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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人工智能起源于 1956 年的达

特茅斯会议，美国计算机科学家麦卡锡等人

提出“让机器达到与人类做同样的行为”[1]。

而在杰弗里·辛顿（Geoffrey Everest Hinton）、

杨乐昆（Yann LeCun）等人对深度学习的开

创与发展再次掀起了人工智能发展的第三次

浪潮，伴随互联网数据的指数级增长以及信

息技术革新带来的算力大幅提升，人工智能

一次次在应用上取得了巨大突破。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工智能被快

速和广泛地应用于环境消杀、医护服务、物

流运输、疫情监测、促进复工复产等多个方

面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公众在现实生活

中接触、体验和理解人工智能提供了有利契

机。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

段仍具有较多的潜在和未知风险，在技术应

用、伦理和治理方面存在诸多争议，其在疫

情期间快速和广泛的应用是非常态化的。因

此，了解这一时期公众讨论人工智能话题的

特点，深入挖掘公众的观点与立场，呈现其

对人工智能的认知与态度，对人工智能未来

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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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基于清博大数据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微博舆情监测数据，采用文本挖掘结合质性分析的方法对

参与人工智能话题讨论的微博内容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在复工复产、疫情监测，以及医疗场景

下的应用最受公众关注，讨论中整体呈积极正向的态度，主要体现在公众接受和认可人工智能的准确性、

有效性和安全性。企业和政府既是人工智能话题的发起者、信息来源，也是受公众关注的对象，重点关注

了人工智能与经济、政策、技术应用等层面的问题，而人工智能伦理、治理、风险和相关科学普及方面的

内容相对较少。提出应鼓励多元主体展开公开对话，聚焦人工智能伦理、治理与风险问题，科普工作者可

以借助公众对人工智能的关注与疫情期间的切身经历，进行深入、系统和有针对性的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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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媒介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

社交媒体平台成为当下公众获取科技信息、

表达观点和态度的主要渠道。新浪微博作为

目前我国主流的公共信息传播平台，其中讨

论人工智能话题的内容文本为我们研究和理

解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认知与态度提供了丰富

的材料，呈现出的特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

代表性。

1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在公众对人工智能的态度问题上，国内

外诸多科研机构曾进行了多项调查。2018 年

中国科普研究所的调查显示，有 90.7% 的被

访者赞成“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助于提高人类

工作效率，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便利”；

78.5% 的被访者赞成“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

导致大量失业，但同时也会创造出新的就业

机会”；74.9% 的被访者赞成“人类将永远不

会失去对人工智能的控制，有能力开发、管

理和利用人工智能”[2]。腾讯研究院进行的

网络问卷调查也显示，我国受访者就人工智

能对社会的影响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并且公

众对人工智能的了解程度越高，评价越正面。

公众接受程度较高的领域包括服务业和工业、

自动驾驶等，在教育研究、医疗和诊断领域

的接受程度较低，而接受程度最低的是设计

和艺术创作领域 [3]。在针对医学领域中人工

智能应用的调查显示，83.3% 的公众有初步

的了解，67% 的公众持积极的态度，但也有

相当比例的公众对其应用和安全问题表示担

忧 [4]。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单位联合进行

的调查研究显示，41% 的美国受访者“在某

种程度上支持或强烈支持人工智能的发展”，

22% 的美国受访者“在某种程度上或强烈地

反对人工智能的发展”[5]，对比来看，美国公

众对人工智能的乐观程度较我国略低。《2020
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报告》显示，近年

来我国公民对科学技术的看法更加成熟，态

度更加理性，理性求实的科学文化氛围正在

形成。例如调查显示，有 76.7% 的公民赞同

“科学技术既给我们带来好处也带来坏处，但

是好处多于坏处”的观点，公民对科技发展

提升就业机会的乐观程度有所降低 [6]。因此，

我国公众对人工智能的态度也应更趋于成熟

和理性。

通过内容分析、框架分析、话语分析对

国内外主流媒体的人工智能议题报道进行的

相关研究也发现，我国报道中积极乐观态度

和科技进步框架的内容占主要地位，对技术

的风险关注不足。对 1980 — 2017 年期间《中

国日报》和《纽约时报》有关“人工智能”

