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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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
户推荐的一个应用网站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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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了一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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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这类工具或网站，网友可以
自己采集一段名人的声音放到AI软
件中，软件就能模拟名人的声音朗读
文本内容。同时，短视频平台上还有
大量的视频主播在教如何用AI合成
名人的声音，一些网络主播甚至鼓励
网友用名人的声音去进行带货等商业
活动。

据了解，被“偷走”声音的公众人

物非常多，比如雷军、张文宏。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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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还曾有网友曾利用AI制
作的刘德华声音，为自己博取流量，刘
德华电影公司还紧急发布声明提醒网
民，不要落入伪造刘德华声音的AI语
音合成技术骗局。

刘德华雷军成受害者
揭秘AI合成名人乱象

AI人工智能的发展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然而也
引发了一些乱象。以AI语音合成技术为例，只要提取一个人
足够的声音样本，就能“克隆”出他的声音，制作出AI人声视

频。近期，网络短视频平台上就出现了这样一类视频，视频中AI合成的声
音与一些名人相似度极高，让网友真假难辨。视频内容包括恶搞调侃等，
其中甚至还有不雅词汇，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引发争议。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实现AI深度合成音视频并不算难事，甚至在一
些购物平台，AI深度合成技术已经成为众多网店牟利的工具，只需花费
几十元，就可定制AI深度合成名人音视频。这样随意使用名人声音的
行为是否合法？又该如何监管呢？

网络上有人教换声软件如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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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合成的公众人物
声音真的可以随意拿来为自己所用
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023
条规定，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
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对这条规
定，具体应该如何理解呢？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告诉记
者：“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编辑的人
脸，包括声音在内，实际上按照民法典
的规定，都属于当事人权利人自己的
人格权利，未经允许的话，任何人是不
得侵害的。不仅不能直接使用，也不
能使用当事人的人脸信息、声音信息
进行深度合成，不能把它放到这个深
度合成的物料库里或场景库里。同
时，通过编辑的肖像和声音，用这种方
式展现出的相关内容，属于伪造的信
息，按照网络安全法的规定，这个属于

违法信息。另外，使用AI合成名人的
声音发表自己的作品，有可能会追究
发布者的刑事责任。”

朱巍还表示，未经权利人同意随
便使用别人的肖像和声音，并且对外
发布的话，按照民法典的规定是一种
侵权责任，要承担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在内的相关责任。如果把相关的视
频，包括声音编辑之后形成了相关的
内容，如果这个内容违反了网络安全
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可能要承担包
括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

自然人声音受法律保护 可追究发布者的刑事责任

律师说法

滥用公众人物声音 生成音频仅需20秒

这些AI深度合成的声音是如何
制作出来的？记者调查发现，除了之
前提到的应用网站，相应的深度合成
软件在网络上下载也并不难，而且还
有一些网络主播会开直播教网友如何
使用。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城搜索换声
换脸，立刻出现众多App工具。不过
记者发现换脸工具，设定了固定的场
景，且从效果看逼真度不高。那么那
些网店中逼真度高的AI深度合成的
声音和换脸是如何做到的呢？

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会人工智能
安全治理专业委员会专家薛智慧介
绍，声音合成和换脸的软件目前在网
络上有数十种，不过不论换声还是换

脸软件，不同的场景需要调整相应的
参数，步骤较多，属于半专业软件，有
一定的技术门槛，所以不被网民熟
知。当前AI声音合成技术背后，主要
应用的是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算法，
通过AI模型，对采集的声音样本进行
处理，从而实现声音的“克隆”：“这个
合成过程中主要涉及了两个子模型，
第一个子模型主要对语言的基础进行
处理，比如说它的内容、语速、语调以
及情感等进行处理。第二个是音色模
型，主要对第一个模型里生成的语言
加上音色的信息，最终进行合成。”

AI声音合成技术到底可以逼真到
什么程度？一位业内人士透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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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声音合成技术已较成熟 能以假乱真模仿任何人

AI 语音合成技术制作的知名
企业家吐槽视频，在网络上如病毒般迅
速传播，致使不少人信以为真。这一现象
带来的危害是多方面且极其严重的。若此类
行为得不到及时制止，每个人都将在数字世界
中陷入极度的不安全之中，因为谁也无法预料
自己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AI语音合成技术的滥用对信息传播的真实
性和可信度发起严峻挑战。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人们依赖准确的信息来做出明智的决策、形成客
观的观点。然而，当虚假的声音充斥着网络空
间，会逐渐削弱人们对整个信息环境的信任。长
此以往，人们可能会对所有信息都持怀疑态度，
如同惊弓之鸟，这将对社会的交流和发展造成巨
大阻碍，使信息传递与交流陷入困境，阻碍社会
进步的车轮。面对严峻的AI语音乱象，亟待从多
方面进行规制整顿，以勒住这匹脱缰之马，引导
其回归正轨，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积极力量。

技术层面，研发者需加强对技术的监管和
改进，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基础。譬如，可以大
力开发更为先进的识别技术，如利用生物特征识
别技术，对声音的独特特征进行更为精准的分析
和验证。通过这种方式，如同为声音装上了“指
纹识别器”，能够在源头上有效减少虚假音频的
传播，让虚假声音无处遁形。同时，对于AI软件
的使用，必须建立严格的授权和审核机制，防止
未经授权的声音被采集和滥用，确保技术在合
法、合规的轨道上运行。只有从技术层面筑牢防
线，才能为解决AI语音乱象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法律层面，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对AI
语音合成技术滥用行为的清晰界定和严厉的处
罚标准。对于那些侵犯个人权益、恶意造谣生
事等行为，要给予毫不留情的法律制裁，让违法
者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时，加强对网络空间的
全方位监管，加大对违法违规内容的查处力度，
净化网络环境，让网络空间恢复清新与纯净。
让法律成为维护真实和公平的坚实后盾，为公
民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保驾护航。

教育层面，需加强对公众的数字素养教
育。提高公众对AI技术的全面认识和深入理
解，让人们了解其原理和潜在风险。通过教
育，教会公众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海洋中辨
别虚假信息，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使
他们拥有一双能够识破虚假信息的“火眼金
睛”。只有当公众具备了足够的数字素养，才
能在网络世界的喧嚣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
虚假信息轻易迷惑，成为信息的理性消费者和
负责任的传播者。共同维护信息的真实性和
可信度，营造一个健康的信息生态环境。

AI语音合成技术发展势不可挡，但不能让
其乱象肆意蔓延。要在享受技术带来便利的
同时，坚守真实和道德的底线，构建真实、可
信、和谐的数字世界，使AI为人类进步服务，从
而在数字化的浪潮中稳健前行，让科技之光真
正照亮人类前行的道路，为社会发展注入源源
不断的正能量。 据新华社、央视、湖北日报

热评

治理AI语音乱象
得亮出“关键三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