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
智

慧

海

都 2023年5月16日 星期二 责编/李焕泉 美编/建隆 校对/凌美

A05智 慧 海 都
95060

广告热线：泉州0595-22567990 15259412788

温馨提示：选择金融、二手车、加工、征婚等分类信息，凡涉及到现金、计息、转账等交易事宜，请注意防范，谨防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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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租热线:0595-27551111
地址：泉州台商投资区杏秀路紫阳 788 号（离高速出口约 2公里）

租厂房，找中熙产业园
60万㎡全新精装标准厂房出租，中熙产业园五期全面启动。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晋江市龙侨中学不慎遗失晋江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12
月 20 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350582489358971F，许可证编号：

JY33505820220139，现声明作废。

泉州市圣鹏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50502MA8TNPQFXW）不慎遗

失圆形铜质公章一枚，印章编码：

35050210020337，现声明作废。

汤寿福遗失海洋渔业普通船员证

书，编号：350622197011175999，登
报声明作废。

汤木顺遗失海洋渔业普通船员证

书，编号：350622196503155989，登
报声明作废。

蔡色良遗失海洋渔业普通船员证

书，编号：350622198806145979，登
报声明作废。

晋江市陈埭宿隐旬间餐饮店（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350582MA32K
MKY98）遗失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于 2019年 3月 26日核发的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
JY23505820309879，现声明作废。

永春西兴寺遗失民间信仰活动场

所登记证正、副本，证号：永民信证

字( 2012) 011号，声明作废。

“AI歌手”火出圈，到底侵了谁的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
权法》明确，使用他人已经
合法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
乐作品，再去制作录音制
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
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
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
的不得使用。那么，AI歌手
本身就是被他人的录音制
品“训练”出来的，这算不算
侵犯著作权法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

共事务学院网络空间安全
学院教授左晓栋表示，AI歌
手涉及的法律问题有两个
方面，一个是深度合成类技
术带来的，主要是侵害被仿
冒声音当事人的权益。声
音和肖像一样，也有人身属
性，仿冒伪造利用他人声音
的行为，都可能给声音主体
的人身权益、财产权益造成
损害。

另一方面的问题主要

集中在著作权保护领域，这
和是不是 AI 没有关系，都
要受到著作权保护，但这个
时候被侵权的是原词曲著
作人演唱者录音制作者的
合法权益，总的讲这方面的
基础性法律规定是明确的，
单边的最新的情况还需要
有一些适用性的解释。AI
歌手的案例中，里面涉及多
个法律问题。这都是人工
智能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

带来的新问题。
具体到深度合成领域，

去年 11月，国家网信办、工
信部、公安部已经联合印发
了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
成管理规定，对规范深度合
成技术应用作出了制度性
的安排。另外全国信息安
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目前
正在组织制定国家标准、互
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安
全规范。

AI歌手在火速“出圈”
的同时，也衍生出了一系列
的新问题。

例如，有业界人士认
为，训练AI歌手中使用的大
量歌曲，类似于训练ChatG⁃

PT时使用的大量素材。在
未经相关授权的情况下，使
用这些歌曲是否侵犯著作
权？同时，还有人提出，AI
歌手诸多音频中都使用了原
歌手的照片，这是不是对歌

手肖像权的一种侵犯呢？
不过，也有歌迷表示，

AI歌手翻唱的老歌新曲，大
家就是拿来“自己听听”，又
没有进行商业性质交换，这
是否算不上侵权？还有一

些网友从这起事件里看到
了新的问题，如果明星的声
音可以用来“被训练”，那我
们普通人的声音是否也会
被利用？我们又该如何防
范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记者在某视频平台看
到，4 月中旬，“AI 歌手”的
相关账号热度不断提高，截
至目前，至少已翻唱 60 余
首歌曲，其中包括粤语、日
语、英语、俄语等歌迷们耳
熟能详的歌曲。其中有不
少播放量均已突破百万，从
流行到民谣，这位 AI 歌手
可轻松驾驭各类曲风，且每
天都有数十首“新作”面世。

所谓虚拟歌手，就是通
过模型训练和后期处理，让

AI用明星歌手的声音翻唱
其他歌手的歌曲。从技术
的角度看，这是如何实现的
呢？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
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人工
智能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梁
正介绍，基本上还是用开源
的生成式语音训练模型，运
用一些语音素材进行训练，
而且数据量也不大，因为它
跟语言模型比所谓的数据
量需要没有那么大。

