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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导体因巨大应用潜力备受关注，寻找新

型高温超导体是科学界孜孜以求的目标。笔

者7月18日从复旦大学获悉，该校物理学系赵

俊教授团队利用高压光学浮区技术成功生长

了三层镍氧化物，证实了镍氧化物中具有压力

诱导的体超导电性，其超导体积分数达到

86%，这意味着又一新型高温超导体被发现。

该研究成果于北京时间7月17日晚发表于最

新一期《自然》。

“高温超导研究的突破大多由实验特别是

新超导体的发现驱动，迄今为止还有很多现有

理论无法完全解释的现象。”赵俊介绍，“镍氧

化物单晶样品的生长条件十分苛刻，需要在特

定的高氧压的环境中，保持高温和尖锐的温度

梯度，才能实现单晶样品的稳定生长。由于成

相的氧压窗口很小，因此容易出现多种成分的

镍氧化物层状共生的现象，且生长过程中极易

出现大量顶点氧位置的缺陷，这可能是镍氧化

物超导含量低的原因。”

该团队利用高压光学浮区技术生长了大

批样品，最终成功合成了纯相三层镍氧化物单

晶样品。团队还开展了一系列中子衍射和X

射线衍射测量，精确测定了材料的晶格结构和

氧原子坐标及含量，发现其中几乎没有顶点氧

缺陷。

此外，该研究还发现，该类材料呈现出奇

异金属和独特的层间耦合行为，为人们理解高

温超导机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平台。 （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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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AI技术对人类劳动力的冲击
内容摘要：第四次工业革命以AI技术为标

志，将人类劳动力分成了旧式劳动力和新式
劳动力。而以AI技术为基础的新式劳动力更
是突出的表现在工业生产领域和人类的创作
领域，一方面表现为智能化生产和生成式人
工智能大模型对这两个领域的生产力产生了
前所未有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对这两个领域
的劳动者造成了空前绝后的冲击，即表现为
一种“替代”的趋势。固然AI不能超越人脑的
机能，但同时也会对现今的生产劳动产生影
响，如今劳动者需要尽可能不断提升自身的
技能来应对如今对创新型技术人才需求的社
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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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到
“机器不是使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
毫无内容”，而现如今进入工业4.0时代，且AI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技术的出
现更是使工厂逐渐不需要劳动力，由它产生的
智能机器所引发的新一轮产业变革和科技革
命空前绝后。如今AI技术盛行，不仅能够代替
人类进行劳动，甚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人
类去“创作”，它不单单是像机器生产一样反过
来操控劳动工人这么简单了。从AI技术代替
人类进行某种劳动而言，它无疑使部分以出卖
这种劳动为生的劳动者面临巨大的失业风险，
劳动者拥有的原本可作为商品出卖的劳动力
变得“没有价值”；而从AI技术可以进行一定程
度的“创作”这方面而言，它无疑冲击着艺术领
域如绘画和音乐、学术领域论文写作、计算机
领域编程等多方面的人类创作活动，这无疑加
剧了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与Al技术所
引发的新式生产活动的矛盾。

一、旧式劳动力与新式劳动力
工业4.0时代亦或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智

能机器的使用为标志，“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
产力”这句话的内涵被无限延展和具象化，过
去仅仅依靠出卖自身劳动力赚取酬劳维持生
计的模式在当今社会愈发难以实现，科学技术
的生产力无时无刻不在进一步迸发出来。而
如今我们再谈劳动力就不能只谈人类劳动力
了，部分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已经逐渐
跟不上时代，故可称之为“旧式劳动力”；而以Al
技术为代表的智能化生产以及“创作”，显然正
逐渐成为当今主流，亦可称之为“新式劳动
力”。正如资本主义过渡时期机器大工业取代
工场手工业，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形态形成的生
产力基础一样，新式劳动力潜力无限，正在逐

步代替旧式劳动力的运行范畴。
旧式劳动力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劳动

从劳动者自身出发，劳动者掌握技能操作工具
及劳动资料，有着极强的参与感和成就感，这
就是至今仍有部分手工技艺能保留的重要原
因；二是工人被机器支配，作为机器的附属物
所存在，工人只需要不断重复某个简单的动作
即可，并不需要过多的经验和技艺累计。新式
劳动力与之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以机器大工业
形成和发展为媒介，并且涉足人类的创作领
域。在19世纪左右的机器大生产，其使用并不
在于减轻劳动强度，“机器是生产剩余的手
段”。而在20世纪中后期出现以AI技术为主导
的新机器大生产，有着可代替人类进行特定活
动的功能。譬如智能化的煤炭工业，传统的需
要下井的劳动者数量大大减少，不必需要过多
的单班下井人员，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对社会都
是非常有益的，人们不必再冒那么大的风险。
再比如“文心一言”的智能生成文本，“豆包”的
AI绘画等等，此类基于生成式大模型的工具已
经直接进军了人类的创作领域。

二、新式劳动力的无限潜力
在传统的机器大工业中，以原料和劳动工

具为载体的物化劳动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但
也仅仅表现为能够支配劳动而不是替代劳动，

“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
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而随着物化劳动
程度的不断提高直到新式劳动力的出现，这种

