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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因为播出平台的缘故，一部新开的综艺节目，
虽然也取得了直播观看总人次破4000万的流量数据，在大
众舆论场中却没有“爆”。但只要你看了它，细细品味它，某
种标杆的感觉便油然而生。

综艺节目名叫《一言为定的挑战》，是明星体验类真人
秀，号称“为明星量身打造一次最值得做的‘人生要事’任务
挑战，展现明星的B面人生”。节目表面上的卖点，当然在明
星，比如首期挑战者为Twins（蔡卓妍、钟欣桐）；当然在“任
务挑战”，比如Twins要以制作人身份策划并完成一场“出
道22周年香港电车环游音乐派对”；也当然在香港夜街景
的繁华与Twins22周年青春“回忆杀”的交织融会上。但真
正让人惊艳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一场由AI人工智能全程主
导策划的全新综艺生产模式。

且看一看节目中的呈现吧。Twins问“我想做一个活动
计划”，AI 直接给出了一个可以立刻用上的行动指南。
Twins将活动地点锁定在香港特有的双层有轨电车，AI随
即抛出了电车音乐会、电车美食节、电车摄影展、电车文化
体验等多个方向。当Twins将主题确定为电车音乐会后，唱
什么歌？穿什么衣服？做什么造型？同样是AI，帮助Twins一
一厘清……

看着节目，不由得想起当年横空出世的《纸牌屋》。
2013年《纸牌屋》的爆红，让Netflix盆满钵盈，也开启了大
数据在影视产业应用的成功之路。Netflix是北美家喻户晓
的在线影片租赁提供商。他们的网站数据库包含了3000万
用户的收视选择、400万条评论、300万次主题搜索、评论、
暂停、回放、快进等动作信息、用户评分、用户搜索数据、演
员导演喜爱程度，电视节目收看行为，剧集播放设置、剧情
导向选择，剧播放时间等。其海量的用户数据积累和分析，
为制作方决策提供了精准的依据。于是在2013年，Netflix
的工程师们发现，喜欢 BBC 剧、导演大卫·芬奇(David
Fincher)和老戏骨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的用户存在
交集，一部影片如果同时满足这几个要素，就可能大卖。然
后便有了《纸牌屋》的制作。再然后，10个版本的预告片推
荐给不同类型的用户、一口气连推出13集，这些不同寻常
的做法，都是源自于Netflix对用户数据的掌握。从《纸牌
屋》，一场风暴席卷——大数据改变了影视产业的发展模
式，对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产生影响。追剧时，你固执的明
星喜好，你感受的情感波动，你惊艳的华丽场景……所有
你以为的以为，其实只是一场“算计”，是从受众洞察、受众
定位、受众接触到受众转化，每一步都由精准细致高效经
济的数据引导。不管你是欣喜接受还是内心抗拒，这已然
是时代趋势。Netflix自此强势起飞，逐步成为市值千亿的流
媒体巨头，便证明了这一点。

《一言为定的挑战》显然是在告诉我们，相较《纸牌
屋》，大数据的运用再上一个台阶，也就是“算计”这个阶段
的工作，已然由AI代替了人。或许，这就是标杆的意义。

譬如节目中，Twins 问“给我们看看 Twins 的经典造
型”，AI回答“公众和粉丝认为她们最经典的造型之一可能
是在2004年推出的专辑《Magic》中的形象”；Twins问“我们
要参加电车派对，建议穿什么”，AI回答直接给出了“牛仔
裤和T恤”“舒适的运动装”“休闲西装”三个建议，并附理由
及具体搭配。

别紧张，AI会取代人。正如节目中的呈现一样，现时的
AI，还依然是辅助功能。它能算计，但每一步的决策还是
Twins做出的。《智纲智库》5月末曾发表文章《被AI取代后，
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文章有问：（人工智能起来后）人
类的地位将在哪里重新体现？文章亦有答：人类的定位将
变得更接近于判断性，“关键是将由人类来做决定。”更清晰
的回答则在王志纲近期的一次现场问答中，面对“如何避
免被人工智能替代”的问题，王志纲如是说：这个世界上凡
是可以无限重复，只是处于资讯层面、利用信息不对称，卖
经验和卖资讯的行业和个人肯定要失业了；而做非标产
品，不可以大规模复制和克隆的东西，是永远淘汰不了的。
AI可以淘汰你，是靠数据、算法，把它做到极致，它可以做
到99%，但那个1%它做不到。1%是什么，是辩证思维、创新
思维，是知行合一和对未来的感觉，这就是战略，是预见、找
魂、整合。

