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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社会交往视角下

ChatGPT 人机关系建构与应对思考

张洪忠	 张尔坤	 狄心悦	 王启臻 *

【摘  要】ChatGPT的“出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从准社会交往关系

视野切入，认为ChatGPT带来了一种准社会交往的新模式。具体而言，本文分析了

准社会交往关系中	ChatGPT	的工具与聊天两大联结性功能，并从吸引、强化互动和

场景塑造三个步骤深入探讨了人与ChatGPT准社会交往关系的建构过程。在此基础

上，本文还进一步提出了四个人机准社会交往关系新问题：茧房效应是否会日趋严

重、新“乌合之众”是否会产生、机器信任是否会超越人际信任、技术依赖是否会带

来反噬危机。最后针对新问题，从理念和规制两个层面提出了应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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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近来，由 OpenAI 公司研发的人工智能产品 ChatGPT 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ChatGPT 是一

款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等 AI 技术的智能对话系统，它能够通过拟人的口吻回答用户提出的开放域问

题，同时也能结合语义理解和上下文推断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信息服务① 2。当前，这种新

的技术形态释放出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各界普遍认为 ChatGPT 能够广泛赋能诸多应用场景，有潜

力带来自工业革命和互联网之后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跃升② 3。从技术呈现特点来看，ChatGPT 具备

连续多轮交互对话的能力，这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品，是算力提升的一个

标志性成果。在该技术的支撑下，ChatGPT 能够根据用户输入的内容提供更准确、更贴合语境的

回答，同时机器似乎也具有“记忆”，能够对同一话题进行多次回应。多轮对话解决了之前对话系

统只能进行僵硬的“一问一答”式对话、无法存留“记忆”等问题，这对于该类产品来讲是一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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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

对于用户而言，多轮对话也有助于形成连贯的交流感，使机器和人可以进入一定对话场景

之中，极大提升了用户的使用体验。更进一步来看，也正是由于这种近乎“真实”的对话体验，

ChatGPT 可以在与用户对话过程中建立社交连接，从而建构起人与机器的准社会交往关系。

1956年心理学家霍顿和沃尔（Horton & Wohl）在《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准社会交

往”（Parasocial Interaction, PSI）概念，用来描述媒介使用者与媒介人物的关系，即一些受众会对

非线下关系连接的角色（包括电视人物、名人、虚构角色等）产生某种依恋，并发展出一种基于想象

的人际交往关系① 4。在准社会交往中，人与“被交往者”并不具备一种实质性的交往关系，而是基于

单方面想象的“精神交往”，而在现实社交场景中，交往关系的形成需要双方共同参与② 5。准社会交往

理论具备很强的解释张力，无论是“人”还是“技术物”，只要能与“交往者”形成一种基于想象的

连接关系，并能够通过这种“精神交往”引发真实的心理或行为反应，都可以被视作为准社会交往的

范畴③ 6。就ChatGPT而言，其技术和功能特征推动了与用户“想象”式准社会交往关系的建立。

然而，人与 ChatGPT 建立的这种准社会交往关系是否会对人产生一些未知的影响？以及在

技术演进过程中这种关系是否存在人被“异化”的风险？探讨这个问题需要从关系建构角度切入，

思考 ChatGPT 所具备的功能是否已经达到了“异化”的程度，或是仍然停留在提供服务的阶段。

基于此，本文分析以下问题：在准社会交往关系发展视野中，ChatGPT 是否代表一个新阶段？ 

ChatGPT 与人的准社会交往关系中，它的技术特征对人具有哪些社会功能？ ChatGPT 与人的准社

会交往关系是如何建构的？从关系视角来看，ChatGPT 的功能可能会带来哪些新的社会科学命题？

多元主体应当如何应对和规制这种形态的 AI 产品？

二、准社会交往关系发展历程中的ChatGPT

正如《机器人革命：未来工作的前景》中所言：“我们正面临着一个社会变革的时期，尤其是

当人工智能技术出现新的拐点时将重新定义人和人、人和机器的交往方式”④ 7。诸多研究指出，当

前的 ChatGPT 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技术变革的拐点，可以预见，其在推动当前产业变革的同时也

可能产生一种人与机器基于想象和互动的新型准社会交往关系⑤。8

从准社会交往发展历程来看，ChatGPT 是准社会交往的新模式，人机关系进入智能传播新阶

段。从人机互动角度可以把准社会交往关系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在大众传播时代，形成准社会交往关系需要满足两个前置性条件。一是单向、虚

