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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AI 生成他人声音，是否违
法违规？多位受访专家表示，个人
声音中包含的声纹信息具备可识
别性，能以电子方式记录，能关联
到唯一自然人，是生物识别信息，
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敏感
个人信息之一。

2024年4月，北京互联网法院
宣判全国首例“AI 声音侵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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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院法官认
为，未经权利人许可，擅自使用或
许可他人使用录音制品中的声音
构成侵权。

近年来，有关主管部门出台
《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

（征求意见稿）》《互联网信息服务
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生成式人工
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
一定程度上给AI技术使用划定了
红线。

沈阳等专家认为，关于人工智
能应用产生的造谣侵权、刑事犯
罪、道德伦理等问题，建议有关部
门细化完善相关规则，通过典型案
例、司法解释等方式给予更为明确
的规范指引，厘清法律法规边界。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
究院院长潘教峰认为，需进一步强
化人工智能伦理规制，超前部署人
工智能风险研究，提前预判人工智
能技术应用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

2024 年 12 月，广电总局网络

视 听 司 发 布《管 理 提 示（AI 魔
改）》，要求严格落实生成式人工智
能内容审核要求，对在平台上使
用、传播的各类相关技术产品严格
准入和监看，对 AI 生成内容做出
显著提示。

多位专家表示，各类社交网
络、短视频平台要强化主动监管意
识，及时发现、处理可能涉及侵权
的 AI 生成作品；相关部门应继续
加大对利用AI技术进行诈骗等违
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形成更加
完善的常态化治理机制。

牛少东说，在AI时代，个人也
要更加注意保护自己的生物特征
信息，增强法律意识，抵制他人侵
权等行为。 （据新华社）

你的声音被谁你的声音被谁““偷偷””走了走了？？
————AIAI声音滥用现象调查声音滥用现象调查

亲耳听到的就是真的吗？未必。网络平
台上，AI声音随处可见。

从“张文宏医生”推销蛋白棒视频“走红”
网络，后被本人“打假”，到多位配音演员称声音
被AI“偷走”，公开维权……“新华视点”记者调
查发现，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语音大模型应用
的发展，AI合成声音App大量出现，最快只需
十几秒便可“克隆”出来。与此同时，AI声音滥
用现象愈发突出，不时引发争议。

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AI 克隆声音”
为关键词检索发现，明星翻唱、新闻播报、
吐槽点评等大量视频涉及 AI 声音，有些甚
至出现不雅词汇，不少视频点赞和评论量
过千。

而 AI 声音滥用事件也不时发生，引发
关注和讨论。

在社交平台上，通过 AI 模仿恶搞各领
域名人的音视频不在少数。此前，短视频平
台涌现了大量AI模仿某知名企业家声音吐
槽堵车、调休、游戏等热门话题的视频，个别
视频甚至还有脏话出现，一度登上热搜。该
企业家随后发视频回应称：“相关事件的确
让自己挺困扰，也挺不舒服，希望大家都不
要‘玩’了。”

一些商家在短视频平台带货时，通过
AI 模仿声音技术将主播“变”为知名女明
星、知名医生，销售服装、保健品等相关产
品，对消费者造成了严重误导。国家传染病
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
科主任张文宏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通过语
音合成来模仿他的声音进行直播带货，这样
的账号“不止一个，且一直在变”，他多次向
平台投诉但屡禁不绝。

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的声音也曾频遭
AI 模仿，相关平台出现了大量与事实不符
的合成视频。胖东来商贸集团为此发布声
明称，多个账号未经授权擅自利用 AI 技术
手段生成于东来的声音，加入误导性文案，
对公众造成误导和混淆。

记者了解到，有不法分子通过“AI 换
声”仿冒一位老人的孙子，以“打人须赔偿，
否则要坐牢”为由，诈骗老人 2 万元。类似
的诈骗案件在全国已发生多起，有的诈骗金
额达到上百万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
中心主任刘晓春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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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会侵害个人信息安全，还
可能扰乱网络空间生态和秩序。

AI 如何生成以假乱真的声
音？受访专家介绍，AI 能够“克
隆”声音，主要是依靠深度学习算
法，即短时间内从采集的声音样
本中提取关键特征，包括频率、音
色、声调、语速、情感等，将这些特
征记录为数学模型，再通过算法
合成。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模式识别实验室工程师牛少东
说，随着算法越来越先进，在高
性能设备和高精度模型的加持
下，AI 生成的语音内容从两年前
的“一眼假”升级到如今的“真假
难辨”。

大四学生耿孝存最近经常在
网络音乐播放器中收听几首翻唱
歌曲，他一直以为这些歌曲由某
知名女歌手翻唱，后来才得知其

实全部是AI合成的。“声音逼真到
我从来没怀疑过。”耿孝存说。

AI声音在最近一两年时间内
变得格外“流行”。清华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教授沈阳说，人工智
能技术的普及，让 AI 模拟声音的
门槛大幅降低。通过一些开源软
件和平台，没有专业知识的普通
用户也能操作。

大量App能够进行AI合成声
音，最快只需十几秒。记者在应
用商店搜索发现，相关App有数十
款，下载量最高超千万次。

记者联系了一款 App 的客服
人员，对方表示，花 198 元就能解
锁付费会员，对着镜头说几遍

“12345”，AI就会根据声音生成各
类内容的出镜口播视频。记者操
作后发现，通过这款软件生成的

名人声音，基本可以以假乱真，且
录入名人声音不需要提供任何授
权证明。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AI 模拟
人声在互联网“流行”，有追逐流
量和变现的目的。通过“克隆”名
人声音制作的恶搞、猎奇类视频，
在相关平台播放和点赞量均不
低，有的甚至还被推上热搜。发
布者也相应获得流量曝光、粉丝
增长、广告收入等播放收益。

此外，“偷”人声音也有不法
利益驱动。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2024年7月发布的《关于防范新型
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提示》中提
到，不法分子可能对明星、专家、
执法人员等音视频进行人工合
成，假借其身份传播虚假消息，从
而实现诈骗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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