的建构对比研究发现，在态度上，《纽约时报》

对人工智能技术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更

担心相关的潜在风险；《中国日报》则对人工

智能的发展持更为积极乐观的态度，报道中

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风险几乎没有担忧 [7]。

对《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报道的框架

与话语建构研究发现，《人民日报》更多地描

绘人工智能推动社会发展进步、造福社会的

图景，报道关注范围更加开放，呈现出一种

学习的态度，但是对技术的风险关注不足 [8]。

针对“虎嗅”、“三十六氪”、《新京报》、澎湃

新闻中有关阿尔法围棋（AlphaGo）报道的内

容分析，也表明我国大众媒体和科技媒体对

人工智能的态度都呈积极的趋势 [9]。

总体而言，国内外有关人工智能的意见

调查和对媒介报道的分析呈现出对人工智能

的积极态度。在研究方法上，研究以内容分

析、文本分析、话语分析、框架分析居多。

本研究试图通过文本挖掘与质性研究相结合

的方法，对社交媒体内容进行研究，通过呈

现微博文本中公众对人工智能认知与态度的

特点，为我国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实践与理

论研究提供内容丰富的案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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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材料、研究问题与方法
2019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0 年 4 月中旬，我

国新冠肺炎疫情逐步得到基本控制，人工智能产

品也已全面应用其中，公众讨论人工智能话题较

为集中，因此本研究样本选取的时间范围是 2020

年1月1日至4月15日。以“人工智能”“AI”“机

器人”等作为关键词在清博大数据的疫情相关微

博数据中进行检索，共计 41 649 条，自 2020 年

1 月 25 日起，人工智能的话题关注度逐渐上升，

2020 年 4 月 11 日出现了讨论高峰（见图 1）。

在研究方法上，使用文本挖掘与质性分

析方法相结合对微博文本内容进行分析，呈现

用户发布微博内容中关注的人工智能的主题及

情感态度倾向，并深入分析不同态度背后呈现

的观点与立场，探讨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改变或

影响的公众对人工智能认知与态度。具体的研

究路线为，首先，对微博文本进行词频分析与

主题聚类，呈现新冠肺炎疫情中人工智能话题

讨论的主题特征；其次，将清博大数据的微博

情感指数与微博中的提及地进行地理统计分

析，呈现我国各地区相关人工智能话题的关注

度及情感分布特点；最后，分析公众讨论中不

同态度背后所持有的观点、立场与影响因素。

3 研究发现
借助质性分析软件 Nvivo 对获取的 41 649

条微博文本进行词频统计，公众讨论人工智

能话题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依次为：“疫

情 ”“ 人 工 智 能（AI）”“ 企 业 ”“ 科 技 ”“ 技

术 ”“ 数 据 ”“ 复 工 ”“ 发 展 ”“ 中 国 ”“ 工

作”“经济”“医院”（见图 2）等。对关键词 图 2  微博中人工智能话题讨论的词云图

进行聚类，可以发现公众对人工智能的应用场

景聚焦于企业和医院，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方

面集中关注了人工智能辅助 CT 影像识别、智

能服务机器人、疫情监测、人工智能辅助药物

研发。具体而言，相关微博讨论中呈现以下三

个特点。

3.1 人工智能与经济、政策相关话题关注度最高

对含有出现频率最高的 50 个关键词的

微博文本进行主题的聚类发现，微博发文量

最多的是人工智能与经济、政策相关的话题。

图 1  人工智能话题的微博发文量分布

话
题

数
/条

日期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认知与态度 <<< 黄　楠　肖　俊　张增一 专 题



036

tudi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S

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强经济属性在疫情期间

突显，人工智能助力企业的复工复产话题在

全部微博讨论中最受关注。人工智能“精准

防控”助力“复工复产”、云办公、云打卡、

云会议等微博热搜话题集中涌现在 2020 年 2
月 17 日我国各地全面复工的新闻中。另一方

面，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部以及地方政府

发布了多项政策以推动人工智能在抗击疫情