拟的交往行为，交往主客体之间并没有产生实际意义上的互动；二是人的情感和想象力的卷入，使

非接触式的互动也能产生与现实世界相当程度的共情能力。单向的交往模式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信息往往是单向、线性流动，人与“被互动”者存在难以逾越的时空障碍。

①	 章洁、方建移：《研究回顾:作为传媒现象的准社会交往》，《新闻界》2009年第2期。

②	 方建移：《受众准社会交往的心理学解读》，《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4期。

③	 Tukachinsky	R,	Walter	N,	Saucier	C	J.	Antecedents	and	Effects	of	Parasocial	Relationships:	A	Meta-analysis.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0,70(6).

④	 Ford	M.	The Rise of the Robots: Technology and the Threat of Mass Unemployment.Basic	Books,	2016-7-12.
⑤	 孙璇：《人工智能时代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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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时期是以虚拟数字人、单轮对话技术的社交机器人等为代表的早期智能传播时代，打

破了大众传播时代准社会交往的单向性，人与机器可以进行双向互动。在这个时期，用户可以对信

息进行即时加工和反馈，这进一步消弭了人与“被互动者”的时空距离，使得一部分传统单向的准

社会交往也发展为双向的、以媒介技术为中介的真实互动过程，拓展了准社会交往的互动层次。但

以微软小冰为代表的社交机器人，或者虚拟数字人等只能完成单轮对话，机器不能回应上下文的问

题，内容生成也是机械式的，有较为明显的生硬感。这个时期还停留在机器是机器、人是人的两种

表现形态。

第三个时期是 ChatGPT 代表的智能传播新阶段，机器与人的聊天有临场感。ChatGPT 具备

“自我”表达的能力，所以它在准社会交往中的角色构建并非稳态的，而是由交往双方共同参与的动

态过程。张允等人在对网红现象的研究中也指出，传统意义下“被交往者”是以一种“客我”的形

式存在，人们只能接受已被设定好的客观角色形象① 9，留给人们想象和建构的空间是相对有限的。比

如，传统的电视角色或者小说人物都只能通过固定的故事情节来刻画形象，这种形象具有不可变性。

但是对于 ChatGPT 类产品而言，它能够在与用户的交往中动态调整自身的角色形象，表现出一种

“主我”特质。比如，如果用户提到自己喜欢音乐，ChatGPT 就可以在接下来的交往中扮演一个音

乐爱好者，为用户推荐音乐，与用户交流心得体会；再如清华团队开发的“AI 乌托邦”支持自定义

AI“人设”，用户不仅可以与马斯克、爱因斯坦、甄嬛等跨次元、跨时空角色对话，也能够通过文字

描述“捏出”个人理想的 AI 形象② 10。这种动态的角色扮演使 ChatGPT 类产品比传统媒介形象具有更

强的张力和亲和力，能够更好地适应不同用户的需求和偏好。同时，用户在参与或引导 ChatGPT 角

色构建的过程中也能获得更好的社交体验，从而激励用户去尝试更多的“社交”可能性。

对于后者而言，在新传播技术的加持下，多模态信息和沉浸式交互体验也释放了更大的想象空

间，进一步加强了人与“被互动者”的情感共振，提升了准社会交往关系的黏性和用户的卷入程度。

正如具备多轮对话、类脑式表达的 ChatGPT，其不仅可以回答用户的开放域问题，也能洞察用户的

情感需求并提供贴近于人类方式的情感服务，同时还能与用户之间建立起一种基于想象式的情感依

恋，为用户带来趋近于现实世界的交往满足感。此外，韩秀等人也在一项对社交机器人情感劳动的

研究中指出，随着机器人进行越来越符合人类心理预期的情感劳动，人可能会忽视机器人只是在规

则下表达情感，从而与机器人形成一种相较传统范式更深层次的准社会交往关系③ 11。但是，仍然需要

注意的是，人与 ChatGPT 类产品的互动也不能粗暴地直接等同于真实社会交往。因为从技术逻辑来

看，ChatGPT 依然不具备自主思维和意识，其生产的内容也只是基于预设的算法模型，因此，这种

交往仍然是建立在“人”与“物”交往框架之下，由“想象力”驱动的新型准社会交往关系。

三、准社会交往关系的连结：ChatGPT的工具与聊天功能

孔德和斯宾塞最早提出“社会功能”这一概念，是指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所具有的

①	 张允、郭晓譞：《内容、情感与价值依赖:网红的传播艺术研究——基于准社会交往周期的思考》，《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

