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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会代表委员会 

关于“人工智能与心理领域”的政策声明 

编译：刘明子，卫垌圻 

 

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 成立于 1892 年，

是美国心理学学术组织。APA 的使命是促进心理科学和知识的进步、交流和应

用，以造福社会，改善人们的生活。APA 代表委员会（APA Council of 

Representatives）是 APA 的主要决策机构。2024 年 8 月该机构发布了一份关于

“人工智能与心理学领域”（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Field of Psychology）的政

策声明。以下为该政策声明的原文编译稿。 

本政策声明旨在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包括机器人和聊天机器人技术、

数据收集和分析、机器学习算法和自动化决策技术等对当前和未来可能产生的变

革性影响，并寻求明确心理科学和知识在指导不同形式 AI 的应用和分析方面发

挥关键作用，以及 AI 对心理学研究、培训、实践和应用的现实和潜在影响。APA

申明心理学在应对 AI 对社会、健康和福祉挑战和机遇上，以及 AI 的伦理和隐私

方面会发挥重要作用，并致力于识别、减轻和消除 AI 的有害影响，同时确保社

会中的每个个体都能从 AI 技术的进步中最大程度获益。 

心理科学对 AI 领域的影响 

AI 技术正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Matheny et al., 2020; Bankins et al., 

2023; Odekerken-Schröder et al., 2020)。鉴于心理学在人类认知、行为和情感方面

有着深入的科学理解，心理学应该在塑造和研究安全高效的 AI 系统方面发挥至

关重要的作用，包括人们如何使用并与这些系统互动，研究系统对社会的影响和

贡献。心理学亟需在改善人机互动上给出指导性意见，促进公平、道德和公正地

使用 AI (Landers & Behrend, 2023)。 

AI 对心理科学领域的影响 

AI 将影响当前和未来的心理学及其子学科的教育、培训、实践和研究(Gö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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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23; Fan et al., 2023)。基于上述 AI 对心理学领域的重要影响，APA 决议

要继续研究、分析、批判和促进 AI 技术在心理学领域的应用。 

APA 机构及心理学学科在 AI 领域的独特作用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

领域，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塑造 AI 的社会影响力(Shaping AI’s Societal Impact) 

AI 对医疗保健、教育、刑事法律体系、交通出行、工作等社会系统都有突出

贡献。在此背景下，心理科学所提供的宝贵见解与知识，可以帮助理解 AI 正在

如何——以及将会如何塑造社会模式与趋势，这包括虚假信息和偏见的产生、延

缓和减轻(Garimella & Chauchard, 2024)；有效数字素养工具的创建、实施与改进

(Tiernan et al., 2023)；以及 AI 对儿童、成人和整个社会的行为模式和福祉的影响

(Odekerken Schröder et al., 2020; Tang et al., 2023)。 

通过 AI 技术促进人类健康与福祉 (Using AI to Promote Health and 

Wellbeing) 

通过与心理学专家合作，AI 技术可以更好地促进人口健康、提高医疗保健

可及性、减少医疗的不公平性、增加早期干预、调整疾病预防策略、降低疾病风

险并提高整个社会的人类福祉( Matheny et al., 2020; Ophir et al., 2022; Pierson et 

al., 2021)。只有将心理学纳入到 AI 领域的研究、开发、部署和分析，才能发挥

上述 AI 技术的潜力。 

处理和维护 AI 相关的道德和隐私问题(Addressing and Upholding Ethics 

and Privacy Related to AI) 

人工智能的效率、准确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必须在正确或错误使用这类技术

的道德和隐私问题的背景下加以考虑。长期以来，心理学研究一直站在识别和减

弱道德侵犯问题的最前沿，这类问题也在心理科学的长期帮助下得到解决。总体

而言，在 AI 技术背景下制定的新政策应当纳入道德和隐私问题相关的心理学专

业知识(Tay et al., 2022)。 

APA 力求在最大程度上确保美国心理学会的工作和上述三个领域的工作依

据以下 7 个原则进行： 

（1）为了确保 AI 技术和系统的伦理发展、应用及评估始终以人为核心，需

以研究人类行为和经验、以人为本的心理学科为底层逻辑，将伦理和人权置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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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位。 

（2）通过心理学研究促进公平并识别和减少偏见，从而促进 AI 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最大限度地减少未知的、未预期的和不公平的影响。此外，需将多元化

作为人工智能技术、算法和数据的开发、传播、监测和改进的核心。 

（3）促进心理科学的创新、讨论和传播，从而进一步理解和评估人工智能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确保它们可以造福儿童、成人，甚至是整个社会。 

（4）确保政策制定者了解心理科学在影响人工智能工具和系统方面的专业

知识和关键作用，并在监管、立法和司法的努力中融入该类专业知识，从而探索

管理和规范人工智能领域的方法。 

（5）通过信息素养培训向公众传授符合其发展水平的相关知识，使他们能

够使用心理学原理，能够最好地区分人工智能和现实，理解人工智能的含义，并

尽可能地从人工智能中获益。 

（6）为寻求在心理科学的创新、教学和实践中使用 AI 技术的人提供指导和

反馈。 

（7）为寻求开发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提供指导和反馈，以确保他们以一种基

于心理科学并坚持道德的方式进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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