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换脸乱象

商家坦言无法甄别客户是否违法使用
3

AI换脸技术自诞生起就备受争议，用
AI 换脸侵害他人权益的案件并不少见。
2023年8月10日，公安部通报全国公安机
关打击整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
行为举措成效，数据显示，自 2020 年“净
网”专项行动以来，破获涉“AI换脸”案件
7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15名。

记者了解到，对于生成式 AI，近年
来监管部门已经出台相关规定。2022
年 12 月 11 日，《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
成管理规定》发布，强调深度合成服务
提供者需要对深度合成内容进行显著
标识。

2023 年 7 月 10 日，《生成式人工智能
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其中明确提出，
提供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时，应当
尊重他人合法权益，不得危害他人身心健
康，不得侵害他人肖像权、名誉权、荣誉
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

由于非法提供者或使用者有匿名
性及 AI 换脸产品本身的可复制性，AI 生
成产业的监管依然面临难题。AI“复活”
亲人的生意，如何确保不被不法分子所
利用？

张泽伟向记者坦言，目前AI“复活”亲
人产业，并无行业标准，他们对违法使用
的行为无法彻底甄别。“我们只能通过询
问动机、多方求证来判断是否相信他们的
故事。”

记者咨询多家经营创意AI“复活”照
片的商家发现，其中一些店铺会在提供服
务前强调“不做人脸识别，不做违法行
为，只能用于怀念。”有些店铺则在声明
中强调，“不得用于商业或非法用途，否
则一切后果请用户自负。”也有出售AI视
频换脸软件的商家全程没有提到对用途
的限制，其商铺页面显示该软件已有 100
多人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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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失去至亲的人，都会产生‘要
是亲人能活过来就好了’的想法，我也
不例外。”来自辽宁抚顺的孙先生今
年 42 岁，是一名医务工作者，近期通
过 AI 技术数字“复活”了半年前去世
的父亲。

孙先生告诉记者，父亲半年前因为
罕见病去世，奶奶心脏不好，全家人都
不敢告诉她真相。出于思念，奶奶常会
念叨儿子，孙先生便对奶奶谎称父亲目
前在北京治病，不方便回家。但奶奶还
是希望能见一见儿子，请求孙先生去北
京时给她录个视频，“我太想他了，你让
他跟我说句话。”

孙先生明白奶奶的愿望，于是他决
定用 AI 换脸技术，给奶奶编造一个善
意的谎言。

孙先生说，他是通过苹果手机上一
款免费换脸APP“复活”父亲的，全过程
非常简单——他出镜提前把父亲可能
会对奶奶说的话录成视频，再直接将视
频和父亲的照片导入APP，很快便能生
成父亲在说话的视频。

孙先生表示：“尽管成品看起来并
没有特别逼真，但至少能让奶奶放心，
对于奶奶和我来说，它是个慰藉。”

就读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三年级的
女生黄豆，同样选择用AI“复活”父亲。

1997年那年，黄豆出生，她的父亲
确诊癌症。她说，“复活”父亲最原始的
动机，是希望“AI 父亲”能成为自己的
引路人，“就像别人的父亲那样”。

在形式上，比起单纯“复活”父亲的
样貌和声音，黄豆更想做出一个带有父
亲人格特点的AI。于是，从 2023年 10
月开始，她对爸爸生前的亲朋好友进行
访谈，尽可能地将不同人口中的“父亲”
概括出来，将他们口中关于父亲的事化
成性格描述，再输入AI。

黄豆不满足于此，她希望AI父亲能
带有已故父亲的真实回忆。因此，她选
取了能代表父亲不同阶段的事情来“喂
养”AI，包括求学经历、兴趣爱好和他对
抗疾病的经历等。经过“喂养”的AI能
生成更生动的对话，会关心她的生活，
跟她聊往事。“这些对话有时还挺触动
我的，让我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如果
我的父亲还活着。”黄豆向记者说道。

AI“复活”亲人

“尽管没有特别逼真
但至少是个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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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不能复生”是一种常识，但AI技
术，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让人感觉能打破这
个界限。目前在做AI“复活”亲人生意的

“超级头脑”团队负责人张泽伟，对此深有
体会。

从2023年初起，张泽伟团队就已经开
始为普通人定制AI数字人。他向记者直
言，市场潜力巨大，需求火爆。截至目前，
张泽伟团队的这项服务咨询超过 2000人
次，共完成 693单，平均一单几千元到 1万
元不等。

张泽伟向记者介绍，目前其团队制作
的AI数字人，大致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
形式是智能驱动，即只需收集人的形象、
声音、生平等作为数据，定制出可以对话
的虚拟数字人；第二种形式是人为驱动，
让真人换上逝者的形象和声音在线上“扮
演”，进行实时互动。