学学报)》2018年第5期。

②	 《专访聆心智能黄民烈：ChatGPT全球瞩目，“乌托邦”实现人格化AI交互》，访问日期：2023年2月10日。

③	 韩秀、张洪忠、何康等：《媒介依赖的遮掩效应：用户与社交机器人的准社会交往程度越高越感到孤独吗？》，《国际新闻界》

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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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功效和作用① 12。从这一角度来看，ChatGPT 主要为用户提供了两大社会功能，一是工具功能，

具体表现为其在知识服务和内容创作方面的突破性进展；二是聊天功能，集中体现于其在情感支持

和准社会关系建构方面的独特优势。工具功能和聊天功能共同塑造了 ChatGPT 在当前社会中的应

用图景以及技术背后人机关系的未来形态。

一方面，ChatGPT 的工具功能是人工智能在大模型上的标志性应用，尤其在知识服务和内容

创作方面表现出突破性进展。

一是 ChatGPT 为用户提供了“订单式”的信息检索模式，具备知识服务的功能。ChatGPT 能

够根据用户需求进行定制化信息反馈，用户可直接获取大数据匹配后的偏好型“答案”，省去二次

判断的过程，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信息检索和知识获取的效率与质量。另外，传统“关键词”式的信

息检索模式无法提供逐层递进的对答功能，而 ChatGPT 则能基于“自回归”技术回溯与用户的历

史“问答”数据，在合理的逻辑下递进对话② 13。最后，ChatGPT 还可以根据对话语境主动提供相关

信息和建议，以辅助引导对话向用户中心需求推进。

二是 ChatGPT 支持多模态内容生产，促进降本增效的人机分工。ChatGPT 作为生成式 AI 的

前沿产物，能够根据不同领域的用户需求生成多模态内容，包括新闻报道、代码、诗歌、策划方案

等③ 14。在应用过程中，ChatGPT 不仅能在极短时间内对已有“知识”进行整合和调用，还能模仿人

类提供类脑化的语言表达。例如，有报道指出 ChatGPT 基于医学杂志数据生成的 50 篇研究摘要全

部通过抄袭检测器④ 15，这充分展示了其具有变革性的内容生成能力。此外，在将来 ChatGPT 还能实

现与计算机软件协同处理用户指令，允许用户通过自然语言命令完成表格制作、文档编辑、邮件发

送等操作，从而大幅提升办公效率⑤ 16。

三是 ChatGPT 还具备文字语料优化、智能编程、逻辑推理等各类功能，为跨文化交流和产业

融合提供了新的机遇。基于对海量语料的学习和人工微调，ChatGPT 对复杂语义、复杂句型的翻

译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技术水准，在 AI 翻译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同时，ChatGPT 还可以作

为 IT 从业者的辅助性工具，帮助 IT 从业者进行计算机程序编写、代码注释与 Debug 等操作⑥ 17，为未

来人机交互提供更便捷的入口。此外，ChatGPT 趋近于人的“推理”能力还能让其成为用户的私

人法律顾问，提供法律咨询、案情分析等法律服务⑦。18 可以预见，随着底层技术的不断精进，未来

ChatGPT 有望与教育、金融、医疗、法律、传媒等多领域融合，推动形成基于 AI 生成的新型产业

体系，为生产模式变革、生产力优化配置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聊天功能是 ChatGPT 与人建立关系的重要途径，代表人工智能“靠近”人类的一

①	 邓伟志主编：《社会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

②	 冯志伟、张灯柯、饶高琦：《从图灵测试到ChatGPT——人机对话的里程碑及启示》，《语言战略研究》，DOI:10.19689/j.cnki.

cn10-1361/h.20230202。

③	 《学者聚焦ChatGPT带来的新课题》，http://www.cssn.cn/skwxsdt/hyrl/shx/xzjjcgtdldxkt/，中国社会科学网，访问日期：2023

年2月17日。

④	 彭丹妮：《仍在持续进化的ChatGPT为何如此强大？》，中国新闻周刊，http://www.inewsweek.cn/kj/2023-02-13/17575.shtml，