但还是要紧张，因为我们要思考我们该怎么办？清华
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近期在回顾两本书，托夫勒的

《第三次浪潮》和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某种程度上说。信息
革命的概念其实就是从这两本书来的。文中两句话或能帮
助我们，一句是“对外开放的真正含义是我们接触、认识、拥
抱、融入一个新的时代”，另一句是“你永远取得不了你认知
之外的进步，达不到你认知之外的高度”。

这部综艺，卖点其实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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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高考 唐模，一曲
古老的徽谣

AIAI技术是把技术是把““双刃剑双刃剑””
AI歌手 隐约可以“超越”原唱？

今年华语乐坛最热闹的事情，可能
就是“AI孙燕姿”们火了。

今年4月以来，AI歌手翻唱的各类
作品开始爆发式增长，其中，以“AI孙燕
姿”最为抢眼，其翻唱的作品更是以高
达200万的播发量占据榜首，成为AI歌
手的“顶流”。此外，“AI周杰伦”和“AI
王菲”，甚至“AI郭德纲”等，也不断推出
作品。

根据某音乐平台数据显示，歌手孙
燕姿出道 23年来发布的作品共有 435
首。而“AI孙燕姿”的生产力要远远超
过本尊。记者在某视频网站查询“AI孙
燕姿”后发现，仅该平台上出现的“AI孙
燕姿”翻唱作品就超过 1000首，其中翻
唱《发如雪》《爱在西元前》《半岛铁盒》
等的作品，播放量已超过百万。

记者发现，“AI 孙燕姿”的一些作
品，比如翻唱的周杰伦歌曲，体现了不
同的女声特色，几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

地步，歌曲音色很接近歌手本人。但也
有“翻车”作品，比如翻唱伍佰的歌曲，
就出现了停顿和音色变形的情况。

市民对此观点不一。歌迷黄小姐
认为，“AI孙燕姿”翻唱其他歌曲，可以
帮歌迷圆梦，因为现实中的版权、歌手
所属公司等问题，如果没有AI，“我们一
辈子都听不到孙燕姿唱这首歌”。

而同是歌迷的吴小姐则表示，“AI
孙燕姿”是永远无法超过歌手孙燕姿
的，“AI只是一种单纯的技术，音色虽然
可以接近，但是情感上，完全比不过真
人，AI孙燕姿也是因为模仿孙燕姿才能
火起来……”

市民李先生认为，一开始的翻唱歌
曲确实不错，但后来的翻唱作品就开始
跑偏了，有的作品明显带有“恶搞”色
彩。而且“这样由第三方制作的AI翻
唱作品，是否涉及侵权，是否对模拟歌
手，以及原歌曲、原歌手造成侵权？”

AI主播 低成本不会累“变”明星

进入深夜，一位带着精致妆容的主
播仍充满活力地展示一款口红，一边介
绍这款口红的品牌和颜色，一边在手背
上试色，同时分享一些购买口红的小技

巧和心得体会。
实际上，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发

现这些主播实际上是 AI 数字人主播。
她们不仅在外形上与真人相似，而且在

AI机器人 不法用途成诈骗助手

针对AI技术被广泛应用的背景，专业
人士指出，人们还是应该提高警惕，谨慎对
待AI技术，理性使用AI软件。

对于AI歌手，有法律人士认为，利用AI
技术模仿歌手表演，如未注明表演者的实质
信息，其实侵害了歌手本人表演者身份的权
利。今年 4月 11日，国家网信办就《生成式
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
征求意见，生成式AI服务有望在不久的将
来实现“有法可依”。

对于AI主播，法律人士指出，使用正规
授权的AI虚拟主播并不涉及侵权，但是如
果真人主播利用AI换脸技术，通过模仿外
表和形象，“变成”明星在直播间带货，这种
行为就属于侵犯他人肖像权，如果还使用了
他人姓名，则同时构成对姓名权的侵犯。同
时，销售过程中的不当行为，还可能涉嫌侵
犯明星的名誉权。

