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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武器化影响与国际治理                                                                      

人工智能武器化指的是将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在国防军事领

域、现代以及未来武器系统中。它具有指挥高效化、操作自动化、行

为智能化、打击精准和杀伤力度大等特点。人工智能与武器系统的结

合，在人工智能泛化的当今时代似乎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会对人类

战争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对国际安全治理更将是一次严峻挑战。人工

智能武器化将会从哪些方面侵蚀国际安全，如何应对与人工智能武器

化带来的这些挑战，已经成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课题。 

 

一、人工智能武器化的应用现状 

二战期间，英军使用世界上第一台电子化计算机破译了德军通信

密码，此举可谓开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之先河。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

断发展，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越加普遍、人工智能武器化的发展势

头也愈发迅猛。如表 1 所示，已有许多国家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各类型

武器之中。 



 

 

表 1.人

工智能

武器类

别 

人工智能武器

名称 

武器持有

方 
先进性 

导弹 

“海尔法”第

三代 

反坦克导弹 

美国 

采用高灵敏度的传感器和

先进探测技术，能独立自主地捕

捉和识别目标，并能排除干扰、

准确命中目标。 

亚尔斯导弹 俄罗斯 

导弹发射后可以实时控制

或修改攻击任务，大幅提高突防

能力。 

“哈比”反辐

射导弹 
以色列 

能够在目标区上空滞空飞

行，自动识别、锁定并攻击敌雷

达目标。 

无人机 “捕食者” 美国 

可实现对地方目标的自助

识别和攻击，能够进行机体故障

的自我诊断和修复。 

机器人 

“章鱼”机器

人 

美国奥德

蒂斯公司 

自行搬运战场上的物资以

及监测敌军水下目标。 

“SGR-A1”型 

哨兵机器人 
韩国 

拥有完全自主模式，可以在

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自主开

火射杀目标。 



 

 

作战平

台 
“天王星” 俄罗斯 

能够自主执行战场巡逻、侦

察、排雷、近距离火力支援。 

总体而言，当前人工智能武器化的应用，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深度学习为基础的专家决策系统。人工智能可以通过经验积

累和自我学习不断提升“战场思维”，同时借助人工智能所拥有的专

家级推理分析能力，提升武器装备对战场态势的感知和评估能力，实

现各类战场信息的有机融合。例如，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曾积

极开展“深绿”系统研究，以提前预测战场态势变化，为指挥员计划

决策提供重要辅助。第二，各军种装备的智能化、无人化、高效化。

在空军领域，无人机作为空军智能化的典型代表，目前正在向全天候、

小型化、集体化、无人化作战方向发展，甚至产生了全新的“蜂群战

术”的作战理论，大幅度提高了无人机的杀伤能力。在陆军方面，人

工智能主要体现在单兵系统和军用机器人的应用上，例如，人工智能

摄像头能够辅助士兵识别周围环境，提高作战水平；军用机器人被广

泛使用于反坦克、突击扫雷、战场布雷、空中侦察警戒等军事领域，

最大限度地降低人员伤亡。海军领域的人工智能武器应用主要集中于

无人水上机器人和水下机器人两个方面。第三，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军

事变革。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各国军事博弈的核心焦点，利用人工智能

制造病毒，代替人类黑客，能对军方的网络通讯系统造成巨大破坏。 

 

二、人工智能武器化对于国际安全的挑战 



 

 

如上所述，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方面的应用广泛，涉及情报分析、

作战训练、后勤保障、决策支撑、武器设计及研发等诸多领域。人工

智能武器化背景下，人类应充分认识人工智能武器可能给国际社会带

来的风险及挑战，早日达成治理共识。 

（一）弱化人类对于战争的把控权 

人工智能武器化将使人类越发依赖智能化机器所提供的自主性

信息及手段，甚至将战争的决定权让渡给智能化的机器，最终人类在

战争中的能动性作用将被弱化。首先，在所谓的“杀戮链”中，从决

策到执行的时间越来越短，人类将愈发难以适应快速的战场变化，从

而在战争中越来越被动和脆弱。其次，在集群攻击中，人类操作员不

可能控制每一个进攻武器，作战部署系统只能由人工智能操纵，人类

的介入将主要集中于作战中的最高层环节，而在战术层面人类的影响

将被不断削弱。 

（二）增加人类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武器化将导致战争门槛降低，战争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从决策者层面来看，智能化的军事武器为决策者提供了一种更为有效

的军事选择。因为智能化武器能够大幅降低人力成本和士兵死亡率，

当冲突发生时，国家会更倾向于利用智能化的军事武器解决争端。另

外，在武器智能化的背景下，民意对于决策者动用武力的限制作用也

将会被削弱。因为使用智能化武器可以避免作战人员暴露于战火之下，

从而降低人员受伤机率，相对于动派出作战人员进行军事行动，民众

也将会更加支持政府在危险地区部署智能武器或者使用智能武器介



 

 

入军事冲突。另外，如果恐怖组织掌握了致命性的人工智能武器，也

将会极大地危害国际安全。 

从国际关系层面分析，人工智能武器化在全球范围内成势，将会

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加剧大国间紧张关系。人工智能技术强国间接

获得了更多的相对权力，使原有的国际安全格局受到挑战。为了化解

人工智能强国带来的安全风险，其他国家需要花费更多的资源投入到

新一代的武器研发中，从而引发军备科技竞赛，不利于国际关系的稳

定。 

（三）挑战国际法规的基本原则 

人工智能武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对战争领域的国际法及国际规

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国际法对人工智能武器的试验、应用、追责目

前尚无清晰的界定与规范，未来还可能会产生特定的伦理问题。既存

的国际法规以武器的使用者（即人类）为追责和惩罚的对象，对人工

智能而言，其高度自主的特性使得大多数时候并不需要人类的参与或

干涉，国际法难以判别如何界定人工智能武器的责任归属，更难以约

束人工智能武器的使用。 

此外，人工智能设计编程的机械性或技术漏洞可能导致误判、误

射，导致在战场上无法有效识别平民和战斗人员。人工智能化的攻击

有可能造成大量平民死伤从而酿成人道主义灾难，这有违于国际人道

法的区分原则和比例原则。 

（撰写：本报告根据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政经系读书会发言整理。李

国辉，博士，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孔勐勍，东北亚



 

 

学院国政系 2020级在读本科生；岳忆晨，东北亚学院政经系 2020级

在读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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