访问日期：2023年2月13日。

⑤	 周伯文：《ChatGPT对话框只是表象，本质是新交互范式》，澎湃新闻，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7966931708286

547&wfr=spider&for=pc，访问日期：2023年2月17日。

⑥	 孙亚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新浪潮》，《经济日报》，2023年2月10日，第4版。

⑦	 裴宸纬：《已有技术搭配大模型让ChatGPT成聊天机器人“顶流”》，《科技日报》，2023年2月14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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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技术高度。

一是 ChatGPT 能够为用户提供精神支持和情感陪伴，成为数字时代纾解情感失调的代偿性工

具。ChatGPT 嵌入了人类反馈强化学习及人工监督微调机制，能够理解用户的情感语言，并具备

强大的上下文关联理解能力① 19，在聊天中展现出较强的“共情”能力，更易引发用户共鸣，从而增

进与用户的情感交流。如与 ChatGPT 交流“最近压力很大”，其不仅会给出应对措施，还会反馈

“我很抱歉听到你最近很有压力”“不要孤单地面对自己的压力”等安慰性话语，拉近与用户之间的

情感距离，通过言语补偿的方式给予用户一定的情感慰藉，成为一个很好的倾诉对象。ChatGPT

还能与用户交流个人想法，如 ChatGPT 获取到用户“想成为作家”的想法时，ChatGPT 也会给

出一些有效建议，并反馈“很好呀”“相信你会成为一位优秀的作家”等激励性话语，提供积极

的情绪反馈。此外，ChatGPT 还能与用户进行简单文字类交互游戏等娱乐活动。在这些活动中，

ChatGPT 都能够进行细腻的情感回应，让用户从信息交互中获得精神支持和情感体验。

二是 ChatGPT 可以营造情景式的对话场景，增强人机交往的沉浸感和趣味性。基于对海量数

据的学习，ChatGPT 能够根据用户输入内容预设对话“情景”。同时，结合开放域模型的技术特性，

ChatGPT 也能在信息交互的过程中不受特定关键词约束，生成并反馈与设定情景相关联的衍生性

对话主题。这些技术设定为用户进行沉浸式的多轮对话提供了可能。比如，笔者针对“晚间可进行

哪些锻炼项目”这一话题对 ChatGPT 进行提问时，ChatGPT 的回复除列举基本的锻炼项目外，还

补充道“晚间锻炼时间不要过晚，以免影响睡眠。同时，如果你还需要其他方面的建议，请告诉我

你的想法，我很乐意为你解答”。总之，ChatGPT 能够像“真人”一样与用户对话，这不仅为用户

提供了拟人式的想象，增强了对话的亲切感与趣味性；同时也营造了一种近似于“真实”的在线交

往场景，推动了用户和 ChatGPT 准社会交往关系的形成。

四、吸引、强化互动和场景塑造：ChatGPT与人的准社会交往关系的建构步骤

从 ChatGPT 对准社会交往关系的建构过程来看，大体可以分为吸引、强化互动和场景塑造三

个步骤。

一是以 ChatGPT 的工具功能作为“线索”吸引用户，这是形成准社会交往关系的前置性条件。

Sundar 基于互动媒体效应理论（TIME）的双重过程框架指出，人工智能产品的功能和用途是塑造

其呈现方式和技术形象的直接因素，这种呈现方式又将作为“线索”参与到用户的产品选择过程之

中 20②。换句话说，不论在短缺时代还是盈余时代，用户都不会“无缘无故”地选择某个产品或关注

某个媒介形象，同时由于一切交往行为都是以吸引为起点，如果没有功能作为线索吸引用户与产品

建立连接，两者之间也就无法形成进一步的准社会交往关系。比如，以往用户与电台主播的关系建

立是因为电台功能直接对接了用户使用需求，从而产生了用户群体，而部分用户又在对电台的使用

过程中生发出心理想象，形成了与电台主播的准社会交往关系。对于 ChatGPT 而言，它在信息检

索、知识服务、内容生产等方面的复合型功能正好可以缓解当前社会中信息冗余、情感失调、生产

①	 李沐华：《ChatGPT研究框架》，https://mp.weixin.qq.com/s/YtJn2pfdS_on1nSATOylYw，访问日期：2023年2月10日。

②	 Sundar	S	S.	Rise	of	Machine	Agency:	A	Framework	for	Studying	the	Psychology	of	Human–AI	Interaction	(HAII).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2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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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等社会问题，符合用户对人工智能产品的心理期待。因此，ChatGPT 能够在短时间内聚

