他

故，害其夫。久之，有杨评事者，阅其牍，曰：“叩门

便叫三娘子，定知房内无夫也。”以此坐潮罪，潮

乃服。

———《智囊·察智部》

  解析：“片言折狱”逻辑推理的司法智慧

  古代司法官根据在司法活动中所掌握的一

方或双方或证人的一言半语而裁判案件的断案

方法被称为“片言折狱”。“片言折狱”一词最早出

自《论语·颜渊》：“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

也与。’”意思是孔子说只有子路能做到根据当事

人或证人的言辞，就能够分辨真假曲直，从而断

明案件。古代司法官们将其作为一种司法最高境

界而孜孜以求。本案中，杨评事通过认真核实和

推敲案件的每一处细节，根据张潮供词中的一句

话，以“叩门便叫三娘子，定知房内无夫也”一语

破的。杨评事片言折狱、青史流芳的同时，其善于

凭借生活经验和人情事理进行逻辑推理的司法

智慧也为今天提供了历史镜鉴。

  1.以逻辑推断真相

  古代司法官判案常把当事人的口供看作最

重要的依据，为此常以刑讯逼供，从而造成了一

起起冤狱错案。在这起谋财害命的故意杀人案

中，真凶张潮作案手段隐秘又故作误导，而赵三

妻子孙氏和周生对赵三的行程安排等又都颇为

熟悉，侦破起来确有一定难度。知县查案不知如

何下手，于是就怀疑赵三妻子谋杀亲夫。但中国

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正常情况下，张潮叩门

之时应该先问男主人姓名，喊“三官人”才是，但

他“叩门便叫三娘子”。杨评事就根据这句显然与

常理和生活经验不合的供词，推断出此时张潮已

知道房内没有了孙氏的丈夫。其运用逻辑推理的

方法判断是非，找出疑点，并以此为突破口弄清

案情，片言之间就断得清楚明白，深刻体现了在

事实认定中运用逻辑思维的重要性。

  对法官来讲，司法判断的过程其实就是法律

推理的过程，需要不断地穿梭于法律规范和案件

事实之间，把法律规范中的抽象概念对应于具体

案件中的要件事实，进而推导出结论。因此，逻辑

思维的运用仍然是法律推理的关键所在。运用证

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逻辑推理

过程，要证明案件事实，不仅要证据材料确实、充

分，还依赖于正确的逻辑思维和判断过程。因此，

只有符合逻辑的思维方式才能有效地防止主观

臆断，促使法官作出准确的事实判断。实践中，对

证据的审查、认定最终需审判人员进行，法官对

案件事实的认定也不仅仅是机械的证据规则运

用或者是进行简单的直觉推理，而是会借助较为

复杂的逻辑推理来认识和使用证据材料，按照良

知、理性、经验规则等因素对证据证明力的有无

以及大小进行判断。

  2.以情理考察案情

  从事司法工作，需要清晰缜密的法律思维和

严谨细致的行事风格。法律思维的培养当然离不

开法律知识的积累和思维能力的训练，但如果只

会埋头啃书本，却不通晓人情世故，对日常生活

和社会环境漠不关心，则容易出现偏离，进而酿

成冤错案。毕竟法官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依据人

情世道与社会心理裁决争议的职业。中国古代诉

讼着重强调对案件客观真实性的探求，追求案件

的实质正义和争议的实质性化解，法官断案在需

要具备法律知识的同时，更要有依据情理查案的

经验智慧。本案中的杨评事就是通过张潮在陈述

中的矛盾，依据情理分析判断证据（供词）的真实

性，认定其所言是虚假的。

  使用情理审案，就要求法官通“情”达“理”。

而要通晓世间情理，古代官员通常是通过以下两

个途径习得：一是博览群书。俗话说“秀才不出

门，便知天下事”，读书能知情理，古代官员往往

反复研读经史子集、吏治之书以及当朝律例，读

史明智，总结经验，通晓法理。二是亲历世事。即

自身去体察所管辖地区和老百姓的情理，从而在

审判中准情酌理。在古人看来，法理所追求的公

平正义必须合乎情理，符合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念。司法之人唯有深谙情理之道，方能探寻法理

