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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竞争、防沉迷等提出了规范。

这是国家首次针对当下爆火的

生成式 AI 产业发布规范性政策。具

体来看，征求意见稿制度设计，一

方面延续了《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

合成管理规定》关于标识、评估、

备案等既有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就

训练数据、人工标注等提出了新的

合规要求，体现出监管逻辑更新和

制度体系迭代的新趋势。

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董毅智律师

告诉《新民周刊》记者，这是对人工

智能进行管理的良好开端。而《人工

智能法》也已列入立法计划，草案预

备年内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近

日，《国务院2023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对外公布，披露了这一动向。这表明，

中国官方将推动全国层面的人工智能

专门立法。但真正落地还需要一段时

间。在未来，仍然需要制定更详细的

规定，对使用人工智能的各个主体进

行更加明确的责任认定，对提供技术

的服务商、内容生产者和平台等进行

责任区分。

“从监管角度来说，首先要明

确监管机构，是不是两会后新组建

的国家数据局？其次，要加强行业

协会的自律，提供深度合成服务的

企业要严格落实信息安全管理主体

责任，建立健全算法机制审核、科技

伦理审查、反电信网络诈骗等管理制

度，加强合成内容的审查与管理，对

智能对话、合成人声、人脸生成、沉

浸式拟真场景等生成内容进行显著标

识，避免公众混淆或误认。”董毅智

表示，对于用户来说，要提高使用门

槛，“至少必须实名制”。

此外，还要压实网络平台的责

任。对违规的发布者、平台予以惩

戒；作为个人信息的重要处理者，

承担起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定义务。

就在 5 月 9 日，抖音发布了一则针

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倡议，禁止

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创作、发

布侵权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肖像权、

知识产权等，一经发现将严格处罚，

此外还要求发布者对人工智能生成

内容进行显著标识。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要提高安全

意识，保护好个人隐私，不要在公开

平台上随意发布自己的清晰正脸照，

尤其是未成年人的。”董毅智强调。

新兴领域立法速度加快，已经

成为了世界各国的一个常态。针对

AIGC 带来的安全风险，董毅智表示，

美国已经约谈了几家巨头，但总体

偏向于鼓励；欧洲的监管则相对较

严，正在加紧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我

国差不多介于两者之间。这项技术

因为太新了，目前也尚未出现判例。

整个行业可能还要经历一段时间的

野蛮生长”。

当前“治理”依然赶不上“诈骗”

技术更迭的速度。长期而言，就需要

采取个人预防、防御技术迭代、压实

平台责任、完善法律法规等多管齐下

的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掌握人工

智能治理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抢

先形成新的国家竞争优势，已经成为

世界各国努力的目标。

相关法规亟待“靴子落地”

面对当前 AI 行业的发展乱象，

安全治理迫在眉睫。

2022 年 3 月开始实施的《互联

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

就把生成合成类算法作为五类算法

推荐技术之一纳入监管。

2022 年 12 月施行的《反电信

网络诈骗法》明确了互联网企业的

风险防控责任，平台有义务针对 AI

诈骗进行技术筛查、拦截和报告。

今年 1 月起施行的《互联网信

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中明确

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

合成服务制作、复制、发布、传播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信息，并要

求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

全辟谣机制。这为“AI 换脸”技术

应用划定了“底线”和“红线”。

但我国目前仍然缺乏对人工智

能的总体立法，以及人工智能伦理

的行业规范。

4 月 11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发布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

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称“征

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征

求意见稿对隐私、知识产权、肖像权、

名誉权、训练数据、人工标注、标识、

左图：许多基于人工

智能技术的应用程序

也层出不穷，甚至包

括变脸软件和“一键

脱衣”等应用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