“支配”已经转化为了“替代”——当然这在机
器大工业时代已经出现端倪，比如第一次工业
大革命时期珍妮机的出现。如今新式劳动力
的“替代性”潜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是智能化生产，代替掉一些人们的简单体力劳
动或极具危害性的劳动；另一方面是“生成式”
（后文中将对这一命题继续讨论）代替掉人们
一些重复性的艺术性或者学术性等方面的无
意义的重复劳动。

从第一方面来说，智能化生产对于生产和
人体都是有益的。它能够节约大量的人力成
本，就比如曾经一条流水线的分工如今只需要
一台全自动化的机器即可。这里的自动化区
别于旧式劳动力中的自动式机器生产，这里的
自动化涉及工业机器人的应用以及“AI技术对
数据要素的依赖性和对人类劳动更深层次的
替代上”。这不仅降低了人力成本，而且大大
提高了生产效率。与此同时智能化生产代替
人们进行劳动，从而让人们从那种工厂生产的
不利方面中解放出来，“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
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等等”。

从第二方面来讲，它能够节约创作者的创
作成本（如精力和时间等）。这里笔者就不得
不提到AI技术的本质——人工智能智能技术
的本质是对人的行为和思维的模仿，从而具有

“创作”的功能。基于目前的生成式大模型，AI
不仅能够绘画、生成文本，甚至能够生成音乐，
我们在百度上搜索问题时也会有AI自动为我
们生成答案。就学术研究方面来讲费尔克等
人列举了AI的帮助：文本改进、文本摘要、文本
分析、代码编写、想法生成、文本翻译。而就文
艺领域来讲，它可辅助进行作词作曲，促进绘
画的设计，要素的添加等。

总而言之，新式生产力具有无限的潜力，无
论是在智能化生产还是创作领域都大大提高了
生产力。新式劳动力一方面在工业领域表现为
智能化生产，大大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节约了
大量的人力成本：另一方面在创作领域表现为一
种辅助性作用，节约人们进行创作活动的时间和
精力，提高了人类在创作领域的生产力。

三、关于AI技术对旧式劳动力的冲击
从新式劳动力影响的两大方面来讲，首先

是工业生产领域，工业机器人的应用以及智能
机器人的开发等直接使以前靠出卖劳动力为
生的部分劳动者面临失业困境，对劳动力的需
求也转向创新型技术人才。其次是创作领域，
它能促进人们的创作，但也带来了AI技术能够
代替人们“创作”的趋向。这里我们有必要提
一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Gemini，GPT-4，
Sora）——其能够进行深度学习，创作能力与人
类不相上下，并不同于此前只能简单输入输出
指令的反应式或判别式人工智能。基于此技
术产生的如“aimax”和“天工”，前者能够通过一
些描述生成绘画作品，后者则能根据需要生成
文本。

从第一方面来讲，对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
部分劳动者来讲，新式劳动力对其由冲击转
向了“替代”。以AI技术为基础的新式劳动力
能够直接代替人类劳动力进行某种特定活
动，如无人机、自动驾驶汽车、工业机器人等，
而那部分向来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们该何
去何从？人类劳动力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
化，劳动者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以适应社
会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出卖自身的体力为
生。第二方面，AI对创作领域的劳动者造成
的冲击是空前绝后的，在AI技术出现以前从
没有任何技术能够涉及人类的创作领域，毕
竟这是人脑的独有功能。诚然，AI只是对人
的行为重复和思维重复的替代，然而随着上
述所提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不断发

展，其“替代”的程度正不断逼近真正意义上
的“替代”，这就使得创作领域的劳动者愈发
乏力。2024年漫威影业新剧《秘密入侵》引起
轩然大波，原因是其由Method Studios使用AI
制作的片头动画，大量观众认为漫威对A片头
的尝试是一次“糟糕的示范”，故事艺术家
Jon Lam称，“这无疑是给了艺术家们和举行
罢工的美国编剧协会一记耳光”。AI技术的
普遍使用势必会造成创作领域的不满，内卷
以及新生创作力量的减少。

对于解决质疑劳动的当代价值与对人工
智能是否会“彻底替代”劳动 的疑问，对AI本
质的解释是必要的：首先，人工智能是人类意
识能动性的特殊表现，是延伸意识器官功能的
新阶段，究其本质，人工智能不过是当代作用
于新的劳动对象的新的劳动资料；其次，人工
智能不仅不等于人类意识，更不可能超过人类
意识，它终究作为一种工具存在。

总而言之，以AI技术为基础的新式劳动力
在如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迸发出巨大
的潜力，促使了劳动结构和劳动需求的更新。
但我们要始终明确AI不是人的智能，也不会超
越人的智能本身，而广大劳动者需要不断提升
自己的技能，努力跟上这个时代，努力发挥出
自身的价值，用客观、严谨、开放的视野把握人
工智能及其发展，将新的劳动资料作为我们认
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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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滁州市南谯经开区，来自江苏南京的入驻企业安徽奥特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智能化车间，工人正在

赶制订单。 近年来，南谯区紧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主动加强与江浙沪地区的合作对接、融合发展，以科技创

新引领产业创新，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广应用新型设备、先进工艺，开展升级化改造，加快发展方式

“智”造转型升级，全力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董超 张如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