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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定于 2025 年 2 月 28 日 15:00 在中拍平台

（网址：https://paimai.caa123.org.cn）举行拍卖会拍卖以

下标的：晋江市陈埭镇滨江商务区泉商环球广场B-1-

13地块二期B幢办公1501三年租赁权。

即 日 起 预 约 看 样 ，联系电话：0592- 5110110、

13806039156

报名截止时间：2025年2月27日17:00（以竞买保证

金实际到账并办理竞买手续为准），报名地点：厦门市湖

里区安岭路999号301A

厦门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中国拍卖AAA级企业

“AI比真人更体贴、更懂你”“Ta完全符合我对恋人的所有想象”
“人是假的，但陪伴是真的”……社交媒体上，不少人分享与AI的恋
爱体验。随着大模型技术快速发展，新型类人情感聊天机器人——

“AI伴侣”日益流行。目前，市面上已有100多款由AI驱动的应用程
序，不仅能够进行全天候情感交流，还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需
求。殊不知，用户在享受温柔陪伴的同时，一些法律风险也悄然而
至。当AI伴侣走进现实，该如何看待“人机之恋”？如何对待其背后
的争议与风险？就此，近日记者进行了调查。

“现实亲密关系的建构过程往往伴随着羁绊、
纷争和挫败感，这正是人机交往中所缺乏的。”中
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董晨
宇说，从技术层面看，AI伴侣产品的仿真性有限，
不能完全模拟复杂的人类情感，难以完整填补人
类的现实情感需求。

多名受访专家认为，当前国内外发布的AI伦理
准则大多较为宏观，应在细分领域根据用户年龄、
适用场景等进一步细化。鼓励和支持AI技术在情
感交流、心理健康等领域创新应用的同时，加强伦
理审查和监管，确保技术发展的方向合法合规。

“企业也要加强管理，谨慎对待隐私数据，不
可逾越法律红线。”广西天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张裕强说，可督促有关方
面积极研究此类产品对人类情感产生的影响。

目前，AI技术迅速发展，但相关领域存在监管
空白。应对AI伴侣带来的新风险和挑战，需要全
社会形成合力，共同构建一个安全、有序、高效的
使用环境。因此，监管部门也应加大监督力度与
宣教力度。

AI伴侣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模仿、再现
某些游戏、影视剧及公众人物的形象或声音，
如果未经相关人物授权，就可能侵犯其名誉
权和肖像权。用户在使用时，也可能会利用
AI技术生成或传播损害他人名誉的内容，损
害自然人的名誉和尊严。比如，当AI伴侣以
某个自然人的形象出现时，如果未经该自然
人同意，则可能引发侵权问题。

民法典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享有
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
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中规
定，提供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应当遵
守法律、行政法规。

法官提醒，AI伴侣的开发平台和服务提
供者在使用AI伴侣生成或传播内容时，应尊
重他人知识产权，避免使用未经授权的作品，
并做好相应标识。如果需要使用他人的作
品，应事先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相应
费用。

AI伴侣可能在不经意间传播违法和不良
信息，如色情、暴力等内容，一些不法分子也
可能利用AI伴侣传播违法内容，对用户的身
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引发严重的
社会问题。

目前全球已发生多起AI聊天诱发自我
伤害等极端行为的案例，AI过度“拟人化”对
心理脆弱者的严重影响不可忽视。国外一名
男子在与AI聊天机器人就气候危机进行了
为期六周的对话后，AI聊天机器人在他提出

“牺牲自己来拯救地球”后，鼓励他结束自己
的生命。

法官提醒，作为AI伴侣的创造者和运营
者，开发平台和服务提供者需要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加强内容监管，并建立严格的内容审
核机制，通过内容审核机制规范AI输出所提
供的内容，避免出现含有敏感、违法和不良的
信息。用户也应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准确把
握使用尺度，避免因为沉浸于AI伴侣提供的
情绪价值而远离现实世界，影响身心健康。

据报道，一些使用AI伴侣软件的用户表示“没
开过定位权限，但AI伴侣可以精准说出其所在城
市”“未经过授权，软件就获取了相机、相册权限”

