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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复活”逝者成清明节新“生意”
如何看待争议与风险

□新华社记者 颜之宏

仅需一张照片和一段逝者录音，
就能在数字世界中让逝者“永生”……
清明节前后，此类 AI“复活”广告宣传
在各大电商和社交平台上日益活跃，
甚至演变成一门新“生意”。

技术的发展为满足人们的精神与
情感需求提供了更多载体，与此同时，
AI“复活”也引发强烈争议。 有专家提
出，AI“复活”技术被滥用，或将带来侵
害个人权益、数据隐私安全、传播虚假
信息等问题。

新“生意”背后的
技术难度有多高

“大家好！ 其实我没有真正离开这
个世界……”不久前，已故艺人与公众
亲切“打招呼”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引
发网民关注，也让 AI“复活”这一话题
进入公众视野。

利用 AI 技术将逝者“复活”，渐已
发展成新“生意”。 某电商平台的数据
显示，在平台经营 AI“复活”相关业务
的商家达 1900 余个。

在一家电商平台上，某商家称，让
照片中的人物动起来 20 元，如果要配
上“AI 人声”则需收费 50 元。 数据显
示，该商家已达成超 800 次交易。 在该
电商平台上，“复活”亲人的“商品”售
价在几十元至几百元不等。

在短视频平台上， 一些商家展示
多位已故艺人的“复活”视频，疑似为
其“复活亲人”业务引流。 视频中，从表
情到说话口型，呈现效果参差不齐。

“有的‘复活’效果‘一眼假’，其实
是过去‘照片活化’技术的延伸。 有的
‘复活’效果很逼真，多是采用‘深度合
成’技术。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
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副主任何延哲

认为， 当前市面上绝大部分的 AI “复
活”并非刚出现的“新技术”。

一些商家已开始兜售 “AI‘复活 ’
技术变现指南 ”。 在某二手交易平台
上， 记者以 19.9 元的价格购买了一份
“AI‘复活’技术教程”。 除文字说明外，
还有视频讲授如何制作“照片活化”的
短视频。

记者了解到，当前网络上的 AI“复
活”工具主要分为 3 种。

一种在手机应用商店中即可下载

获得， 只要一张正脸照片就能根据应
用中所提供的模板“活化 ”，可实现歌
唱、“演电影”等场景转化。

第二种是利用线上工具， 由用户
提供正脸照片和相关音频文件， 经过
系统自动编辑后，实现照片中人物“开
口说话”的效果，该工具需要用户支付
一定费用。

第三种则是在开源社区中， 由程
序员编写 AI 测试程序，在经过相关语
料训练后， 将照片转化为能简单对话
互动的“数字人”。 此类程序门槛较高，
需要一定计算机知识基础。

引发法律与伦理多重争议
AI“复活”的话题引发重重争议。
有专家认为，是否进入公共场域，是判断 AI“复活”是

否侵权的重要分界线。
世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新锐表示，个人利用 AI“复

活”亲人、缅怀纪念，且在必要范围内使用，无需过度干预。
而如果在公共平台扩散传播，用于市场盈利，是否侵犯他
人或社会公共利益就要特别考量。

今年 3 月，一些已故艺人的近亲属已就相关“复活”视
频提出下架要求，并表示后续或将采取法律手段维权。

“在未依法获得逝者相关近亲属授权的情况下，擅自
使用逝者面容将其‘复活’并进行商业推广，涉嫌侵害逝者
的肖像和名誉等权利。 ”北京康达（厦门）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张翼腾说，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如未经许可，擅自
使用逝者的姓名和面容用于“复活”，逝者的近亲属有权依
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一家社交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平台认为，未经逝者
生前同意或逝者家属授权， 他人不应使用 AI 或任何技术
手段“复活”逝者。 该负责人称，如果家属投诉或侵权行为
被查实，平台将对侵权账号作出处罚。

AI“复活”还涉及“数字遗产”问题。 张翼腾说，逝者生

前的个人信息、聊天记录等“数字遗产”能否继承，目前没
有明确法律规定。对于谁有权使用、如何避免不当获取、使
用时应遵循何种规范等问题，仍需进一步明确。

此外， 相关服务中，AI 需要处理大量个人敏感数据，
如面部表情、语音语调等；数据一旦被滥用或泄露，会对用
户隐私造成威胁。 业内人士建议，开发者和使用者都应承
担责任，确保技术不会误导用户或影响人类情感；同时也
要注意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

值得关注的是，AI“复活”技术使用不当，也可能成为
犯罪分子实施诈骗等犯罪活动的工具。

“服务提供者不会也没有能力核实‘逝者’的身份信
息，一些不法分子也可能以‘复活’之名行‘诈骗’之实。 ”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左晓栋说，面对新
的电信网络违法犯罪活动时，不熟悉网络应用的中老年群
体更易成为受害者。

AI“复活”也可能衍生新型法律纠纷。 “不排除有人会
借 AI‘复活’来伪造逝者遗嘱或做出其他违背逝者意愿的
事。 ”王新锐提出，如有近亲属利用这项技术伪造音视频遗
嘱，或将耗费更多时间和人力成本来验证真实性，甚至给
司法鉴定带来一定挑战。

亟待完善法规厘清边界
业内专家认为，技术创新永无止境，其应用应有道德

边界和法律规范。 应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警惕 AI“复
活”技术可能产生的社会风险。

首先，AI“复活”技术的应用，应严格遵守知情同意原
则，在网络传播过程中不侵犯他人利益。

2022 年，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
深度合成管理规定》， 对深度伪造等新技术应用进行了规
范。 规定明确，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和技术支持者提供人
脸、人声等生物识别信息编辑功能的，应当提示深度合成
服务使用者依法告知被编辑的个人， 并取得其单独同意。
业内人士认为，如果被编辑人是逝者，理应取得有义务保
护逝者肖像权的亲属的同意。

其次，不少专家提出，AI“复活”产品应恪守技术管理
规范，加强内容“标识”。

左晓栋等专家表示，根据有关规定，相关技术服务提
供者必须对“生成内容”进行“标识”；在已有原则性要求的
背景下，可出台相关行业标准，要求相关技术服务提供者
在生成式内容中添加“水印”，防止不法分子借用该技术实
施违法犯罪活动。

另外，业内人士提出，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更要注重隐
私保护和数据安全。

2023 年，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七
部门联合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进一
步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行业发展规范。 办法规定，提
供者应当依法承担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责任，履行网络信
息安全义务。 涉及个人信息的，依法承担个人信息处理者
责任，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

专家还建议， 要进一步落实相关平台的主体责任，处
置借 AI“复活”概念不当牟利的不法商家。

“不能放任 AI‘复活’变成一门没有规矩和底线的‘生
意’，尤其要保护对新技术不敏感的中老年用户群体。 ”中
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建议，
有关平台要帮助中老年用户群体辨别深度伪造技术，取缔
不当得利的违法违规商家，尽可能减少技术滥用带来的社
会风险。

法律界人士建议，有关部门对 AI“复活”的需求和其衍
生的产业链要保持关注、合理辨析，在现行法律法规基础上
做好数据保护、涉诈犯罪风险预防等方面的监管。

此外，普通群众在面对诸如 AI“复活”等新技术时，要
提高警惕， 一方面要避免掉入不法商家借新技术之名设下
的虚假宣传之坑， 另一方面也要提防诈骗者运用深度伪造
技术乔装“亲友”实施电诈行为。 （新华社福州 4月 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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