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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观察

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了解理性维权途径
非法“代理退保”不仅严重损害消费者自身权益，而且扰乱正规的市场秩序。请广

大消费者要警惕非法“代理退保”陷阱，依法理性维护自身权益。一是选择适当的金融
产品或服务；二是拒绝非法“代理退保”行为；三是依法理性维护自身权益；四是防止个
人信息外泄。

如果消费者与金融机构发生纠纷，可通过理性维权三步走，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一步，投诉。消费者在购买金融机构产品或享受服务过程中发生纠纷的，可以直

接向金融机构进行投诉，主张民事权益。
第二步，调解。如果消费者未能与金融机构通过协商解决纠纷，可以向行业调解组

织申请调解。
第三步，仲裁或诉讼。消费者如通过投诉、调解仍不能解决民事纠纷的，如果合同

约定了相关仲裁条款，可以提请仲裁机构仲裁，或直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同时，消费者在平时应养成保留金钱往来

凭证的好习惯，保留办理业务中形成的相关资
料，如合同、发票等；保留双方信息、转账记录、
银行流水及其他凭证等，在维权时提供有力证
据，提高维权效率。

尊敬的中国电信积分客户：

根据中国电信客户积分业务有关规定，2021年度积分有效期至2023年12月31

日，逾期失效，敬请关注！

如您目前还有2021年度产生的积分，请您尽快于积分有效期内进行兑换。多款积

分礼品等您来，先到先得，兑完即止！

积分查询、兑换方式：

1．短信：编辑短信“105”至10001查询积分余额。编辑“106”至10001可进行积分

兑换。

2．手机客户端：手机下载“电信营业厅”客户端后，在首页“积分兑换”中进行查询

与兑换。

3．微信公众号：微信可登录“中国电信客服-我的服务-积分兑换”或“内蒙古电

信-我的服务-积分商城”进行查询与办理。

4．积分商城：电脑登录“积分商城（http://jf.189.cn）-我的账户-我的积分”进行查

询，积分商城提示可兑换的内容均可兑换。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2023年11月9日

关于中国电信内蒙古分公司积分清零的公告

近日，一段美国歌手泰勒·斯

威夫特“说”中文的短视频在网络

刷屏，引发热议。

视频中，泰勒·斯威夫特“说”

着流利中文，音色和讲母语时的音

色类似，甚至连口型都能对上。

类似的视频还有很多外国人

“说”地道中文、很多中国艺人“说”

起流利的英文……不少网友感叹，

“嘴型、手势都对得上，太自然了，

差点儿以为是真的。”“除了嘴形，

还有身体动作和语速的配合。”

其实，这些视频有一个共同

点：都是由AI（人工智能）生成的。

AI“翻译”以假乱真

记者试用了一款 AI 人像视频

工具，只需上传视频，选择语言，就

能生成自动翻译、音色调整、嘴型

匹配的新视频。

对比原片，AI“翻译”后重新配

音的新视频不仅进行了较准确的

翻译，而且连声线和情绪都近乎拟

真，嘴型很贴合，难辨真假。

人物在不同语言间“丝滑”切

换，毫不“违和”，究竟是如何实现

的？业内人士表示，看似娱乐的背

后，涉及“换脸”“重现”等深度伪造

技术，以及大语言模型在多语种翻

译方面的应用。

“其实是将相对成熟的各项技

术综合了起来。”中科院深圳先进

技术研究院研究员燕楠表示，视频

制作需要的文字翻译、语音克隆、

视频生成等模块，均可由 AI 轻松

完成。例如人物图像，大模型可直

接生成目标人物脸部和嘴部的运

动序列，让神情、口型趋于逼真。

对此，有网友表示，这种技术

看起来很炫酷，应用场景很广泛，

未来可能会越来越成熟，比如翻译

配音会更自然、传神。

但也有网友表示担忧，“这会

不会被用来模仿声音进行诈骗？”

“再加上换脸，以后网上啥都不能

信了。”“以后视频造假会越来越容

易。”

还有网友表示，“希望 AI 技术

发展能被控制在正轨，技术滥用，

就是灾难。”

AI技术是把“双刃剑”

近年来，AI技术被广泛应用于

短视频的二次创作，比如 AI 换脸

及换声等。可以说，AI技术是把“双

刃剑”。一方面，AI换脸及换声技术

对于工作效率的提高具有非常强

的作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授司若举例说，AI换脸及换声技

术让已故的演员、历史人物可以通

过换脸技术重现在屏幕上，在不同

国家的语言转译上也可以通过 AI

的换声技术进行实时转译。另一方

面，近年来，有不法分子为了牟利，

利用 AI 技术进行诈骗。比如利用

AI 换脸冒充熟人诈骗，甚至将“魔

爪”伸向儿童，或者制作发布假新

闻混淆视听、赚取流量等。

此外，AI 换脸、AI 换声还存在

法律风险。近期，不少相声演员

“说”英文相声、小品演员“演”英文

小品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对此，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岳屾山律师表示，用 AI 技术为他

人更换声音、做“翻译”并发布视

频，可能涉嫌侵权，主要有三个方

面：

一是著作权，例如相声、小品

等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

法》保护的“作品”。网友用 AI 软件

将相声、小品等“翻译”成其他语

言，需经过著作权人授权，否则就

存在侵权问题。

二是肖像权，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

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

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

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

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网

友用他人形象制作视频，并在网站

发布，需要取得肖像权人的同意，

否则涉嫌侵权。

三是声音权，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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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需要取得声

音权人的同意，才能够使用他人的

声音。

岳屾山律师强调，技术滥用，可

能会侵犯他人权益，“AI技术本身不

是问题，关键是我们要怎么用它。”

如何加强监管？

AI技术发展，需要多层面约束

规范——

在源头端，需要进一步加强公

民个人信息保护。专家建议，加强

公民信息尤其是生物特征等隐私

信息的技术、司法保护力度。

在技术层面，数字水印鉴伪等

技术有待进一步普及利用。比如AI

生成的视频需带有不可消除的“AI

生成”水印字样。

在法律制度层面，进一步完善

人工智能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今

年 8 月 15 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

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办

法》规定，提供和使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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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此前单一维度的AI“换

脸”“拟声”已带来一定风险，互联网

不是法外之地。截至今年8月初，公

安机关通过专项会战，侦破“AI换脸”

案件7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15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事务

学院、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左晓

栋表示，总体而言，生成式人工智

能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风险没

有完全暴露，应用前景难以估量，

所以应当采取包容审慎的态度，坚

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促进创新和依

法治理相结合，要采取有效措施鼓

励生成式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据了解，目前我国人工智能产

业蓬勃发展，核心产业规模达到

5000 亿元，企业数量超过 4300 家。

随着各项措施规范出台，我们期待

未来人工智能发展更加健康规范，

从多方面助力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据央视、新华社报道）

AI技术再刷屏！明星集体“说”外语，风险几何？

一位博主讲述人贩子利用 AI

“换脸”把孩子拐走的案例，与孩子

视频的所谓“妈妈”是AI合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