集大量用户并与他们建立稳固的连接关系，这些连接关系也是形成潜在准社会交往的前置性条件。

二是 ChatGPT 的聊天功能释放了想象空间，导致了用户更深程度的情感卷入。除了强大的

工具功能之外，人类反馈强化学习（RLHF）和“上下文”学习（In-context Learning）等技术

手段 21①也使 ChatGPT 能更好“理解”人类意图，为 ChatGPT 注入了更多的情感和社交元素。比

如，当用户与 ChatGPT 对话时，ChatGPT 可以生成符合人类认知和语用习惯的文本，也会在适

当时候运用礼貌用语等社交技巧，让用户感受到更加“真实”的、有“温度”的交流过程。同

时，ChatGPT 还可以通过分析用户表达，识别他们的情感状态并相应地调整回应方式。比如，当

用户表达出沮丧和失落的情绪时，ChatGPT 能够通过安慰或激励性话语给予用户正向的情感反

馈，让用户感受到关怀和理解，从而拉近与人的情感距离。一些学者指出，现阶段的 ChatGPT 已

经具备一定的“人格化”特质 22②，在人与 ChatGPT 的交往中，ChatGPT 可以扮演倾听者、理解

者和支持者等多元角色，帮助用户缓解情感压力、提供情感支持。同时，这些多元角色又能够持

续提升用户对 ChatGPT 的认同和信任，从而产生更积极的互动意愿和交往期待，最终进一步强化

用户对 ChatGPT 的拟人性想象。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中指出，当人与机器虚构的、拟人的亲

密关系一旦建立，人们会不自觉地忽视机器的自然属性，进而投入更多的真实情感③ 23。因此，随着

ChatGPT 交往功能赋予机器越来越完善的“人格化”特质，人与 ChatGPT 的准社会交往程度也会

进一步加深。

三是当工具功能和聊天功能融合、叠加时，人和 ChatGPT 能共构一种新型准社会交往场景。

“场景”是关系构建的核心要素，喻国明等指出“人们的人际关系与交往体验由场景定义，人际关

系的维护也将建立在场景维系的基础之上”④ 24。彭兰认为场景的塑造实质上可以分为两个维度 25⑤：第

一个维度着重“场”，可以理解为媒介为用户提供的个性化、分众式的服务或社交场所；第二维度

则侧重于“景”，即通过语言、行动或技术对“内容”的情感升维。对于“场”，ChatGPT 的工具

功能为用户提供了一个高度适配的个性化交往场所。在 ChatGPT 中，用户就如处于一个无边界的

自主空间，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和偏好选择不同的互动主题，而 ChatGPT 也会根据用户需求进行

实时反馈，人和机在这种虚拟空间中的实时交互为用户提供了一种类似于线下社交的“在场感”。

对于“景”，ChatGPT 的情感陪伴和沉浸式对话功能可以加强用户对交往情境的感知，从而获得一

种“身临其境”的互动体验。不同于其他的单向度的准社会交往方式，ChatGPT 会主动构建对话

情境，引导用户进行深入交流。比如，当笔者向 ChatGPT 发送：“这里的风景真美啊”，ChatGPT

则回复道：“您描述的风景听起来非常美丽。能否和我分享更多细节呢？例如您周围有什么自然景

观或建筑物，颜色和纹理的变化，以及周围的气氛和氛围等。我很想听听您对这个环境的深入描

述。”在这种主动的引导式对话中，用户的参与程度、沉浸感和代入感都会被进一步加强。总的来

①	 陆伟、刘家伟、马永强等：《ChatGPT为代表的大模型对信息资源管理的影响》，《图书情报知识》，http://kns.cnki.net/kcms/

detail/42.1085.G2.20230224.1136.002.html。

②	 冯志伟、张灯柯、饶高琦：《从图灵测试到ChatGPT——人机对话的里程碑及启示》，《语言战略研究》，DOI:10.19689/j.cnki.

cn10-1361/h.20230202。

③	 Sherry	Turkle.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Basic	Books,	2012.
④	 喻国明、曲慧：《VR/AR技术对媒体场景构建的三度拓展》，《传媒观察》2021年第6期。

⑤	 彭兰：《场景：移动时代媒体的新要素》，《新闻记者》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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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虽然 ChatGPT 无法为用户提供一种立体的视觉感知，但在这种“在场感”和“情境性”的加

