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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租热线:0595-27551111
地址：泉州台商投资区滨湖南路中熙产业园（离高速出口约3公里）

租厂房，找中熙产业园
60万㎡精装标准厂房出租，专业化、规模化、产业聚集

（酒店、KTV同步招租）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福建牛灶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50582MA2Y9Y
NA1L）遗失圆形、铜质公章一枚，

印章编码：35058210099502，现声明

该公章作废。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
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
郑宁看来，为保障逝者的人
格权益，制作方只有经过逝
者继承人的同意才能进行
相关“复活”操作。同时，制
作方在利用 AI 技术数字

“复活”逝者后，还需要承担
一些法律责任，“比如说制
作出来的形象与实际偏差
太大，对用户逝去亲人的形
象造成一定扭曲，就有可能
侵害逝者的名誉权、肖像权
等相关权益”。

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占领提到，虽然已故
人士不再具备隐私权，但逝
者的近亲属仍需保护死者
的隐私权益和肖像权益。

“如果出现泄露隐私或损害
名誉的情况，逝者的近亲属
有权提起诉讼。”

陈亮告诉记者，当用户
表达希望制作逝者数字人
时，制作团队会要求有消费
意愿的用户证明与逝者的
关系并提供逝者已经去世
的相关证明，以防有不良企

图者将生成产品用于欺诈
等不法行为。

陈亮说，此外，为了实
现AI数字人与用户的深度
对话，此类制作团队一般会
将自身产品接入大型模型
系统，由大型模型系统作为
数据库提供语料支持。“在
这个过程中，我的制作团队
会去除一些敏感词汇，以防
止不法用户通过视频操控
数字人，诱导数字人向亲友
提问类似银行卡密码等隐
私信息。只要存在这种可

能性，数字人就会重新启动
系统，从而解决潜在的欺诈
问题。”

记者注意到，在电商平
台上，不少提供该项服务的
店铺都在商品页面强调：只
帮助缅怀亲人，不做人脸识
别，也不做违法的内容。“我
们不提供声音还原服务，就
是担心利用AI技术克隆出
完全一样的声音，生成出顾
客需要的内容后，会被用于
不法途径，传播虚假信息
等。”一家店铺客服表示。

AI“复活”亲人 警惕背后的风险
“只需要52.1元，就能还原逝去亲人的容貌并和Ta聊天。”在生成式AI技术发展的浪潮下，与逝去的亲人“再

见一面”似乎日渐成为可能。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用AI“复活”逝去的人，已经发展成了一门生意。在一些电商平台上，有不少做AI“复活”

生意的商家。在某电商平台，AI“复活”的商品标价从几元、几十元到上百元乃至数千元。与此同时，近年来，AI
换声、AI换脸等诈骗手段也越来越高级，欺骗用户的情感和钱财。

受访专家建议，AI“复活”技术提供者提供服务前，应明确要求用户提供相关证明，并加强技术防范，避免AI
产品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或被用于欺诈等不法行为。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管，推动建立行业标准，既保证技术创新，
也要保障人类的价值和尊严。

N法治日报 极目新闻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购买 AI 数字“复活”产品
的消费者大多并未看到有
关标注以证明产品由 AI
制作。对于《生成式人工
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的相关规定，许多消费者
并不了解。

对此，赵占领指出，如
果制作方使用自己研发的
人工智能软件生成产品并
在销售过程中不进行标
注，是一种违法行为。如
果使用其他人工智能软件
生成的产品上标注了相关
信息，但制作方通过技术
手段将其去除，是否符合
法律规定则尚待商榷。目
前，虽然人工智能技术在
我国兴起的时间不长，《生
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
行办法》等规定的出台相
对及时，但对于数字“复
活”等技术，目前尚未有专
门的法律法规，可能需要
在未来出现问题时逐步进
行规范。

作为从业者，陈亮也

希望未来运用数字“复活”
技术需要有关部门发布资
质牌照，由有关部门加强
监督管理，让市场参与者
更加放心。

“立法通常是滞后的，
尤其在新技术领域。”郑宁
说，期望通过出现新问题就
进行立法或修法往往难以
解决问题，底线问题必须通
过立法解决，除此之外可以
通过“软法”比如行业标准、
企业自律行为等，在实际操
作中发挥规范作用，“在数
字‘复活’领域，行业协会可
以牵头制定伦理标准，企业
和从业者遵循这些标准，有
助于解决问题”。

受访专家认为，针对
数字“复活”技术的使用，
现有法律难以规制的，可
通过不断“打补丁”的方式
出台新规则，逐渐完善规
制数字“复活”技术的规范
体系。与专门、系统立法
相比，这种渐进式规则完
善方式，可以给这一新领
域的发展留出足够空间。

近日，知名音乐人包
小柏成功运用 AI 技术“复
活 ”了 已 离 世 两 年 的 女
儿。“数字世界”里的女
儿，不仅会唱歌跳舞，还
能跟家人对话。

据悉，女儿因病去世
后，包小柏开始钻研 AI 技
术并攻读相关专业博士，
用女儿生前的碳基资料进

行重建，重现了女儿生前
的动态。他感慨：“AI就是
寄托思念的工具，也是一
种对思念的表达方式。”