中的使用，新基建、产业转型以及疫情后的

经济发展方向态势也成为企业、各级地方政

府、媒体和公众重点关注的议题。此外，这

一时期，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多次围绕在人

工智能领域，多次发生美国限制中国人工智

能相关软件出口事件，使得人工智能企业自

身在疫情期间能否抓住发展契机成为企业和

全社会热议的话题。人工智能企业自身也以

疫情期间的应用为契机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

推广，如某企业发布的《AI 无畏》抗疫纪录

片，在微博话题“#AI 无畏，抗疫 88#”下引

发了数千条转发和评论。可以发现，这段时

期，公众对人工智能关注的话题主要围绕国

家、企业、个体多方面的经济问题以及推动

人工智能应用、产业布局、增强国际竞争力

方面的政策问题。

3.2 公众对医疗类人工智能应用了解程度有显著

提升

美 国 风 险 投 资 数 据 公 司 CB Insights 在

《人工智能全局报告》中指出，医疗健康是人

工智能最热的投资领域 [3]，但 2019 年我国公

众对医疗人工智能的调查显示出“公众认为人

工智能在医疗方面不一定会普及，接受度较

低”[4]。疫情期间，公众在微博讨论中不仅体

现出对人工智能应用的深入了解，更呈现出对

医疗人工智能应用的极高关注度，如人工智能

助力 CT 影像识别、医疗服务类机器人在配送

与消毒等高危场合的应用，以及阿里巴巴、京

东、搜狗等互联网企业推出的家庭医生，疫情

咨询机器人的投入使用很快获得了大量用户关

注并且用户在微博就其使用中的问题与感受进

行讨论。除此之外，主流媒体对人工智能应用

于“病毒”的测序、研发治疗新冠肺炎新药等

来自科研方面的成果等报道也引起了微博用户

的二次传播与大量转发，如“美国首例新型肺

炎患者，由机器人治疗”“中国科学家通过人

工智能进行药靶筛选，发现其具有治疗新冠病

毒肺炎的潜力”“火神山会诊首次应用 AI 技

术”。可以发现，公众对医疗人工智能较疫情

前有了更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3.3 数据安全、个人隐私等问题受到关注，但有

待全面深入讨论

微博话题中，与个人数据安全、隐私相

关的问题依旧是公众关注的重要议题。大数据

智能分析系统如“新冠肺炎同乘速查”“确诊

患者同程查询”“新冠肺炎病例到访小区查询”

便捷快速，与此同时“公众各类个人生物识别

数据、个人隐私数据收集出现的信息泄露”引

发公众的担忧。警方查处的多起低价出售个人

信息事件在微博引发热议，不仅是被查处事件

本身，公众个人数据的来源、使用权、删除权

以及社会的发展也引起了一定的讨论。但从疫

情防控中所产生的数据体量和影响力来看，主

流媒体和公众对于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应用与发

展中如何对数据源头进行管理，如何管理公众

的个人数据，疫情后如何处置相关数据，以及

对于人工智能应用中的伦理和风险问题的讨论

仍有所不足。

3.4 我国各地区的人工智能议题关注度特点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各地人工智能

的发展和应用情况有所区别，各地受到关注的

人工智能议题、关注度以及公众态度也存在一

定差异。因此，对具有提及地的微博内容文

本进行地理统计分析以呈现公众关注人工智

能议题的区域特点。在全部的 41 649 条微博

中，有 25 141 条的微博内容中提及明确的地

2021，16（5）: 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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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其中国内 24 051 条，国外 1 090 条，在国

内各地区相关微博数量依次为北京 4 616 条，

广东 3 356 条、上海 1 858 条、山东 1 502 条、

浙江 1 446 条，即与以上地区相关的人工智能

议题受到的关注度最高。通过数据可视化工具

Pyecharts 对微博发文中提及地区的数量绘制

了分布图，可以整体看出，公众在这一阶段对

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出现

的人工智能议题关注度高于西部地区，南方地

区的议题关注度也总体高于北方地区，这也基

本与国内人工智能、大数据发展水平吻合。

3.5 各地区人工智能话题讨论中的态度分布

根据每条微博的文本内容，清博大数据

依据其分类算法对微博的情感态度进行赋值，

微博文本 情感指数 情感态度

【抗疫实验室里的北京速度】“1 月 20 日实验室开始加班，2 月 20 日高通量快速
核酸检测设备发往武汉火神山医院，3 月 4 日新型冠状病毒 AI 辅助诊断系统设备发
往韩国。”

0.2 正向

从科学角度看，一旦 AI 有了神圣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那世界必将走到末日 0.5 负向

