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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曦

近日，一些短视频平台涌现了大量某知名

企业家吐槽的视频。在视频中，该企业家对堵

车、调休、游戏等热门话题进行了调侃和锐评，

甚至还有不雅词汇穿插其间，引发网友热议。

事实上，那些吐槽视频并非该企业家本

人在发声，而是由网友利用 AI 软件采集该企

业家原音生成的配音，但逼真的效果让不少

人信以为真。

AI 的发展为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但一

些乱象也引发质疑。以 AI 语音合成技术为

例，只需要打开软件、动动手指，一条以假乱

真的配音视频就能新鲜出炉。然而，有的视

频越过了开玩笑的边界，“偷走”他人声音进

行恶搞、造谣，带来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20秒就能生成一条AI音频

记者在社交软件上检索 AI 配音发现，不

少用户发布了相关视频的生成教程。其中，

大部分视频的配音都源于某拟真语音大模型

应用。

在该应用网站上，创作者上传任意人物

的一段音频作为训练素材，随后 AI 通过学习

可克隆出一个声音角色。网站中的其他用户

只需输入文本，便可以使用该声音生成内容。

按照该网站的使用指引，记者添加了上

述知名企业家的声音角色，输入一段 100字的

文本，然后点击“开始生成”，约 20 秒，一条与

该企业家声音相似度极高的 AI 音频就生成

了。记者发现，截至目前，该声音角色已被使

用 79.9万次，生成字符数达 4455.5万个。

被“偷走”声音的公众人物还有不少。今

年 9月底，一段据称是某直播平台老板卢某某

的酒后录音在网络上流传，整体呈现出卢某

某对于消费者的傲慢态度，以及对相关人士

的不尊重表达，为该平台招致了不小的争

议。后警方调查发现，音频内容不实，系大模

型伪造而成。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通过模仿音频样

本的语调、语速、情感、口音、发声方式等特征，

AI技术已经能够高度还原音频样本的声音，达

到人耳和其他鉴定方式难以区分的程度。

“从早期的‘一眼假’到如今的‘真假难

辨’，AI的发展进入了‘深度伪造’时代。”中国

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互联网法治

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向记者表示，在未经过

授权、未进行标注的情况下，用他人声音制作

AI语音产品，尤其是“借用”公众人物的声音，

很容易引起误解，这不仅会侵害个人信息安

全，还可能扰乱网络空间生态秩序。

滥用他人声音侵犯人格权

当前，不少网友在合成他人的 AI音频时，

仅抱着娱乐心态，并没有意识到背后隐藏的法

律风险。记者注意到，在一条“AI配音教程”视

频的评论区，有学员提问“这样不侵权吗”？

博主回复称：“大家都在做，如果提示违

规，删了就行了。”

