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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2018 年 6 月 25 日至 7 月 13 日，纽约 

 

 

  委员会的工作方案 

 

  智能合同和人工智能所涉法律问题：捷克的呈文 

 

  秘书处的说明 

 

 捷克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智能合同和人工智能所涉法律问题的文件供委员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审议。秘书处于 2016 年 5 月 30 日收到该文件，现转载于本说明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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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捷克共和国提交的关于智能合同和人工智能所涉法律问题的说明 

 

1. 捷克共和国谨提请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注意，密切监测

智能合同和人工智能领域法律动态不无必要，以期在适当时候开展这一领域的工作。 

 

  智能合同 

 

2. 近年来合同自动化有所增加，即有可能在预编程序密码的基础上、在没有人进

行审查或其他干预的情况下实施某些与合同有关的行动。自动化可能发生在合同生

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订立、履行和执行。智能合同可在速度、执行费用和合同管理

方面带来显著益处，包括合同履行情况的监测。 

3. 贸易法委员会已经拟定了相关规定，使智能合同的使用在法律上成为可能。特

别是，2005 年《联合国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第 12 条就合同订立使用自动

电文系统作了规定，《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可转让记录示范法》第 6 条承认可以在电

子可转让记录中纳入可转让单证或票据所包含信息以外的信息，包括元数据。然而，

对于这些条款的了解似乎很有限。此外，新出现的商业实务可能表明需要制订进一

步条文或法律指导意见。2017 年 7 月 4 日至 6 日为纪念贸易法委员会五十周年于

维也纳举行的题为“实现国际贸易法现代化，支持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贸易法委

员会大会讨论了这些问题（有会议记录）。 

 

  人工智能 

 

4. 自 1960 年代以来一直在从法律和法学方面讨论人工智能现象。2010 以来，律

师对人工智能的兴趣迅速增加。最可能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不仅在于日常生活中越

来越多地使用人工智能，而且特别是因为这种技术提出的法律上的具体挑战。 

5. 已经有一些人工智能的定义。但没有一项定义是被普遍接受的。一般而言，人

工智能是一种通过模拟智能过程的方式开发能够解决问题和履行任务的系统的科

学。人工智能系统可被教会解决问题，但也能够在没有人的干预的情况下研究问题

并学会如何自己解决问题。不同系统可达到不同程度的自主性并能够独立行事。在

这方面，人工智能系统的运作及其结果是不可预测的，它们做什么事就像“黑匣子”

一样不可知。 

6. 如今，在所谓工业 4.0 的欧盟自动化当下大趋势中，人工智能起着重要作用。

据认为，人工智能将改变公司的经济运作方式，并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最近的公

开辩论特别侧重于对人工智能领域本身进行规范并划定界限的必要性，以防止发展

所谓的人工全智能，即一种相当于、甚至超过人类智力的智能系统。此外，辩论指

出有必要对人工智能系统进行道德方面的教导并在此等系统中植入可为社会承认

的价值观念。 

7. 这些辩论不无道理，应予考虑。然而，它们是与社会对待人工智能的方法不充

分有关的更大问题的一部分。这包括对于何为人工智能以及应当如何为我所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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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理解。此外，目前的法律尚未承认人工智能的具体特征，而事实上人工智能

对法律关系的动态有着显著影响，如商业合同、责任纠纷和投资等。 

8. 在私法领域，可能产生若干挑战，而如果从不同法域的角度来审视，这些挑战

甚至变得更为复杂。第一个问题与提供包含人工智能的服务或系统所依据的合同有

关。例如，订约方需要处理的不确定性涉及算法设计方面的尽责程度或者对系统故

障的可能赔偿责任，同时不能预测未来行为，而且对其未来使用以及可能对人工智

能系统产生重要影响的数据输入无法掌控。从技术角度看，可能无法为人工智能系

统作出的具体决定找到正当理由。因此，一旦发生损害，各方即处于一种证据真空

状态，可能无法在缺失具体规定的情况下确定赔偿责任。法律需要制定明确的规则，

平衡各方义务，以便保护合同双方以及第三方，后者需要确切知道在何处寻求损失

救济。 

9. 鉴于人工智能技术和基于人工智能的服务通常涉及不同法域，各方需要保护自

身利益的有效手段。没有协调一致的国际办法，一些国家可能故意避免采用具体规

则，以便于公司利用其不当法律逃避责任。鉴于人工智能系统的能力，例如在数据

分析方面的能力，以及附合合同的广泛使用，这有可能对各利害攸关方的利益产生

不利影响。 

10. 除了预测分析、趋势分析、数据挖掘和自动化，人工智能还用于协助日常工作，

并可便利其用户的不同类型交易。人工智能系统所进行交易的法律属性也不清楚。

人工智能系统可视为各方籍以订立法律交易并受其约束的电子代理。但是，有些公

司可能会对法律制度进行考验，创建可独立行事、有自己目标和目的、同时让创建

人隐姓埋名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而当另一个人工智能系统所创建的人工智能与人

类互动时，情况甚至更复杂。迄今尚无满意的法律解决办法。 

11. 合同外赔偿责任也是如此。如上所述，由于证据缺失，而且涉及一些难以评估

其责任的人员，赔偿责任的确定尤其困难。另外，保险范围可能不会包括发生损害

的所有情形。 

12. 根据最近的调研，工商界对今后这一领域的法律动态尤感关切。规则和指导方

针缺失，阻碍公司设计可为企业接受和信任的人工智能系统。因此，公司不愿意投

资开发人工智能系统。唯有国际一级接受的解决办法方可保障安全和负责任的人工

智能发展，同时又可保障社会和经济利益。 

13. 在国家一级对与人工智能及其应用（包括机器人）有关的问题采取片面和非系

统的解决办法之前，国际社会应尽快把重点转向上述所有问题。这种片面解决办法

将妨碍公司之间开展跨境合作或提供服务，因为必须遵守各种不同法律标准，贸易

争端比上升，以及投资回报率不确定性增加。因此，赔偿责任问题、尽职调查、人

工智能系统合同，以及人工智能现状及其法律相关行为的属性——仅举几个相关问

题为例，都应当加以分析和处理。不采取系统的国际解决办法，对共同问题各行其

是，将给人工智能提供的全球机会设置障碍。传统监管方法并不完全适用，因此，

国际社会应当找到一种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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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的步骤 

 

14. 鉴于以上所述，贸易委员会应当要求贸易委员会秘书处在其现有资源范围内监

测与智能订约和人工智能所涉法律问题有关的动态，并向委员会提出报告，特别是

确定可能需要统一的法律对待办法的领域。此项工作应当与有关组织协调进行，即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统法协会）、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以及其他实体。这方面应当注

意是，国际标准化组织设立了关于“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技术委员会

ISO/TC307。 

15. 在捷克，捷克科学院国家与法律研究所于 2017 年开始进行人工智能、自主系

统以及自动驾驶汽车的讨论。该研究所打算深化对这些议题的社会理解，为此在布

拉格举办了一次人工智能与法律问题国际会议（2018 年 9 月 5 日至 6 日）。这一活

动可为讨论这一专题提供方便的机会。因此，我们希望邀请这一领域的专家以及对

这一专题感兴趣的其他人士参加这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