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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合成以假乱真
冒充熟人实施诈骗

记者在多款AI软件中搜索发
现，有不少模仿知名艺人声音的
情况。去年，“AI孙燕姿”翻唱《发
如雪》等歌曲，迅速走红网络，多
平台播放量破百万，热度居高不
下。之后又出现一批其他“AI歌
手”，其中不乏已故歌手的AI。随
后，大批AI翻译作品涌现，如郭德
纲用英语说相声等。

据了解，“AI孙燕姿”使用的
核心技术来源于Sovits4.0 模型。
它是基于 AI 技术的免费学唱软
件，用户只需输入歌词和曲调，就
可以精准模拟人声，自动生成一
首翻唱歌曲。

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搜索发
现，关于此类技术的学习教程不
在少数。有业内专家指出，目前，
通过AI技术，可以实现对图像、声
音、视频的篡改、伪造和自动生
成，产生以假乱真的效果，一些不
法分子很可能利用这类技术实施
违法犯罪行为，危害社会公共利
益。

其中，最为常见的手法是冒充
熟人实施电信诈骗。不久前，江
苏句容的杨女士在收到自己“女
儿”多条要求缴纳报名费的语音
后，向骗子账户转账3.5万元。对
此，办案民警反复提醒：“遇到转
账一定要慎之又慎，眼见不一定
为实。”

“自然人的声音也是人格权的
一种，受民法典保护。任何人不
得丑化、污损或者伪造他人声音，
更不可以未经本人许可，模仿他
人声音获利。”北京市京师律师事
务所律师许浩说。

“特定人的声音可以产生一定
经济价值的属性，被侵犯不仅会
造成人格损失，更可能造成经济
损失。”北京京本律师事务所主任
连大有说，但实践中这类案件通
常面临维权难的困境，存在取证
难、举证难、认定难等问题。

未获得权利人同意
擅自使用构成侵权

AI“复活”逝者也是颇受争议
的话题之一。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看到，不
少网店专门从事AI“复活”逝者的
生意，称可以“让动态照片开口说
话，修复合成微笑定制怀念视
频”，一般标价为10元。但产品详
情页中写道，拍前请与客服沟通
需求，具体价格根据难易程度决
定。

客服介绍，简单地让照片动起
来只需几十元钱，稍微复杂点有
表情的要上百元。如果需要采用

AI换脸技术，根据相似度不同，价
格在几百元至上万元不等，其声
音、相貌的相似度可达95%以上。

据了解，AI“复活”逝者是基
于大数据分析、语音合成、机器学
习等先进技术，通过对逝者生前
的文字、音频、视频资料进行深度
学习，创造出与其音容笑貌极为
相似的虚拟形象。

在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
中心副主任朱巍看来，是否获得
权利人的合法授权，是判定是否
构成声音权益侵权的关键。近年
来，AI语音合成技术的应用日益
普遍，但编辑、使用某一自然人的
声音，需要当事人单独同意。如
果当事人已经去世，应当获得相
关权利人的授权。

“如歌迷、粉丝出于对已故偶
像的喜爱，用AI技术复活偶像，这
种行为涉嫌违法。”连大有说，根
据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四条，死者
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
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
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
担民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
且父母已经死亡的，其他近亲属
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
任。

连大有说，利用技术“复活”
死者的行为还可能涉及知识产权
问题，如“复活”已故偶像，往往会
使用相关的歌曲、影视、著作等知
识产权。相关的知识产权可能属
于其他公司、企业等，也需要获得
其授权才能使用。

明确侵权赔偿责任
制定技术标准规范

对于AI语音合成技术背后的
侵权风险，相关部门和网络平台
已着手监管和规范，尝试在技术
发展和法律保障之间达到平衡。

“在AI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
下，要更加注重保护个人隐私和
声音权益，同时也要规范AI语音
合成技术的应用范围和使用方
式。”许浩认为，对于相关的公司
和个人来说，应当加强对于AI技
术的了解和应用，遵循法律法规
和行业标准，避免侵犯他人权益。

