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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6日，文生视频大模型Sora发布，立即引
发广泛关注。从事互联网运营的邱娜觉得自己必须
有所行动了。“难以想象输入文字就能生成视频，
这种强大的技术能力让人感觉不学就要被淘汰
了”。
　　“一个长期关注的PPT公众号推出了6.6元的AI
设计体验课，我在2月25日付费进群，26日开
课。”邱娜加入的课程微信群有近160名学员。根
据助教人员提供的兑换码，学员可以在3天内免费
使用AI工具网站上的部分素材，输入关键词即可
得到一幅由AI绘制完成的图片。
　　据邱娜介绍，在录制课和直播课中，培训老师
向学员们强调，AI设计适用于缺乏绘画和摄影专
业技能的“小白”，可以帮助生成合适的素材资源
且不用担心版权问题，是一个“零门槛、实用又赚
钱的技能”。

　　“体验课结束之后，想要再用网站怎么办
呢？”当邱娜询问助教人员，对方表示可以报名价
值1599元的正式课，再免费使用3个月会员权限，
之后组织大家团购，一个月大概19元。
　　对方还告诉邱娜：“AI绘画工具之所以这么
厉害，是因为要持续消耗算力，所以好的工具都不
是免费的。报名正式课之后可以帮助对接定制商
单，一单挣回学费。”从6.6元到1599元的进阶式付
费模式，让邱娜既害怕错失学习机会，又担心是否
会有更多付费套路。
　　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AI课程五花八门，但
不少课程都与卖产品、卖会员、卖素材相捆绑。除
了依靠工具网站的使用和资源收费，由AI课程衍
生的付费项目还包括：为AI工具提供提示词或剧
本、制作AI工具图片素材、有关背景知识搜集和
整理、课程资源二次销售等。

  作为老人鞋市场的首部国家标准，历时3
年、由12家单位共同起草的GB/T43587—2023
《老人鞋》于近期发布，并将于7月1日正式实
施，结束了老人鞋行业“无标准可依”的
现状。
  近年来，老年人群体日益庞大，老年人的
穿鞋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一般来说，随着年
龄增长，人的脚会有足弓塌陷、脚部变宽等足
部特征变化。部分人还表现出行动迟缓、稳定
性变差等生理和行为变化。与之相对应的鞋类
产品的要求也与普通旅游鞋、运动鞋等有所不
同。虽然老人鞋市场呈快速增长趋势，但产品
质量参差不齐。
  此外，由于老人鞋属于新兴产品，目前不
少生产企业执行的标准是GB/T15107《旅游鞋》
或QB/T2955—2017《休闲鞋》等，这些标准并
未对鞋的防滑性能、减震性能提出相关要求。
标准执行上的混乱不仅让消费者在选购时感到
迷茫，也影响老年人的穿着体验和安全。
  《老人鞋》国家标准规定了老人鞋的术语
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结果判定、检
验规则、包装、运输、贮存，全方位守护老人
鞋品质与性能。充分考虑到了老年人对鞋的特
殊需求，如规定了鞋头设计要满足老年人足部
生理变化，宜圆头或宽头设计、有效足跟不超
过25毫米；老人鞋需结合老年人的生理需求，帮
面固定方式应便于老年人穿脱，不宜采用有自
由端的系带结构，鞋后帮或鞋外侧宜有反光
条。         据《中国消费者报》

国家标准今年7月实施

老人鞋产品有“标”可依

  “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以下简称消协
315平台）于2024年3月15日上线试运行。该平台
上线标志着全国消协组织有了统一的受理投诉渠
道，为消费者反映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消费问题提
供方便。
  消费者可通过微信搜索“消协315”小程
序、登录网址（https：//315.cca.org.cn）等方式进
入“消协315”平台进行投诉咨询。经营者可登
录网址（https：//315.cca.org.cn）申请入驻平台进
行投诉和解。
  “消协315”平台开通消费者在线投诉端
口，全国消协组织实现在线接收消费者投诉。消
费者可随时随地登录平台进行投诉，通过在线投
诉、在线提交证据、在线协商、在线查询等功
能，反映消费者诉求。通过互联网、数字化、人
工智能技术，消协组织实现对消费者投诉的在线
受理、在线分办、在线和解、在线调解、在线反
馈，消协组织、经营者、消费者三方在线互动，
促进投诉便利化、信息透明化、处置快速化。对
于收到的涉及未入驻经营者的消费者投诉，平台
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开投诉信息，督促相关经营
者入驻平台并解决消费者的投诉。
            据《中国消费者报》

