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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8月15日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
管理暂行办法》，是专门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所作出的
规定。该暂行办法对提供者及使用者必须遵循社会公德
和伦理道德提出了基本要求，其中包括必须坚持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保护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不受侵
犯；同时进一步从服务规范和法律责任等具体方面对生
成式人工智能服务进行了具体规范。
  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和规范，我国早在2017年就颁
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
知》，将人工智能作为战略目标，分三步实现。同时，
提出要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和评估体系，加大对数据
滥用、侵犯个人隐私、违背道德伦理等行为的惩戒
力度。
  2021年颁布施行的《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
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以及2022年施行的《互联网信息
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均明确了信息服务的规范要
求，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不得利用算法推荐服务侵犯他
人合法权益。
  除此之外还有《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
定》，主要规定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进行训练数据管理
必须保障数据安全，同时对可能涉及国家安全、个人隐
私等信息进行安全评估，采取技术或者人工方式对深度
合成服务使用者的输入数据和合成结果进行审核。

  我国目前法
律法规和其他部
门规章对规范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
应用有哪些具体
的规定？

    在司法实务中，从裁判者的视角来看，
“独创性”要求作品由作者独立完成，并体现出
作者的个性化表达。因此，如果只是机械地按照
一定的顺序、公式或结构完成作品，不同的人会
得到相同的结果，通常会被认为不具有独创性。
  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形成的作品是否具有独
创性，不能一概而论。在一定的数据模型之下，
使用者的提示词越详细越具体，则人工智能生成
的作品结果与其他人呈现的区别就越大，也可以
认为其作品更具备独创性的可能。
  具有独创性的作品是应当受到保护的，但是
由于目前我国著作权法中著作权属主体不包括人
工智能模型，因此人工智能模型本身是否能够成
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主体尚存在争议。在目前的司
法实务中，通常是由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使用者向
法院请求著作权保护的方式进行维权。

  生成式人工智能形成的作品是否具有独
创性，能否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用AI生成内容

注意规避这些风险

  5月15日，首例“AI视听作品侵权案”开
庭。此前，在4月23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宣判了
全国首例AI声音侵权案，原告因其声音被AI技
术模仿并商业化使用而获得胜诉；1月，中国首
例AI生成图片著作权侵权案已判决生效。该案
经过五次审理，最终法院认定原告图片具备
“独创性”，符合作品的定义，属于美术作
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诞
生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极大便利，但其产生和应
用过程也伴随着诸多风险，特别是侵权行为风
险。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风险
防范立法规定和侵权类型，记者专访了北京大
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云亭律
师事务所主任唐青林。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可能引发
哪些法律风险？

    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既广
泛又复杂，引发的侵权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对他人信息和隐私权的侵害。生成式人工智能
服务提供者前期需要收集大量数据并进行数据训练
形成模型，在数据收集的过程中，服务提供者可能
未经他人同意即收集、存储、使用了他人的信息，
而这些信息可能涉及高度敏感信息或者个人隐私，
此时服务提供者可能已经侵犯他人个人信息或者隐
私权。
  对他人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的侵害。例如
最高法发布的侵犯人格权的典型案例中，有一起就
是人工智能软件擅自使用自然人形象创设虚拟人物
构成侵权的案例。其中被告作为人工智能的运营
者，在软件中允许用户自行添加AI陪伴者，在未征
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软件使用了原告的姓名、肖
像等信息，使其被标识为“AI陪伴者”，并将该角
色开放给其他众多用户。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
被告侵害了原告姓名权、肖像权。
  生成式人工智能也比较容易引发知识产权侵权
纠纷。比如数据中存在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而
服务提供者未经他人授权即使用这些作品，则可能
侵害他人的著作权。同理，这种人工智能生成作品
的行为也可能基于使用他人的商标，在对使用生成
图片的商品进行宣传时导致消费者产生某种混淆，
也可能会构成对商标权的侵害。

    首先，在使用人工智能时，我们需要
注意个人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的保护。根据个
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或
者对外公开个人信息的，均应取得用户个人的
单独同意。因为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需
要向机器提供数据，例如提出问题或者给出提
示词，而这些数据本身则可能被用于人工智能
的训练。服务提供者数据训练的过程中极可能
抓取个人未公开的信息，甚至是高度敏感的信
息和个人隐私，并将这些抓取的信息作为训练
数据，此时很容易造成对个人信息和隐私的泄
露，给个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其次，尽量确保输入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
度。因为人工智能产品尚不能辨别信息的真
伪，其只能根据输入的信息和指令完成文本、
图片、视频的输出，由此人工智能容易将虚假
的、不正确的信息作为事实对待，从而导致生

成内容的错误或者让用户产生混淆。
  再次，作为使用者也应当注重对他人人格
尊严、个人信息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的保护，如
果在使用人工智能过程中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
服务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使用者有权向有
关主管部门投诉、举报。
  最后，高度关注未成年人群体使用人工智
能的限度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
行办法》专门规定，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有
效措施防范未成年人用户过度依赖或者沉迷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未成年人过度使用生
成式人工智能更容易引发未成年人个人信息
和隐私被抓取和非法利用的问题，也会容易
导致未成年人可能被人工智能所生成的错误信
息误导，会对未成年人的思想、认知产生消极
的影响。
               据新华网

  日常生活中人们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娱乐和社
交，应当注意哪些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