朱巍呼吁，技术供应方应当重
视技术伦理问题，制定统一的技
术标准和规范，确保技术应用有
底线。在法律监管方面，提升防
控措施的精准性、透明性和稳定
性。

连大有建议，在司法实践中，
要进一步细化相关法律规定，明
确声音权的范围、侵权行为的认
定标准以及赔偿责任、承担方式
等。同时，还要加强宣传教育，提
高公众对声音权的认识和重视，
营造全社会共同维护声音权的良
好氛围。

畸形“饭圈文化”侵蚀体育界
乒乓球成重灾区，粉丝戾气究竟从何而来

花十元就能让照片开口“说话”？
专家提醒：警惕AI悄悄“偷”走你的声音

AI换脸实施诈骗、AI翻唱明星歌曲、AI“复活”逝者……随着AI技
术的不断发展，在网上“克隆”他人的容貌、声音已非难事，相关纠纷也
屡见不鲜。

前不久，北京互联网法院一审开庭宣判全国首例AI生成声音人格
权侵权案，明确认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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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生成声音可识别性的认定应综合考虑
行为人使用情况，并以相关领域普通听众能否识别作为判断标准。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对于AI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需在保护
个人权益的基础上进行。

据法治日报

随着中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体育项目和优秀运动员受到关注和追捧。而“饭
圈文化”，一种始于娱乐圈，依托偶像艺人和粉丝经济形成的青年亚文化，近年来逐步侵袭体育
领域，非理性追星行为愈演愈烈。

从社交媒体上粉丝之间的互撕谩骂、刷量控评，到线下追星时的围追堵截、恶意攻击，再到
观赛过程中的“长枪短炮”、声嘶力竭……部分极端且失控的“饭圈”行为，正严重影响着运动员
的比赛、训练甚至日常生活。畸形“饭圈文化”侵蚀体育，粉丝戾气究竟从何而来？

据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

集体应援、党同伐异、干扰比赛，体育“饭圈”乱象多

作为乒乓球爱好者，李严（化
名）从不认为自己是纯粹的“球
迷”。在她的理解里，“球迷”和“粉
丝”是几乎没有交集的两类群体，
凡是关注运动员本身多于关注球
赛、球技的，都应被归为“粉丝”。

李严是某国乒选手的忠实粉
丝，除了在社交媒体上关注运动
员的行程和状态，她还会线下追
比赛，自制手幅等应援物品，在赛
场上为运动员加油助威。即使这
样，李严依然难以融入“饭圈”核
心，拿不到应援会的纪念品。“如
果想进粉丝群，关注或点赞里有
其他国乒的人都不行，只能关注
他一个人才有资格。”

体育行业一线从业者张亚（化
名）证实了李严曾面临的窘境，他
介绍，后援会有一套利用社交媒
体 识 别 加 入 者 身 份 的“ 方 法
论”——你有没有在其他选手的
超话里留过言、打过卡等，如有，
则会被认为不够“忠贞”。

常年身处赛事报道一线的体
育记者黄慧（化名）无法理解这种

“专一的爱”，她认为所有的球迷
都应该是“团粉”，应该支持整个
中国队。但在现在的粉丝文化
里，这种行为是被打压的。

在李严的记忆里，2016年里约
奥运会之前，乒超联赛票价相当便
宜，几十块钱能看一天，主办方还
会提供免费盒饭。那时，球迷和运
动员之间的距离似乎也保持得刚
刚好，每当国家队凯旋，首都国际
机场或国家体育总局的运动员公
寓外，一声加油、一束鲜花、一张贺
卡，就已经是球迷最真挚的祝福。

而里约奥运会之后，随着多个
热门项目、多位现象级明星运动
员的“破圈”，一些原本对竞技体
育知之甚少的粉丝大量涌现，并
形成大量虚拟社群。时至今日，
体育“饭圈”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现
越来越让李严难以适从。她发
现，不同粉群在线下并不会真的