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搜索，也发现了许

多做AI“复活”生意的商家，这类生意以创
意AI“复活”照为主，标价在十元至上百元
间。记者咨询了其中一名经营创意AI“复
活”照片的商家，从标价 10元的链接点击
联系客服后，对方表示，具体价格要根据
照片和要求来定，他们能实现的效果包括

“让照片动起来”和“让照片开口说话”。
该名电商商家表示，如果是让照片“动

起来”，只需要提供正面照片，成片6秒至7
秒。如果想让照片“说话”，必须提供正面
照片与定制文本，价格根据视频时长而定。

此外，孙先生提到的AI换脸软件在电
商平台上也很常见。记者在电商平台上
检索发现，这些软件多以网盘的形式发
货，标价在几元至十几元间，但AI换脸软
件的商品页面几乎没有以“复活”亲人为
营销。一款“一键换脸”软件的评论区中，
共有 6位买家晒出效果图，均将图片中的
人脸换为明星脸。

数字“复活”生意

有商家称需求火爆，一年完成693个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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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先生数字“复活”父亲以后，他
把这段视频和他的故事发布到社交平
台，意外地火了。

孙先生认为，“以往大家对于新技术
使用场景的想象都较负面，通常都是诈骗
或者娱乐，但我的故事让大家看到了科技
向善的一面，这是科技发展的应有之义。”

互联网产业分析师张书乐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AI“复活”亲人是一种
基于科技实现的情感满足和精神慰藉，
本质上没有伦理问题，主要在服饰、形
象和互动言语上，把握好度即可，“前提
是亲人必须是直系，用途也一定是基于
缅怀和陪伴。”

张书乐认为，目前AI“复活”亲人成
为产业，最大的隐患在于内容生产方往
往缺乏对需求方的资格审核，这可能导
致需求方未必是直系亲人，“作品”有可
能被滥用，如制造一些虚拟形象实施电
信网络诈骗，以及用AI生产真人形象后
进行各种违法行为等。“目前这个行业的
监管，最重要的是对AI‘复活’亲人的执
行条件、生成效果、适用范围以及申请人
资格等进行规定。这是目前所缺乏的。”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同
样表示，虽然AI技术应用到“复活”亲人
是科技向善的一种体现，但也存在一系
列隐患亟待监管。付建表示，所有AI服
务都可能面临隐私泄露的风险，由隐私
泄露衍生出的遗产权、知识产权、财产
权等问题都需要被重视。

付建强调，AI服务的规范需要相关
法律的更新和明确，也需要开发和采纳
AI伦理指导原则，以确保技术的使用符
合伦理标准。

对于AI“复活”亲人行业的未来，张
书乐认为，基于目前的技术条件，其与
老照片修复的性质相似，只是加入了更
多互动和个性元素，“复活”的亲人也并
不包含其生前的记忆，只是一个能互动
的“木偶”，还不大可能走向真正意义上
的数字永生。

在为“复活”父亲驯化AI的过程中，
黄豆明确地感受到“‘AI父亲’不爱我”。

对人而言，性格的形成受到先天条
件、环境、教育等多方面的综合影响，但
对AI来说，则需要一句句输入文本指令
后输出形成性格文本。黄豆向记者表
示，如果想形成贴合父亲性格的对话，
就必须给它很明确的指令，比如，“我父
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每段对话不要
超过50字。”这种明确的指令，彻底消弭
了AI父亲在她心中的主体性。“纵使模
仿得再像，也不爱我。”

目前，黄豆所做的“AI父亲”仍在迭
代中，她期待未来能有更先进的技术来

“复活”父亲。如果可以的话，她希望父亲
的形象出现在自己的毕业典礼或婚礼上。

比起弥补缺少父亲的遗憾，黄豆目
前对这项技术的应用有了新的看法，

“AI‘复活’父亲更大的意义，在于通过
一次次的访谈和了解，我能不断地拼凑
他的人生，爸爸在我心目中不再是模糊
的形象，而是那个一直深爱我的人。”

（据《南方都市报》）

4 隐患亟待监管

缺乏资格审核
“作品”或被滥用

AI“复活”亲人渐成一门生意
每单定价数千元甚至上万元

AI技术让与已逝亲人“再见一
面”的愿望成为可能。近日，台湾著
名音乐人包小柏利用AI技术，努力
使女儿在数字世界“复活”的故事，引
发热议。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电商平台
上，有不少做AI“复活”生意的商家，商
品标价从几元、几十元到上百元乃至
数千元。有技术提供商向记者表示，
其一年完成693单AI“复活”亲人的订
单，每单定价数千元甚至上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