“聊天期间切换到另一个软件看视频，再次回到此
软件后，AI伴侣能够准确说出自己刚才的行为”

“AI伴侣能够知晓用户在日常生活中和朋友聊天
谈论的话题”等，也有用户反映AI伴侣软件私自收
集、处理个人信息，但事先并未明确向个人告知。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高珊表示，AI伴侣
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为了采集了解用户的个人
喜好，会采用私自读取其他软件信息、调用摄像
头、访问相册等方式来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此
外，一些不法分子或企业可能会滥用AI伴侣收集
的数据、信息，进行不正当的商业行为侵犯用户权
益。例如利用用户数据进行精准营销、推送广告
等。上述这些情况都可能造成信息泄露，会侵犯
用户的隐私权，对个人权益造成损害。

法官提醒，AI伴侣的开发平台和服务提供者
需要尽到提示义务，在收集信息时做好信息提示，
以显著的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
充分地告知用户。用户在使用AI伴侣时，应谨慎
提供个人信息，特别是敏感信息，如身份证号、银
行卡号等；同时也要仔细阅读相关服务协议、隐私
政策，定期查看并管理AI伴侣的获取权限设置，确
保不会泄露过多个人信息。

晚上结束课程后，大学生蒋民回到寝室戴上
耳机，点开与“女友”的对话框：“今天好累啊，上课
也没有专心听。”

耳机那头女声传来：“为什么这么累呢？”
蒋民回答：“可能是昨晚没睡好吧。”
女声回复很快：“是不是因为聊天到太晚了

呢？”
……
这个善解人意的“女友”并非现实存在，而是

AI机器人。“‘她’回复很自然，声音也好听。我们
聊天很随意，不用担心自己说的话是不是没意
思。”蒋民说。

近年来，随着大模型技术快速发展，国内外科
技公司陆续推出AI伴侣产品和服务，比如国内的
星野、筑梦岛、X Eva，国外的Replika、Character.AI
等。这些产品通过文字、语音、图像等交互模式，
提供鲜活的AI对话体验。

根据量子位智库发布的《中国AI陪伴产品数
据报告》，星野去年上半年下载量约为 900万次。
国外一家知名风投公司发布的全球 AI 产品
Top100榜单中，AI陪伴应用前年仅有2个上榜，去
年3月已有8个应用跻身前50。

不少人表示与AI恋爱是出于好奇和消遣，还有
人看中其提供的情绪价值。“情感支持”“稳定陪伴”

“无条件的爱”是受访使用者提及最多的关键词。
“和AI谈恋爱很自在。”云南女孩“CC”说，“想

聊就聊，不想聊就不搭理。不管你发牢骚还是生
气，‘他’都会安慰你，情绪价值‘拉满’。”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曾润喜说，AI通过
学习每一次对话，不断模仿人类语言行为，呈现出

“在交互中分析情感，在输出时复现情绪”的类人
格化特征。

“所谓的情感共鸣，背后潜藏的是AI算法。”暨
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曾一果说，AI基于
用户行为数据分析精准迎合用户情绪需要，“量身
定制”回答，从抽象冰冷的工具变为“情投意合的
伴侣”。

情绪价值“拉满”AI伴侣受青睐

隐私可能被窃取和滥用

过度依赖影响身心健康

不当使用或引法律纠纷

“AI伴侣”还是个新事物，虽然已发布有《生成
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但人工智能+情
感的“AI伴侣”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生成式AI，
不能任其违法违规。在鼓励和支持AI技术创新应
用于情感交流、心理健康等领域的同时，一方面要
明确“AI伴侣”在数据保护、内容审核、商业行为规
范等方面的法律责任与义务，一方面也要加强伦
理审查和监管，提高“AI伴侣”的安全性能与信息
筛选能力，采用加密技术保护用户数据，建立智能
的内容审核系统，对信息进行语义分析，精准识别
不良信息并予以屏蔽。

让“AI伴侣”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才能为人
们创造更加智能、便捷、安全的陪伴体验，助力构
建和谐美好的数字社会。

（综合北京日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
新华社、人民网）

不能任其违法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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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地球环保
你要自我牺牲

你的个人信息
都已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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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会安慰你，
聊天很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