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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人工智能的立法应用

第一节 人工智能立法应用概述

第二节 人工智能辅助立法的应用

第三节 人工智能辅助立法的风险与应对



一、人工智能应用于立法的必要性

二、传统立法策略的弊端

三、人工智能辅助立法的优势

第一节 人工智能立法应用概述



人工智能应用于立法的必要性

（1）立法工作

所涉及的信息

十分庞大，需

要人工智能进

行辅助协调。

（2）立法者的
有限理性将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立
法的科学性，需
要人工智能进行
全数据分析。

（3）人工智

能辅助立法符

合国家及社会

的整体发展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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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立法模式的弊端

首先，延迟式的立法模式无疑不利于社会的稳

定与发展。其可操作性差，且适用性不足。
1

其次，立法权力的下放可能引发权力的异化，

甚至导致立法者权力虚化。
2

最后，立法的普遍适用性不足。试验过后的立

法也很可能仅仅适用于试验地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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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工智能辅助立法的优势

    

（一）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获取更加全面的信息

其一，“人工智能

+法律”中，人工

智能技术驱动的大

数据生产，更能让

地方立法制度成果

真实快速地反映客

观规律，同时数据

思维的精确性也能

最大限度保障立法

中立性，破除立法

中部门利益壁垒。

其二，深度发

挥人工智能技

术在资料获取

方面的优势，

辅助立法机关

客观、整体、

广泛地获取立

法数据，征求

立法意见，最

大程度反映社

情民意。

其三，海量数

据和人工智能

的算法模型丰

富了法学实证

研究的分析工

具和方法，让

研究结果能更

准确地展现事

物发展规律。

其四，人工智

能技术在地方

立法中的不断

应用，还可有

效应对和处置

地方立法过程

中可能发生的

舆情，实现地

方立法与社会

的良好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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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异化现象的发生主要是由于立法部门信息不足。

立法者之所以将立法权力下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立法者无法获取足够的信息，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处理

信息。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加入，立法者不仅可以

掌握足够的立法信息，更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所

有的信息进行整合和分析。而当立法者有足够能力处

理纷繁复杂的立法问题时，其便不再需要通过将权力

分配给其他部门的方式来缓解自身的压力。

（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于立法有利于防止权力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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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所进行的立法试验有可能不具有普适性。例如，一

般经验认为经济发达的地区法治也相对发达。然而，这类

经验很多时候并不一定正确，而这种基于经验的误判也是

导致“地方先发”理论错误的关键。而人工智能技术所运

用的“机器经验”是一种不同于人类经验的判断方式，这

种经验是基于更多的数据和信息进行的判断。尽管当下并

没有研究证明“机器经验”和人类经验的准确性究竟何者

更高，但从兼听则明的角度上讲，“机器经验”至少将更

加丰富人类经验。

（三）人工智能技术在立法中的应用将增强规范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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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性是立法的基本要求，但是在当前的立法过程中，

能够参加相关立法论证会、座谈会和研讨会的专家学

者以及利益相关者数量毕竟相对有限，多数普通民众

参与地方立法的通道并不十分顺畅。同时，在地方立

法草案意见征集过程中，由于不少地方仍然借助传统

意见征集模式，多数普通民众难以拥有较为便利的渠

道和方式来发声。 而人工智能技术则可以更好地帮

助地方立法机关获取民众意见。

（四）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提升立法的民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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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工智能在立法准备中的辅助作用

二、人工智能在法律制定中的辅助作用

三、人工智能在立法后评估和修正中的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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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工智能在立法准备中的辅助作用

    

  “立法者能够利用现代大数据技术来查找存储于大型数

据库中所需的特定立法信息，在对海量数据进行收集、挖

掘、索引、智能筛选的基础上，人工智能能够快速地帮助

立法者做出合理的立法选择。”

第二节 人工智能辅助立法的应用

    以电子证据立法问题为例，目前涉及

到电子证据的案例共41107件，如此数量的

判决书所包含的文本内容更是不计其数，

该类内容仅由人进行分析是不现实的。人

工智能则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其通过

对各种信息的检索和分析，可以挖掘出最

有效的信息辅助立法。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更

是可以对立法后的效果进行预

测。较为典型的例子是犯罪热

点预测图的绘制。而立法活动

中同样可以借助大数据预测技

术对立法后的效果进行分析。

相较于传统试点的方式，通过

大数据进行预测是在全数据的

基础上进行的，其可以避免因

样本特殊性而导致的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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