持下，人与 ChatGPT 的交往也能呈现出一种类似场景传播的特征，进而推动人和 ChatGPT 共构一

种程度更高、更持久的准社会交往关系。

五、人机交往关系新问题

虽然准社会交往只是一种想象式的关系连接，但它们却能对现实世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① 26。在这

方面，ChatGPT 与其他技术形态不同，其能充分发挥工具功能，深度嵌入人类日常生活，使得人与

ChatGPT 的准社会交往关系能够形成更强的现实影响力。对于社会科学来说，需要重新审视人与这

类技术产品的关系，重新定义人类的价值和作用。正如一些学者指出：当所有的“人”和“物”都

将共存于一个技术所建构的有机数字生态系统之中时，技术可能会激发更多的来自人或机器的“盲

目意志”，只有足够的反省能力才有可能让我们意识其中的风险并对其进行适时的抑制②③ 2728。对此，本

文从工具功能和聊天功能两个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些人机关系可能会面临的新问题。

（一）茧房效应会日趋严重吗？

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在个性化信息服务兴起背景下首次提出了“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的概念，指用户只选择或接受其感兴趣的内容，而排斥其他内容的摄入④ 29。ChatGPT 在

信息茧房的加固上值得警惕，这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从技术来说，传统搜索引擎是用户主动寻

求信息的过程，用户在检索框中输入具体指令后，各种答案、例证、观点等信息都如橱窗中的商品

般供用户挑选，即使用户不点开阅览，丰富的标题和内容也能提供更多元的观察角度和视野，从而

潜移默化地影响用户观点的形成和转变。而 ChatGPT 不再遵循搜索引擎的逻辑，它依托于海量的

训练文本，直接将匹配的答案提供给用户，用户如果不满意，只能点击“Regenerate response”

按钮重新生成答案。从用户来说，面对几秒即可输出答案的 ChatGPT，人类用户往往倾向于接受

这种毫不费力的“数据喂养”。由于 ChatGPT 在提供答案的同时并不提供信息来源，用户很难或无

意追问，研究者在询问后得到的回应也是“这是由我的训练数据生成的。”这进一步阻断了用户与

多元信息交流的可能，尤其在知识创造的过程中，ChatGPT 看似条分缕析的回答更会限制用户思

维的发散，压缩用户的认知空间。因此，尽管有学者指出“信息茧房”是海量信息差异化消费的必

然结果⑤ 30，但在 ChatGPT 的强势渗透下，与信息获取效率提升伴生的还有信息获取视野的窄化，如

果 ChatGPT 不能提供内容更加丰富、来源更加清晰、思路更加严谨的文本内容，那么“破茧之路”

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二）会产生新的“乌合之众”吗？

伴随着 ChatGPT 的火爆，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提出的

①	 Giles		D		C.	Parasocial	Interacti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a	Model	for	Future	Research. Media Psychology,2002,4(3).
②	 彭兰：《智媒趋势下内容生产中的人机关系》，《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③	 喻国明、杨雅：《5G时代:未来传播中“人—机”关系的模式重构》，《新闻与传播评论》2020年第1期。

④	 [美]凯斯·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毕竞悦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8~15页。

⑤	 喻国明、曲慧：《“信息茧房”的误读与算法推送的必要——兼论内容分发中社会伦理困境的解决之道》，《新疆师范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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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合之众”引发了新的反思与审视① 31。按照勒庞的逻辑，大众媒体时代原子化的个体常常是被动的

信息接收者，从而被当作宣传、动员和舆论操纵的对象。社交媒体崛起后，UGC 模式逐渐兴起，

用户可以将自己的原创内容展示给其他用户，例如出现了 Wikipedia 这类自由生产、自由编辑的网

络百科全书，同时，社交媒体也让网民们建立了更广泛的社会网络关系，通过社交媒体结成了一个

个意见社群。这时的“乌合之众”更多指向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事件中的非理性群体，而非