之源，维系刑鼎之威，让人口服心服。

  3.以古知今日智慧

  对当代法官而言，以逻辑推断和以情理察案

都不可偏废。一是应当在研习法理的同时，一并

习得情理。既要有底气，严格依法办案，准确适用

法律，坚持逻辑思维和形式理性；也要接地气，深

入社会基层、深入人民群众，不断积累经验和实

践理性。二是要充分立足时代、国情、文化，综合

考量法、理、情等因素。将情理融入案件事实的判

断中进行分析，明确案件当中的不合理环节，从

而找出其中的潜在原因，最终发现真相，让人民

群众在现代法律世界充分感受中国传统法律文

化的法律智慧和法律精神。三是强化运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切实

发挥司法裁判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规范、评

价、教育、引领功能，不断提升司法裁判的法律认

同、社会认同和情理认同，依法、审慎、稳妥地办

理好每一起案件，实现案件办理的政治效果、法

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文章节选自崔亚东主编的《法治文明溯源：

中华法系经典案例解析》，商务印书馆出版）

书林臧否

史海钩沉

张勇谈数字信用的犯罪治理———

应推动各方主体共同参与治理过程

  华东政法大学张勇在《东方法学》2024年第6期上发表题为

《领域法视域下数字信用的犯罪治理》的文章中指出：

  数字信用即信用的数字化，是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

技术进行信用信息的收集、使用、评价、管理和监管等活动，并

由此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及制度规范。与传统的信用相比，数

字信用既具有信用关系或信用制度本身的法益属性，又具有作

为信用载体的信息网络和数据所蕴含的法益属性。从整体来

说，数字信用的法益内容涉及个人或组织权益、市场秩序、社

会利益和公共安全，兼具私法益（或称个人法益）和公法益（或

称公共法益）性质。

  数字信用法益具有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对数字信用进行

法益保护，任何一种部门法学都难以独立承担此项任务，因而有

必要打破部门法学的壁垒，更需要经济学、信息科学等其他学科

的支撑。同样，数字信用犯罪治理问题也超越了部门法学的研究

对象和范围，需要领域法学的研究范式才能解决。刑法中侵犯数

字信用法益的犯罪呈现罪群式立法模式。从生态系统论角度，数

字信用领域犯罪亦呈现生态化特征并形成黑灰产犯罪链，有必

要对其进行生态化刑事治理。

  数字信用法益具有多元性、复合性特征，侵犯数字信用法益

的犯罪行为同样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在我国刑法分则

的相关罪名中，数字信用犯罪行为可分为征信主体侵犯信用信

息权益的行为、破坏数字信用领域市场竞争秩序的行为、妨害公

共信用信息管理制度的行为、数字信用监管中渎职失职的行为。

实践中，上述犯罪行为类型或侵害具体法益，或侵害抽象法益，

或作用于市场领域，或存在于监管领域，共同组成侵害数字信用

法益的罪群系统。将行为所侵害的法益性质界定为个人法益、公

共法益还是国家法益，决定或影响着相关罪名的刑法适用问题，

因而有必要从法益角度进行实质判断和综合认定。

  犯罪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除了刑事立法、定罪量

刑、刑事执行、刑事预防等刑事治理活动外，还包括以行政机关、

企业组织和个人参与的社会治理活动。当下，传统对抗式、管控

式刑事治理方式已不能完全满足刑事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我国

刑事立法与司法应当改变传统的管控型理念和方式，确立多元

化、包容性的治理理念，对犯罪主体失信惩戒措施的适用进行合

理限制，完善失信人纠正后信用信息修复机制，并对失信惩戒信

用算法进行反向规制；增加不同利益主体的话语权和参与度，扩

展沟通渠道和参与方式，推动各方主体共同参与数字信用犯罪

治理过程，从单个环节转向全链条、全流程治理，实现惩治和预

防、安全与发展有机结合，推动实现数字信用领域犯罪治理体系

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