“消协315”平台上线

消费者维权更方便

　　随着AI领域的快速发展，AI培训日渐火热，各类培训课程层出不穷。这些
课程往往只教授某个模型工具的操作方法，却宣称能帮助学员实现“AI技能变
现”。低价入门，高价卖产品、卖会员、卖素材，成为其惯常套路。

　　尽管AI培训需求旺盛，但不少业内人士表
示，AI大模型推出时间不长，短期内很难形成体
系化的培训课程，目前AI培训“虚火”较旺。
　　“大家往往会低估长期的发展，高估短期的进
展。”沈阳表示，从长远来看，AI应用前景确实
非常广泛，但就短期而言，AI的舆论热度多多少
少有高估的成分。

　　在业内人士看来，AI技术和AI工具使用，是两
个不同的领域。一家电子商务网站的AI工程师告诉
记者，开发者更多关注技术，终端用户更关注功能实
现，而广大职场人士则希望通过培训，掌握一定的技
能。与前两者相比，后者的需求更容易“满足”。
　　记者采访调查了解到，不少此前从事PS技
术、视频制作、电脑绘图等互联网技能培训的创业
者，争相将AI技术纳入核心培训业务，以期从
“AI＋”的热度中再度捞金。
　　还有一些培训课程通过“卖课”的形式“卖产
品”，但这些AI产品并不一定适用于个人使用
者。2021年，创业者李想成立一顾数字科技公司，
专注通过AI技术提供人力资源服务。从面试防作
弊监控到AI面试大模型，再到一键生成人力培训
视频课件，李想和团队开发的众多AI产品，最终
服务对象是高校、企业，而不是个人使用者。“大
部分人并不需要通过所谓的培训课程，尤其是那种
收费高的课程来学习工具的使用。”李想表示。
             据《工人日报》

　　尽管AI培训课程的内容鱼龙混杂、收费不
一，但其热度的背后，都是公众对新兴技术的兴趣
以及部分职场人士的焦虑。
　　“面对新技术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产生一种害
怕错过的情绪。当大家都在讨论某一个新技术的时
候，好像你不跟进的话，显得有点落伍，进而产生
焦虑。”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沈阳看
来，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或科技泡沫中，这
种情绪非常明显。
　　作为一名互联网从业者，邱娜经常会接文字排
版、 P P T制作、海报制作等兼职商单，自从
ChatGPT（通用聊天机器人）发布后，她一直为如
何利用AI工具提高工作效率而焦虑。

　　对此，心理咨询师唐婧也有明显的感受。“2
月22日，一家企业的高管就向我倾诉，感觉到自己
的很多工作内容被AI替代，人力成本收缩，导致
自己和团队的压力很大。”近两年，越来越多前来
咨询的职场人士向唐婧表达了关于技术发展带来的
焦虑以及迫切希望掌握AI技术的愿望。
　　2023年7月，智联招聘联合北大国发院发布
的《AI大模型对我国劳动力市场潜在影响研究
报 告 》 显 示 ， 有 6 9 ％ 的 受 访 者 尝 试 使 用 过
Ch a t G PT、文心一言等大型语言模型类AI工
具。面对AI工具的普及以及带来的影响，65.8％
的受访者表示，将参加AI工具使用技能的培训
课程。

不少AI课程与卖产品、卖会员、卖素材相捆绑

AI培训热度背后反映出部分职场人士的焦虑

业内人士称短期内很难形成体系化的培训课程

6.6元“入门”1599元“进阶”

AI培训课程为何越学越贵
消费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