对于AI诈骗，专业人士建议，不要轻信
网络上的投资类宣传，接到要求打款类信息

应提高警惕，及时核实，不要轻易上当。同
时，大家对自己的个人信息，在朋友圈、在网
络上发布照片、视频等内容，也要谨慎，减少
个人信息的泄露。

如今，AI 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到我
们的社会生活中。

近期，AI歌手火热打榜，更是赚足
了“眼球”；一些AI虚拟主播直播带货，
成绩也不错，甚至还变身“明星”。在
AI技术给我们带来娱乐的同时，也有
不法分子利用AI技术制造陷阱。

专业人士提醒：面对AI技术，应该
提高警惕，谨慎对待AI技术，理性使用
AI软件。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谢谢 勇勇

AI时代 理性使用 谨慎对待

如今，AI技术也不仅用于娱乐、卖货等
正常用途，也被一些不法分子盯上了。记者
了解到，我市警方曾办理过一个涉及全国多
地的诈骗案件，抓获 18名犯罪嫌疑人。案
件中，犯罪团伙利用 AI 机器人拨打电话
1700万个，获取有效客户电话80多万条，为
境外诈骗团伙大量引流。

这个层层分包、分工明确的诈骗团伙利
用AI技术先后拨打了电话 1700万个，案件
中的受害者，就是他们利用AI机器人层层
筛选出来的。

受骗人怎么也没想到，其实在真人客服
给她打电话前，她已经和AI机器人冒充的
客服通过电话，并被系统分级为优质“客
户”。一名受害者表示：“我感觉挺吃惊的，
我感觉给我打电话的都是真人，听不出来是

机器人在讲话。”
诈骗团伙首先通过AI机器人账号拨打

大量电话进行初筛，把首次拨打没有投资意
愿的“客户”进行剔除，将稍微有意向的客户
电话，通过中介团队、电话销售团伙层层转
包，最终下发给客服，由客服逐一拨打客户
电话，按照准备好的话术，冒充证券公司客
服，谎称证券公司为回馈新老客户，组建微
信群推荐优质股票，诱骗客户加入微信群。

客服团队每天可通过AI拨打诈骗电话
3000个到5000个，成功拉入诈骗群可达200
多人。客户被引流至微信群后，诈骗团伙根
据客户微信的真实性，最终确定有效进群的
客户数量，并以一个客户 180元至 200元的
价格向客服团队支付佣金。

一边是娱乐一边是陷阱一边是娱乐一边是陷阱

声音、情感和动作方面也表现得非常逼真，
甚至还具备跳舞、唱歌等多种才艺。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崛起，
直播人才缺口一直在扩大。市区一家培训
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他们中心还
新开设的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就包括动画制
作员和电商直播员等。数据显示，2021年中
国直播人才缺口为800万人，预计在2025年
增至1941.5万人。

在此背景下，AI主播应运而生。相比真
人主播，AI主播的成本更低，直播时长也不
受限制。

同时，记者还发现一些普通直播间，竟
有一些当红“明星”正在卖货。仔细观察后
才发现，这些带货的“明星”，实际上只是使
用了AI实时换脸技术的普通主播。

甚至还有商家出售“AI换脸特效插件”，
使用者购买后，只需更换素材照片，软件就
能自己运行完成“换脸”。这款软件不仅能
对图片进行换脸，也能在视频上换脸。

很多市民也都刷到过AI主播带货。市
民王先生表示，自己看过一段时间的AI主
播，一开始感觉就是真人，但时间长了，也能
发现语音语调的不一样“虽然没有真人主播
效果好，但感觉已经很逼真了。”

从事视频直播工作的冯先生则认为，
AI主播虽然可以节约成本，因为是预先的
程序设定，那么整个直播过程，必然会有些
机械化，AI主播比真人主播也会死板得多，

“而且，直播过程中，观众喜欢的即时互动，
人情交流等方面，AI主播都是做不到、做不
好的……”

AI歌手火了，各种翻唱曲目。

AI主播大幅延长在线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