普通人有机会让已故
的亲人“复活”吗？所谓
AI“复活”逝者，即利用人
工智能技术，将逝去亲人
的文字描述、图片、视频
和声音资料输入 AI 算法

模型，从而模拟生成一个
数字形象，具备逝者的性
格、记忆、图像、视频和声
音。

在数字“复活”领域工
作的陈亮 (化名)介绍说，
他们的产品主要分为两
种。一种是以视频为媒
介，通过逝者的照片和声
音，创作生日祝福或安慰

的视频。另一种是开发一
款可对话的聊天机器人，
这款机器人不仅具备逝者
的声音和外貌特征，还能
模拟客户亲人的性格和记
忆，与用户进行对话，为
客户提供个性化的体验。
这些不同形式的产品对应
的价格从 52.1 元到 521 元
不等。

记者在电商平台上看
到，有不少店铺提供用 AI
技术“复活”已故亲人的服
务，价格在 10 元至数百元
不等，有的还提供定制服
务。

记者咨询了其中一户
商家，其店铺中共有 3款商

品，分别是创意 AI 修复亲
人“复活”照相、AI 配音仿
真模拟定制专属、AI 代唱
翻唱歌手声音克隆，3款商
品标价均为10元。

还有商家告诉记者，
商品具体价格要根据照
片和要求来定，如果只是

让照片里的人动起来，只
需要提供正面照片，成片
是 10 秒左右。如果想要
让照片里的人说话，需要
提供正面照片和音频，价
格 根 据 视 频 时 长 确 定 。
如果没有音频，则提供文
字内容，商家给配普通话

声音。
至于记者提到的“可

以实时互动的”AI商品，咨
询的某电商平台 10户商家
都表示做不了。有商家解
释说，要实现实时互动，需
要用 AI 训练，这不是一个
软件就能做到的。

一直以来，AI“复活”都
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

有观点认为，在生成式
AI 技术的加持下，和逝去
的亲人“再见一面”成为可
能，弥补了情感的缺憾。

也有观点认为，这样的
做法没有意义，人没了就是
没了，这只会让自己更难走
出失去亲人的痛苦。

还有人质疑，用逝者生
前影像样本克隆出来的“亲

人”，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
人吗？

记者注意到，在国内，
像陈亮这样的制作团队并
不少见，一些公司加快涉足
AI“复活”亲人的领域，如地
处江苏省南京市的某AI技
术团队，在半年多时间里帮
助 600多个家庭实现“在线
团圆”，平均一单的费用从
几千元到1万元不等。

即使如此，陈亮告诉记

者，团队在实操过程中遭遇
多方面的挑战。例如，技术
上的限制就是一大挑战，声
音克隆需要清晰的声音文
件，而目前的算法主要支持
普通话，对方言和口音的支
持较为有限。

“由于逝者大多年龄较
大，他们生前留下的声音文
件并不多，这限制了产品的
扩展和适用范围。同时，人
们对于通过输入文字与逝

者的数字形象对话的模式
也持观望态度，并非所有人
都愿意尝试或信任这种创
新。”陈亮说。

“完成和未完成的比
例大概在 3∶2。”用AI技术
帮助顾客“复活”已故亲人
的超级头脑工作室负责人
张泽伟透露，无法提供服
务的原因有多种：委托人
提供素材过少、家中有人
反对等。

调查中，受访业内人
士透露，作为生成式AI技
术落地应用的一个细分领
域，正在尝试提供 AI“复
活”逝者服务的，有初创团
队，也有头部企业。由于
各种原因，这门特殊的生
意，整体上还处于低调谨
慎的探索阶段。

对此，郑宁也建议，想
要通过 AI 技术“复活”自
己亲人的潜在受众，选择
正规机构是确保个人信息
安全和合法权益的关键。

“签署合同也是重要
的一环，在合同中必须明
确规定数字人的财产权等
权利属于个人而非企业。
此外，合同还应包括对违
约责任的详细规定。如果

发现合作企业存在违法违
规行为，应及时向主管部
门举报和投诉。这种举报
可以帮助维护整个行业的
合法秩序，保障广大用户
的合法权益。”郑宁说。

此外，根据 2023 年 7
月颁布的《生成式人工智
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研发过程中进行数据标
注的，提供者应当制定符
合本办法要求的清晰、具
体、可操作的标注规则；开
展数据标注质量评估，抽
样核验标注内容的准确
性；对标注人员进行必要
培训，提升守法意识，监督
指导标注人员规范开展标
注工作。

用AI技术“复活”已故亲人

做AI“复活”生意商家纷纷问世

AI“复活”面临技术限制等挑战

背后存在侵权等法律风险

选择正规机构，以及签署合同

□提醒

“打补丁”方式，不断出台新规则

□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