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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是以色列奥诺学院法学院哈列维教

授探索人工智能刑事责任的最新力作， 并且

是用中文在全球首发。 哈列维教授是国际社

会中较早关注人工智能刑法问题的法学专

家， 他的系列文章和相关著作在全球学术界

已经产生非常广泛的影响。 本书试图解决的

问题是， 随着人工智能在商业、 工业、 军

事、 医疗和个人领域的使用日益增多， 如果

人工智能系统对人类社会造成损害， 现有的

刑法制度该如何应对？ 哈列维教授的答案十

分明确： 在世界各国现有的刑法体系中， 追

究刑事责任都要求事实要素和心理要素； 对

于这两种要素的要求， 人工智能都能够符

合， 因此其可以承担刑事责任。 对人工智能

的刑事处罚， 也与自然人一样， 涵盖死刑、

自由刑、 财产刑、 社区服务、 缓刑。 他同时

强调， 人工智能实体承担刑事责任， 并不减

少涉案自然人或法人的刑事责任， 根据不同

情况， 可以通过间接正犯、 可能的后果责任

机制等对其予以追责。 据此， 哈列维教授阐

述了一个关于人工智能刑事责任的综合性法

学成熟理论， 从现有刑法中识别并选择出类

似原则， 提出针对多元情形下各种自主技术

的刑事责任的具体思考模式， 并通过列举人

工智能现实应用场景中可能发生的犯罪案

例， 据其理论做出了相应解答。

【内容简介】

加布里埃尔·哈列维 （极优等学士、 极

优等硕士、 最优等博士） 是以色列最大法学

院———奥诺学院的全职法学教授， 擅长研究

领域为刑法、 网络法、 冲突法、 民法、 博弈

论和法律等， 已在世界各地发表论文数十

篇， 出版专著 40 余本， 其许多观点曾多次

被以色列最高法院和学术论作引用。 2013

年， 哈列维教授被 《环球》 杂志评选为以色

列“40 位 40 岁以下杰出人士” 之一。

译者： 陈萍， 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流动

站研究人员，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法学院

常任轨教师， 南京大学与巴黎一大联合培养

法学博士， 已在中英法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

十篇， 承担或参与多项国家、 省部级课题。

【前 言】

在绝大多数现代国家， 自动驾驶汽车、

手术机器人、 工业机器人、 交易算法、 个人

机器人和其他人工智能实体正在被普遍使

用。 这些用途可以是个人的、 医疗的、 军事

的、 商业的或工业的。 当自动驾驶汽车涉及

交通事故罪、 手术机器人涉及医疗事故罪、

交易算法涉及欺诈罪等情况发生之时， 就会

产生刑事责任问题。 那么， 谁应对这些罪行

承担刑事责任： 制造商、 程序员、 用户或人

工智能实体本身？

技术世界瞬息万变。 在从事简单活动方

面， 机器人和计算机正更加频繁地取代人

类。 只要人类仅仅将计算机当作工具， 计算

机和螺丝刀、 汽车或电话之间就没有任何显

著区别。 但是， 随着计算机变得越来越复

杂， 我们开始认为， 它们为我们“思考”。

当计算机从“思考机器” (thinking ma-

chine)(被编程来执行计算等特定思考过程的

设备)进化成不加引号的思考机器(换言之，

人工智能)之时， 问题开始出现。 人工智能

就是机器模仿智能行为的能力。

人工智能是在计算机上模拟人类行为和

认知的过程。因此，它是对整个智能思维领域

本质的研究。 人工智能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初。 从那时起，人工智能实

体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它的运行方式比其他普通工具复杂得多。

这些实体会变成危险吗？事实上，正如上述事

件所证明的那样，它们已经成为危险。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正在进入日常现代生

活。 目前， 法院或监管部门正面临上述某些

问题。 但是， 很少有文献全面地分析并评估

具有不同程度自主权的机器人、 机器或软件

的责任。

涉及人工智能系统犯罪的责任概念尚未

得到广泛研究。先进的技术使社会面临全新的

挑战，不仅包括技术挑战，也包括法律挑战。特

定情况下， 人工智能系统的刑事责任理念正

是这些挑战之一，应当予以深入探讨。其中的

主要问题是， 谁应该对涉及人工智能系统的

犯罪承担刑事责任。答案可能包括程序员、制

造商、用户，或许还有人工智能系统本身。

2009 年， 我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发表了

几篇具体探讨该问题的文章。 这些文章探讨

的具体内容似乎对开启该问题的学术讨论发

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文章的主要思想是， 刑

法不应该改变技术， 而是应该主动适应现代

技术的发展。 我的文章还呼吁思考并反思对

机器和软件赋予刑事责任的理念。 也许， 并

不应该对机器赋予刑事责任， 但是， 如果刑

法的基本定义没有改变， 那么这一怪异的结

果却是不可避免的。

假如机器人故意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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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本法律文化类读

物， 通俗说法， 通俗说史。 本

书针对当下热点法律问题， 回

溯考究古代法律如何处理此类

问题， 从生动有趣的法律故事

中 ， 解读中国古人的法律智

慧， 以资当下借鉴。

本书涉及的主题有官司、

上访 、 巡视 、 举报 、 公款消

费、 律师职业、 考场舞弊、 虚

假广告等。

本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

可操作性， 围绕监督执纪各个

环节， 针对监督执纪实践中的

常见困惑 （来自基层纪检监察

干部）， 逐一精细解答。 以问

题为导向， 采取设问解答的形

式， 每个问答均由提问、 解答

和相关规定链接三部分构成。

提问贴近实践、 简洁明了， 解

答明确具体、 指导性强， 相关

规定链接全面、 清晰。

《美国奴隶主史》 审视了

美国奴隶主的兴亡历程。 书中

指出： 美国奴隶主兴起于英属

北美殖民地开拓时期。 建国后

奴隶制在北部逐渐消失， 成为

南部地区性制度。 内战前经济

上处于顺境的南部奴隶主进行

了坚持不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

争斗， 他们在林肯当选总统后

领导蓄奴州做出了脱离联邦的

抉择……

《美国奴隶主史》 《回到古代打官司：中国人的法律智慧》《纪检监察实务百问百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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