又人工智能 AI 又 5G 互联网的，疫情当下没看到都应用在哪了，整天炒比国外多先
进能耐

0.65 负向

# 李兰娟院士回应推荐药涉利益输送 # 李兰娟回应 @ 紧急呼叫称这是谣言，杭州华
卓公司是人工智能公司，和药毫无关系

0.8 中性

表 1  微博文本与情感态度判断示例

有 0.2、0.5、0.65、0.8 四 个 赋 分 值。 其 中，

0.2 代表正向态度，0.5、0.65 代表负向态度，

0.8 代表中性态度（见表 1）。在本研究中，公

众参与各地区人工智能议题讨论的态度由全

部提及该地区并呈现出明显态度倾向（具有

正向态度或负向态度）微博的情感指数取平

均值，作为该地区的情感值。因此，地区情

感值在 0.2~0.39 区间范围内，可以认为公众

参与该地区人工智能议题讨论的整体情感态

度是正向的，情感值在 0.39~0.65 的区间范围

则认为是负向的。在同一个区间范围内，情

感值越接近 0.2，则代表该地区在参与人工智

能议题讨论时的积极程度越高，越偏离 0.2，

其消极的程度越高。

研究发现，在参与各地人工智能

讨论中提及我国各地区情感值分布范

围 在 0.234~0.364， 全 部 落 在 正 向 态

度的区间范围内。在区间范围内，提

及宁夏的相关微博内容积极的程度最

高，情感值为 0.234，提及香港的消极

程度最高，情感值为 0.364。再结合人

工智能相关微博的数量分布来看，北

京、上海、浙江、广东等高话题关注

度地区，公众呈现的情感态度却相对

更为消极。此外，贵州是我国的大数

据中心，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发展程度

相较更高，但关注贵州的微博数量不

多，且所呈现的情感态度也更偏消极，

为 0.334（见表 2）。

提及地区 微博数系 情感值 关注度排名 情感值排名

北京 4 616 0.338 1 3

广东 3 356 0.319 2 8

上海 1 858 0.362 3 2

山东 1 502 0.303 4 17

浙江 1 446 0.321 5 7

香港 121 0.364 29 1

贵州 213 0.334 25 4

海南 155 0.329 28 5

湖南 721 0.266 11 33

宁夏 98 0.234 30 34

表 2  人工智能话题文本中各地区关注度与情感值分布（部分）

3.6 公众对人工智能不同态度中的观点与特点

为具体呈现用户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对人工智能

的具体态度与观点，利用 Nvivo 软件的语料库对全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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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应用于抗击疫情时，在报道中会重点体现人

工智能应用系统的准确率，尤其是在人工智能

辅助 CT 影像识别应用的报道上，如“阿里云

AI 诊断新技术：新冠肺炎 CT 影像识别准确率

96%”“该系统从胸部 CT 影像上检出新冠肺炎

的敏感性达到 97.6%，初筛普通型和重型患者

的准确率达到 91.5%”等，此类新闻在微博平

台被多次转发。

在本研究的时间范围内，公众对于人工

智能呈现出负向态度的微博是远少于正向态

度的，对比疫情前公众在知乎平台“人工智

能”精华话题下提问和回答的态度，在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公众对人工智能应

用中负向态度的呈现也有所减弱。偏负向的

态度主要源自两方面：一方面对人工智能期

望与现实水平有较大差距的不满，认为人工

智能的应用没有满足疫情下的需求，但并未

对人工智能技术本身产生怀疑；另一方面则

是对企业宣传中高大上的人工智能形象与社

会实际需求存在差距的不满，认为许多人工

智能研究是“无用”的，应该关注和发展有

价值的应用。

3.6.2 对机器人替代人类工作的态度有所转变

在疫情期间，公众在讨论失业问题、机

器人取代人工的话题上态度更为积极。在新

冠肺炎疫情这一特殊背景下，公众认为医疗

机器人的使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医务工

作者，出于保护人类的角度，在微博讨论中

用户表达出人工智能是替代人工的最好途径，

机器替代人工是历史大趋势，并将新冠肺炎

疫情视作一种催化剂。在疫情前，知乎平台

上“如何看待‘普通医生迟早被计算机替代’

的观点？”“将来医院哪个科室医生最容易 /
不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等相关问题也引起