对骂，还会躲着走，但线上“战斗
力”非常强。“骂得很难听，已经不
从现实出发了，人身攻击到球员
身上。有人在微博上发很长一
段，讲规则和运动员待遇的不公
平，然后其他人就去转发。”

张亚观察了大量极端粉丝在
线上的表达，他总结，一些“洗脑
包”“引战帖”之所以能受到粉丝
的拥护，并不是因为输出了某种
在体育专业领域中正确的观点，
而是源于迎合了很多粉丝心理上
的空虚。在相互攻击的过程中，
粉丝本人会收获一些现实生活中
没有获得过的关注度。

黄慧同样认为，畸形体育“饭
圈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就是网
络暴力，而在一场又一场的网络
暴力中，粉丝自身会形成信息茧
房，在同一个圈子里反复发声。
黄慧发现，极端的粉丝善于站在
道德制高点，获得一种虚假权力
的快感和群体认同。

“以爱之名”实施网络暴力，一种自我投射与集体共鸣

由畸形的体育“饭圈文化”引
发的粉群之争，不仅限于乒乓球
项目，还广泛存在于跳水、游泳、
羽毛球、女子排球、短道速滑等多
个国内优势项目中。李严关心的
是，以攀比、对立为主流的“饭圈
文化”和竞技体育精神有本质冲
突的当下，她爱的运动员到底能
否承受得了这些无端的攻击指
责，又能否正常地比赛、训练、生
活。

4 月 23 日起，多家互联网平

台开展为期3个月的“体育饭圈生
态治理”专项行动。5月15日，国
家体育总局公开表态，坚决抵制
畸形饭圈文化侵蚀体育领域。此
前，中国奥委会曾连续发文，呼吁
社会各界尊重运动员个人权益，
理性追星，避免不当言行，坚决杜
绝饭圈乱象向体育领域蔓延。

曾参与体育领域相关政策制
定、现从事体育经纪的周阳（化
名）认为，现阶段，体育“饭圈”中
浓重的戾气已经触及了运动员发

展的红线，粉丝对运动员的关注，
不应该偏离竞技体育本身。在他
看来，运动员都比较单纯，年纪也
比较小，如果总被舆论裹挟以致
情绪低落，不利于成长，这对竞技
体育项目是重大伤害。

喜欢一位运动员，默默地在旁
边看着他、让他发光，才是一种健
康的追星。而攻击相关组织、进
而影响到运动员个人，则是本末
倒置、走火入魔。体育追星，还是
要回归理智。

“饭圈”戾气不利于运动员成长，体育追星应回归理性

“开什么闪光灯啊！”“就你们
有嘴吗？”……

这是 6月初WTT（世界乒乓
球职业大联盟）重庆冠军赛比赛
现场发生的一幕。观众席上，各
运动员的粉丝们高举应援手幅，
时有加油声拖延比赛发球，不同
粉群间总因对方是否有意开启相
机闪光灯、干扰自家运动员的比
赛状态而争论。

乒乓球项目是受畸形体育“饭

圈文化”侵蚀的“重灾区”之一。
粉丝们在赛场外相约聚集，手持
各色应援物，高喊应援口号，应援
会拍下视频，再转发到相关微信
群或微博超话中，供粉丝们观看
留念。

体育“饭圈”中的“CP粉”（CP
是英文couple的缩写）一般把两
位运动员假想为情侣关系，也有
一些人将其解读为“相互陪伴和
成长的关系”。相较其他粉群，CP

粉具有较强的粉丝黏性。而“唯
粉”，则是指在某一团体中只喜欢
某一成员的粉丝群体。

“CP粉”“唯粉”等不同粉群之
间还会产生一些摩擦，“以爱之
名”的出发点看似相同，现实中却
形同陌路。一位CP粉混进唯粉
应援会自费包下的团建场地内领
取纪念品，被识破了非唯粉的身
份，双方随即发生肢体冲突，甚至
惊动了执勤特警。

粉丝像观看演唱会一样观看体育赛事 图片来源：央广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