早期被动的、易受操纵的受众。但在 ChatGPT 面前，用户实际上又失去了自由编辑、积极思考的

主动权。在 AIGC 模式下，人工智能可以自动生成内容，例如写新闻、论文、代码等，用户主动检

索、思考的动力将更加缺乏。对用户来说，ChatGPT 未来的应用场景并不透明。尤其是当每个个

体都与 ChatGPT 类产品展开对话，通过机器来建立人际和社会关系，此时人又会变成一个个零散

的个体，重回原子化时代。勒庞所观察到的乌合之众的时代是被报纸操纵，ChatGPT 时代的乌合

之众会被人工智能所操纵？ChatGPT 的出现把这个问题变为了现实研究的命题。

（三）机器信任会超越人际信任吗？

ChatGPT 具备聊天与工具两大基本功能，可以较为高效、精准地反馈答案，在语言表达上也

高度贴近人类的语言表达方式，能很好地满足用户的情感与实用需求。一个可预期的技术发展趋势

是，随着技术迭代，ChatGPT 类产品会不断“进化”，成为人类重要的生产工具与交流对象，其被

使用的时间和频率也会随之大幅上升。传播学研究显示，媒介使用对媒介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也

就是使用越多越是信任。对于我国来说，网民对智能传播产品的信任度是较高的，一项中美特定网

民群体对社交机器人态度的比较研究显示：中国网民对社交机器人持更乐观的看法。我国网民倾

向于认为社交机器人带有好的目的，而更多美国网民则认为其带有坏的目的，对社交机器人参与

社会热点事件讨论的影响认知也是如此②。32 从这个角度来看，随着用户对 ChatGPT 生成文本与数据

的认可度不断提升，用户可能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与 ChatGPT 进行信息交互上，尤其在形成情感交

互的群体中更为明显，结果则是用户可能会对 ChatGPT 越发信任。个体的工作和娱乐时间是有限

的，若将大量时间和精力花费在 ChatGPT 上，势必会挤压其参加人际交往和社会互动的时间，长

此以往个体在现实社会中将越发疏离。而人际信任是人类社会的润滑剂，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

ChatGPT 类产品的应用带来的机器信任会对人际信任产生什么影响？进而对我们的社会结果产生

什么影响？都是值得关注的命题。

（四）会出现技术依赖的反噬危机吗？

从工业革命时代到互联网时代，技术突破最后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类原有的生产、生活和思

考方式，而人类在技术变革的浪潮中亦越来越依赖技术的力量。但与此同时，技术依赖所带来的伦

理问题也是显著的，主要表现在对人决策权的“剥夺”和创新思考能力的“削弱”上。ChatGPT 是

人类历史上最快达到月活跃用户超一亿的产品③ 33，不仅是公司的宣传运作，更是它本身的叙事方式就

拥有极强的煽动性，具有影响人想象力的强大能力。OpenAI 主打的“自回归”（GPT）技术从逻辑

来说也更加贴合于人类思维，能够根据不断的提示帮助人类做出更优决策，它的回答趋于完善时，

①	 	Le	Bon	G.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2002.

②	 张洪忠、何康、段泽宁等：《中美特定网民群体看待社交机器人的差异——基于技术接受视角的比较分析》，《西南民族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③	 朱光辉、王喜文：《ChatGPT的运行模式、关键技术及未来图景》，《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DOI:10.14100/

j.cnki.65-1039/g4.2023021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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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会更加依赖技术产品，放弃主动思考、主动决策的权利，沦为技术的附庸。此外，ChatGPT 只

是人类过去海量信息的物理集成，却不能让信息产生化学反应，在创造性生产方面无能为力，如果

用户陷入对它的依赖，思考力、原创力、想象力将被急剧削弱，思考的宽度被限制在 ChatGPT 所提

供有限维度的答案中，在科学探索中遭遇巨大危机。因此，尽管现阶段人工智能作为人类智慧高度

结晶下的产物，能够对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随着人类对人工智能依赖程度的不断

加深，ChatGPT 也会限制和统治人未来的想象力空间。未来，人机协作与融合的程度只会不断加深，

在此情形下，如何避免被技术依赖反噬，是一个需要不断反思、不断深入的问题。

六、应对思考

ChatGPT 带来的人工智能应用升级问题，要从理念和规制两个层面来应对。

首先在理念层面，ChatGPT 引来大规模讨论，这背后反映了社会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惊喜

和恐慌。大家都期待人工智能新技术，但同时，面对新技术首先想到的又是它对人有什么危害、会

不会颠覆已有的生活方式以及对我们会不会造成威胁？我们需要认识到，一方面，ChatGPT 将

全网大数据整合整理，是一个人工智能新发展的标志性产品。但另一方面，它只能让知识产生物

理层面的反应，无法让知识产生化学反应；而人类虽然没有 ChatGPT 量级的资料收集能力和算

力，但知识在我们大脑中可能产生化学反应，触发类似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般的知识创造。对于