了用户热议，而这些问题与回答更坚定呈现

的是人类如何不被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如何

优于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无法超越人类之处。

图 3  基于 Nvivo 语料库的全部微博文本情感态分布

博文本以句子为单位进行情感态度编码，并进

行了文本分析。通过 Nvivo 的语料库进行情感

态度编码显示，情感态度为正向的节点 13 823
个，编码为负向的有 9 818 个，整体态度倾向

是正向的，与清博大数据的情感值倾向一

致，具体在每一个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上，

则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见图 3）。

3.6.1 公众认可人工智能的准确性、有效性和安

全性

首 先， 微 博 用 户 在 参 与 人 工 智 能 话 题

讨论中，具有正面态度倾向的观点主要有以

下三方面。（1）认可人工智能在应用中的有

效性。此类态度的产生主要来源于公众在生

活中实际感知到“人工智能精准助力复工

复产”“人工智能模型成功预测疫情发展趋

势”“物流配送服务类机器人的使用成效显

著”。（2）认可人工智能带来的安全性。对

于安全性的讨论集中在医疗人工智能的应用

上，公众对于安全性的认可背后，更多体现

出一种期待，即公众在医疗资源紧缺的背景

下寄望于医疗类人工智能应用能够降低医护

人员的风险，减轻医务人员的压力，期待未

来人工智能用以对抗其他病毒和瘟疫。虽然

大多数人在疫情期间没有切身接触或体验过

医疗类人工智能，但在疫情下对于医疗类人

工智能应用呈现出的态度十分积极。（3）认

可人工智能应用的准确性。公众在人工智能

准确性上的积极态度主要来源于媒体对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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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此次疫情，公众对于医疗人工智能采用

有所改观，公众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并希望

较为危险的工作由机器代替。

3.6.3 人工智能发展是各国国际地位的竞争

人工智能在公众的认知中是各国科技、

经济、政治的角逐，因此用户在微博中支持

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态度是最为鲜明的，并

将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我国科技实力、国际地

位相联系。而具有负面态度的微博中则表达

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是在吹泡沫、“龙头企业”

在夸大其词等观点，支持与反对的双方在态

度的表达上都较其他问题更为强烈。此外，

在微博的讨论中也出现了谣言和阴谋论的观

点，其中有一些是源自对人工智能错误或片

面的认知，将人工智能与新冠病毒相联系，

认为“生物病毒是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新

冠肺炎是人工智能创造的”，也有将其他不同

事件与人工智能关联的传播内容，如对高福

院士的质疑、对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的污蔑是西方媒体为了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

领域的绝对领先等。

4 结论与启示
4.1 人工智能在抗疫中的广泛应用，促进了公众

对人工智能的理解

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在举国抗疫的大

背景下，公众在微博上关于人工智能议题的

讨论是伴随着疫情发展而发展的。首先，疫

区医院危险环境中的智能机器人助力环境消

杀和医护工作，辅助消毒、送药、问诊、导

诊和清洁等备受关注；其次，由于疫区社区

封闭，公众关注到无人机助力环境消杀、监

控巡逻、送餐送菜以及运送物资的情况；最

后，随着全国范围内疫情防控措施的实施，

智能防控服务与管理平台、疫情溯源快速排

查系统、健康宝和人脸识别技术等在助力复

工复产、恢复生活秩序等方面的作用都成为

公众关注的内容。此外，疫情的特殊背景使

我国社会公众有了更多直接接触、亲身体验

和感受到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机会，促进了

公众对人工智能的了解。

4.2 倡导多元主体参与人工智能风险、伦理等议

题的深入讨论

疫情期间的微博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

了我国公众对人工智能在新冠肺炎疫情应用

中的积极态度，呈现出对人工智能的有效性、

安全性、准确性的认可多于对技术不成熟和

风险性的担忧。例如，平时公众关注的个人

数据安全和隐私问题，在我们所分析的关于

人工智能的微博讨论中“风险”“安全”和

“隐私”等词出现的频次都不高。对比疫情前

知乎用户在人工智能精华议题下的讨论，用

户提问中回答数和点赞数最多的前 10 个问题

中有 6 个是在讨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引发及可

能带来的风险，以及隐私、歧视、失业等伦

理问题 [10]。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抗击疫情的特

殊背景有关，也可能源于议题的主要发起者

及其关注的议题大多围绕经济和政策。

研究发现，公众在疫情期间对医疗人工

智能的支持程度有所提升，但有研究认为，

我国医疗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中一直

面临着多方主体的伦理和风险认知较薄弱的

现象，尤其是患者与公众人工智能素养不足

的风险与挑战。人工智能的应用需要接受医

疗服务的患方及其家属、社会公众对医疗人

工智能及其影响有所认识，我们应避免公众

的盲目抵制或贸然接受 [11]。疫情前，公众对

医疗人工智能的接受程度、信任程度都相对

较低，但在治病救人为第一要务的特殊背景

下，公众接受了一些正常情况下可能会被反

复质疑或抗拒的医学应用。然而我国公众对

于医疗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以及其中技术

风险和伦理问题的认知仍旧是缺乏的。

事实上，在人工智能伦理及其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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