简单来说，制作虚拟歌
手歌曲，首先需要获取没有
伴奏和混响的原始声音。
这些素材可以通过去伴奏
或者提取对话的方式，从他
的视频中获得。然后将这
些素材作为目标音色输入
到模型中进行训练，得到一
个可以生成音色的模型。
接下来就可以用这个模型
来转换任意音色的歌声，比
如林俊杰、周杰伦、赵雷等
歌手的歌曲。最后再进行

一些后期处理和调校，就可
以得到听起来像歌手本人
演唱的歌曲了。

目前来看，这位虚拟歌
手的作品覆盖流行到民谣
等多种风格。由于“AI 歌
手”与真人演唱的音色并
无二致，一些忠实粉丝感
慨，已经很难分清到底是
歌手本人还是 AI，一些粉
丝表示“连换气声都能清
晰听到，咬字尾音都非常
像本人”。

实际上，除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民法
典》和《商标法》中也有相关
条款。法律界人士告诉记
者，实际上，如果仅仅是歌
手的音色或者唱腔，它本身
是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
的。但是在《商标法》的规
定当中，声音是可以作为商
标来受到保护的，但如果声
音没有注册商标的话，就
难以作为商标受到《商标
法》的保护。不过，有律师

在采访中也表示，在《民法
典》里，对声音的保护是参
照肖像权保护进行的，而
对肖像权保护有明确的规
定——那就是不允许进行
伪造。所以，法律界相关
人士就表示，“AI歌手”在
未经相关授权的情况下有
可能涉嫌侵权。同时，AI
歌手也可能会造成故意误
导、混淆或者是形成假冒
别人名义等行为，这些都可
能会涉嫌不正当竞争。

“AI歌手”走红网络，
其实很多创作者、主播、用
户、商家、广告主等等，都
是平台生态的参与者。前
不久，某视频平台更新规
范——在应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技术时，发布者应对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显
著标识，帮助其他用户区
分虚拟与现实，同时禁止
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创作、发布侵权内容，包括
但不限于肖像权、知识产
权等。一经发现，平台将
严格处罚。对此，专家表

示，针对“AI 歌手”问题，
责任主体要分清。

梁正表示，我们要把
分类的责任更清晰化。
除了提供工具的作为大
模型的基础服务的提供
商，作为使用大模型生成
相关内容的生产者，把它
发布在相关平台上的发
布者，有可能是商业性
的，有可能是纯粹娱乐或
者非商业性的，但这都是
发布。包括去使用它，这
里的责任其实是要进行
一个区分的。

其实针对目前生成式
人工智能的发展与管理，
业界也在讨论，我国也即
将有规范可依。今年 4
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
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征求意见稿》提出，
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
提供聊天和文本、图像、声
音生成等服务的组织和个
人，要承担该产品生成内
容生产者的责任；发现、知
悉生成的文本、图片、声
音、视频等侵害他人肖像

权、名誉权、个人隐私、商
业秘密，或者不符合《生成
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要求时，
应当采取措施，停止生成，
防止危害持续。这份征求
意见稿已经于5月10日结
束公开征求意见，我们也
期待随着 AI 技术越来越
深入我们的生活，相关配
套管理也不断完善，各平
台参与者的主体责任也更
加明晰。

（综合央视新闻、央视
网、央广网、新京报）

焦点四：
“AI歌手”是否涉嫌侵权？

焦点五：
播放平台该担何责任？

焦点六：
“AI歌手”出道，何时有规可依？

焦点一：播放量破百万，技术上如何实现？

焦点二：火速“出圈”，背后有哪些新问题？

焦点三：“AI歌手”触及哪些法律问题？

它翻唱过周杰伦的《发如雪》，翻唱过郭顶的《水星记》，翻唱过赵
雷的《我记得》……它受到了网友的追捧，甚至有网友宣布“这是2023
年最火的声音”。它是“AI孙燕姿”，成了新网红。

喜欢音乐的朋友最近可能发现，在一些播放平台，“AI歌手”的专
辑频频上新，不少新歌打榜、老歌翻唱，都赢得
了很多粉丝的追捧，特别是因为训练后的AI
能模仿某些“明星歌手”的独特音色与唱腔，
让人简直分不出是真人还是AI。在一些
平台上，AI歌手演唱了多首大家耳熟能
详的歌曲，让网友争相试听。

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从ChatG-
PT的横空出世，到利用AI技术开发的智
能性游戏和计算系统，再到 AI 绘画、“AI 歌
手”的网络走红，也让我们看到了其中存在的一
些问题。当AI技术越来越多地走近我们的生活，
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保护自身的权益呢？

建隆/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