ChatGPT 带来的技术创新，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第一，要明确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只是

一种技术手段，只不过 ChatGPT 更为高效与便捷。第二，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不是取代

人，而是创造更多的机会。对于产业而言，ChatGPT 也会帮助我们拥抱更多的可能。比如，在云

市场方面，云服务从数字时代跃迁到智能时代，未来用户对云厂商的需求更加聚焦智能服务，看框

架好不好、模型好不好，以及模型、框架、芯片、应用这四层架构之间的协同。换言之，人工智能

是提升生产力的革命性技术，是对人的解放，背后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第三，我们一定要从技

术逻辑来理解人工智能技术，而不能将认知与判断建立在好莱坞电影式想象之上，否则会产生无意

义的恐慌。

其次，在规制层面，应对 ChatGPT 这一类人工智能技术物，我们的技术水平、个体素养、立

法准备仍都存在不足，欧洲议会人工智能伦理领域顾问安娜·费兰德认为人类已处在关键的岔路口，

当前的行动决定着究竟“是人工智能控制人类，还是人类控制人工智能”34①。针对这一形势，不少国

家和行业内部都在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2021 年 9 月 25 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

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旨在将伦理道德融入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为从事人工智能相

关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相关机构等提供伦理指引。事实上，现有法律规则只能守住最基本的

伦理底线，当下对于 ChatGPT 类人工智能产品的应用缺少外部监督体系，更多只能依靠技术本身的

约束规则，未来是否能建立一套完善的人工智能监管系统将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由于 AIGC 是一个新应用，在马车的时代，我们无法预测汽车的风险，也无法制定针对汽车的

①	 Anna	Fell⛝nder.	ChatGPT’s Rapid Entry – Urgent for the Government to Appoint an Authority for Responsible AI,	European	AI	
Alliance,	https://futurium.ec.europa.eu/en/european-AI-alliance/blog/ChatGPTs-rapid-entry-urgent-government-appoint-authority-

responsible-AI，2023-3-1.



·29·

交通规则。谈论风险和规制时，我们需要在技术发展的逻辑之上，而不是发散性的、基于科幻电影

来想象。讨论的前提逻辑是要对人工智能技术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在规制制定上，可能有时候基于

文科的想象，容易把这个概念的作用放大，而不是基于对技术逻辑的理解。因此，未来我们必须紧

密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新成就，深刻认识人机交互的新趋势，以发展、多元、开放、谨慎的新思想

为指引，不断提升个人媒介素养、企业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规范性，树立正确的技术使用价值观，在

多主体、多维度、多技术的协同参与下建构监管系统，从而实现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有效规制。

统而论之，对于当下兴起的 ChatGPT 热潮也应该有冷思考。我们要认识到以 ChatGPT 为代

表的人工智能机只是一种技术手段，ChatGPT 是一种更高效、更便捷的技术，它是新技术的迭代。

另外，ChatGPT 代表的是自然语言技术的一个方向，但不是技术的全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领域

还有很多可以开拓的方向，人与人工智能的准社会交往关系还会深入。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

展，我们要深刻意识到技术发展的两面性，一方面不要被技术所吞噬，另一方面也要充分重视和发

挥人在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主体作用。

The Construction and Considerations of Human-ChatGPT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asocial Interaction

ZHANG Hongzhong  ZHANG Erkun  DI Xinyue  WANG Qizhen

[Abstract] The prevalence of ChatGPT has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ChatGPT brings a new model of parasocial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arasocial 
interaction. Specifically, we analyze the two functions of ChatGPT: tool and chat in the human-ChatGPT 
parasocial relationship, and discuss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human-ChatGPT parasocial relationship 
in three steps: attraction, enhanced interaction, and scene shaping. On this basis, our paper furtherly 
proposes four new thinkings about the human-computer parasocial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whether the 
information cocoon effect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serious; whether a new “rabble” will emerge; whether 
computer trust will surpass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whether technological dependence will bring about a 
crisis of backlash. Finally, in response to these new issues, our paper proposes some consider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deology and regulation.

[Key words] Parasocial Interaction, ChatGPT, Social Function, Human-Computer relationship 
Relationship,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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