对此，北京盈善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清鑫

分析称，与“肖像”类似，自然人的声音具有唯

一性、独特性，是自然人人格的重要组成部

分，声音权益是人格权的一种。制作并上传

他人 AI 音频的行为，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

是娱乐目的，都已构成对其人格权的侵犯。

如果配音内容违法或违反公序良俗，可能侵

犯他人的名誉权。

据了解，今年 4 月，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

开庭宣判了全国首例 AI 生成声音人格权侵

权案。该案中，配音师因认为自身作品被短

视频平台利用 AI 生成语音产品，严重侵犯了

自己的声音权益，将短视频平台及制作方等 5
家公司诉至法院，最终原告获赔经济损失 25
万元。

在审理过程中，被告公司辩称，人工智能

合成后的声音产品，与自然人声音在人身权

属性上有所区别，目前技术都会对人工智能

合成声音进行水印标记，切断了人工智能合

成声音与自然人声音之间的联系，不会产生

对应自然人的人格属性。而法院认为，AI 声
音与原告声音具有高度一致性，能够引起一

般人产生与原告有关的思想或感情活动，能

够将该声音联系到原告本人。在具备可识别

性的前提下，自然人声音权益的保护范围可

及于 AI生成声音。

“该判决对于厘清和把握 AI 生成声音的

边界具有指导意义。”刘晓春说。

治理手段要跟上科技步伐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

心今年 4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近一年

来，经济与企业类 AI谣言量增长 99.91%。受

访专家表示，法律法规和治理手段要跟上科

技发展的步伐，对 AI 技术的应用进行明确的

约束，引导科技向善。

张清鑫认为，AI 语音应用工具提供方不

能“置身事外”，而是要把好第一道关，强化对

源头素材的把控和对生成内容的监管，完善

运营规则，并在出现问题时积极配合有关部

门，追溯违法音频的生成源头。

今年 9 月，国家网信办发布的《人工智能

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征求意见稿）》提

出，提供网络信息内容传播平台服务的服务

提供者应当采取措施，规范生成合成内容传

播活动。包括提供必要的标识功能，并提醒

用户主动声明发布内容中是否包含生成合

成内容等。

“作为内容传播的服务提供者，短视频

等传播平台应尽到相关义务。”刘晓春建议，

除了提示用户进行标识以外，平台也应对 AI
生成内容建立甄别和追踪的机制。如果发

现涉嫌伪造的内容或者接到相关投诉，应当

要求内容发布者及时对伪造内容进行标识，

在不标识的情况之下，可以根据平台规则删

除内容，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进行禁言、封

号等处理。

从“一眼假”到“真假难辨”再到“深度伪造”，生成一条音频只需 20秒

滥用公众人物声音恶搞，AI技术应用“玩过界”被质疑 本报讯 （记者李昱霖）河北省人社厅日前印发《强化支持

举措助力银发经济发展壮大的九条措施》（以下简称《措施》），

提出聚焦产业需求，加大银发经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力度。

《措施》指出，引导技工院校主动对接银发经济市场需求，

优化调整专业设置，增设护理、老年服务与管理等涉老专业，

加强与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开展专业共建、师资培养、开设订单

班等合作，大力推动产教融合。及时将养老护理、健康照护、

医疗服务、心理健康等银发经济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纳入职

业技能培训目录，推广订单、定向、定岗式培训。根据银发经

济相关产业发展需求，规范开展培训和评价工作，增强从业者

的职业归属感。

同时，河北将畅通银发经济领域人才发展渠道，指导银发

经济领域用人单位自主开展技能人才评价，遴选发布社会培

训评价组织，推行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优化职称评审

评价，鼓励支持养老服务机构中从事医疗、康复、护理等各类

专业技术工作的医务人员，按规定参加国家统一组织的卫生

专业技术职业资格考试，或按规定通过各地有关社会化人才

评价机构申报职称评审。

河北强化银发经济领域技能人才培养

本报讯 （记者李丰）近日，贵州省工信厅、省委金融办、

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等 9部门联合印发了《贵州省推

动建材行业稳增长促转型增效益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

施意见》），持续推动建材行业发展。

建材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据介绍，贵州将

统筹扩大内需与深化建材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力稳定

建材行业运行态势，加快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扎实抓好钙质岩

类（石灰石、方解石、白云岩、大理石等）和硅质岩类（硅石、石

英、石英砂岩等）矿产资源“精深用矿”，促进行业加快转型升

级，有效提升质量和效益水平，有序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建

材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实施意见》明确，到 2025年，贵州建材行业下滑态势得到

有效遏制，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止跌回升，力争实现正增长。

到 2027年，水泥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取得阶段性成果，建材产品

深加工水平和绿色建材占比稳步提高，绿色建材产值占比达到

全产业 30%；玻璃、墙体材料等产业转型发展取得积极成效；矿

物功能材料、无机非金属新材料供给能力有效提升。

贵州出台政策支持建材行业转型发展

本报讯 （记者时斓娜）近日，商务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7 部门印

发通知，要求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监督管理

工作。根据通知，今年 10 月至 12 月，将开展

为期 3 个月的打击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

行动，重点对未取得资质认定擅自从事报废

机动车回收拆解，倒卖报废机动车整车、拼

装车，买卖、伪造、变造《报废机动车回收证

明》，超标排污、非法处置固体废物等违法违

规行为保持高压态势。

通知还要求，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资质

认定管理。严格执行《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

办法》及配套规章、标准规定，规范开展资质

认定现场验收评审工作。鼓励汽车生产企

业从事报废机动车回收业务，生产企业应当

依法承担生产者责任。

同时，引导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提质升

级。鼓励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开展精细化

拆解、实施数字化转型，发挥线上交易平台

联通产业链作用，扩大报废机动车回用件销

售规模，提升企业盈利能力。鼓励回收企业

提高资源高值化综合利用水平，支持具备条

件的企业积极向下游钢材、有色金属、零部

件再制造等延伸拓展。

专项整治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监管

10月 27日，工作人员检查污水处理厂生化池设备运
行情况。

近年来，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区湖北省十堰市充分
利用原有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加快绿色低碳转型。中
国能建葛洲坝水务（丹江口）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厂在国网十
堰供电公司的支持下，在生化池上方建设光伏电站，通过清
洁能源驱动污水处理，助力绿色低碳发展。

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 摄

光伏污水处理厂助力绿色低碳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