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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移动联合中国工商
银行，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联合中
国银行在数字人民币 App 上线
SIM卡硬钱包产品，该产品具有无
电无网支付功能，推动数字人民币
支付更便捷，体验更友好。

SIM 卡硬钱包其实就是把数
字人民币软钱包关联至超级 SIM
卡，使SIM卡具备数字人民币支付
功能。同时，SIM卡硬钱包具有无
电无网支付功能。手机可在断网、
亮屏、熄屏、无电关机等情况下使
用，即使遇到无法开机的突发情况
也能轻松应对，功能升级使无电无
网支付场景变为现实。记者了解
到，持有运营商普通SIM卡的用户
可持个人身份证到营业厅直接升
级为超级SIM卡，但目前只有具备

NFC功能的安卓手机支持数字人
民币SIM卡硬钱包使用。

实际上，此前在一些固定品
牌、机型的安卓手机上也可实现数
字人民币无网无电支付，而此次新
功能的上线，极大拓展了数字人民
币无电支付功能的使用范围。

数字人民币自试点以来，试
点范围不断扩大，应用场景也不
断丰富。截至 2022年 12月，全国
已有17个省份的26个地区开展数
字人民币试点。近日，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印发《数字人社建
设行动实施方案》，其中要求提升
社会保障卡社银联动服务水平，
探索推进社会保障卡加载数字人
民币支付功能。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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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假““变故变故””真流量真流量
扰乱秩序还侵权扰乱秩序还侵权

记者浏览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了解到，“剧
本新闻”通常以“突逢变故，陷入低谷，重新奋斗”为
主线展开，编造极具冲击力的事件，曲折离奇的经
历，附带几句真假难辨的所谓“采访”，让自己摇身一
变成了“新闻”。市民董建锋先生看了这些视频后表
示：“刷到这类视频总是第一时间跳过，剧情总是差
不多，看了开头猜得到结尾。”已经在新媒体公司实
习的闽南师范大学丁晓雯同学认为，这类视频其
实都源于程式化的剧本，自媒体从业者瞄准了市
民们的同情心，博取大量关注和播放量，从而实现
吸粉引流、赚取平台补贴、增加广告收入和带货牟
利的目的。

从事法律行业 4年的沈律师分析，如果任其影
响范围不断扩大，最终可能扰乱网络与公共秩序，违
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一旦查明
违规，将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还可以并处五百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
元以下罚款。另外，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
五十四条的规定，大量出现同质化的视频，其中必然
涉及侵犯著作权人著作权的问题，侵犯著作权可能
会面临著作权人起诉、赔偿等后果。

近几年短视频行业进入高速发展期，其中巨大
的利润吸引了大量从业人员，而投机取巧、剽窃创意
等恶劣行为也随之“抬头”。对此，沈律师建议，短视
频创作者应着眼高质量的原创作品，以品质赢得观
众。针对抄袭、搬运等行为，创作者应勇于拿起法律
的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著作权人除了通过
起诉侵权人，还可以在起诉前，先与短视频平台沟通，
要求下架视频；与侵权人协商调解。若协商不成，可
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去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向
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投诉等方式，维护自身权益。

逐利是市场参与者的本性。在发现流量密码
的同时，视频创作者承担着一定的法定义务和社

会责任，不应肆意逾越法律的底线，通过不正当手
段谋取利益。

原创作者努力维权原创作者努力维权
平台机制更需改善平台机制更需改善

大量雷同的短视频突然充斥短视频平台，与平
台的推送算法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最先通过这
类视频贩卖同情的博主，在平台推荐机制下，成功博
取了大量流量。随后，大量闻风而来的视频作者在
短时间内对这个成功样本的封面、字体、拍摄角度等
内容进行高精度的仿制，甚至在文本上进行迭代。”
丁晓雯告诉记者，短视频平台上的大部分用户难以
发现模仿者与原视频的区别，仿制的视频因此得以
在平台上广泛传播，实现流量的高速扩张，直至平台
推荐机制注意到异常，流量密码才会“失效”。

不难看出，爆款短视频的模仿者存在严重的“抄
袭”嫌疑。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五
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应
当立即删除涉嫌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或者断开与涉嫌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
链接，并同时将通知书转送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
像制品的服务对象；服务对象网络地址不明、无法转
送的，应当将通知书的内容同时在信息网络上公
告。因此，除了原创作者要努力维权，平台也应该承
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严厉打击贩卖负面情绪、垃圾
营销、同质化严重、抄袭等问题。

“短视频平台日渐成为舆情发酵、传播过程中不
可忽视的重要载体。市民们应该警惕的是瞄准公众
普遍焦虑的短视频批量流水线生产模式，它的影响
力和覆盖面，比起传统的电视、广播要大得多。”沈律
师表示，这种涉及面广、参与人数众多的现象，单靠
市民的警惕并不足以解决问题，还需要在法律指定
和政策落实上解决视频平台的弊病，通过法律规定
迫使平台改进算法，从根源解决问题。

⊙本报记者 林 露

谣言内容谣言内容：：味精是化学合成产品味精是化学合成产品，，吃多了容易掉头发吃多了容易掉头发。。
真相真相：：经核查经核查，，此传言无科学依据此传言无科学依据。。味精并非是化学合成产品味精并非是化学合成产品，，而而

是发酵工业产品是发酵工业产品。。味精的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味精的主要成分是谷氨酸钠，，它进入人体可转换为它进入人体可转换为
谷氨酰胺和酪氨酸谷氨酰胺和酪氨酸，，成为人体蛋白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人体蛋白质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没有证据目前没有证据
证明吃味精会让人掉头发证明吃味精会让人掉头发。。 （（来源来源：：科学辟谣科学辟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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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AI 技术掀
起的人工智能热潮一
波接一波地涌来，生
成式人工智能正逐渐
成为各行业寻求增量
的关键突破口，不少
电商企业同样瞄上了
这块新赛道，在这当
中，最先让受众感知
到的便是主播行业。

近段时间，一些
直播间里开始出现

“奇怪”的主播，他们
讲话流利，表情丰富，
神态动作与真人几乎
无异，但却能一直保
持神采奕奕，完全不
知疲倦，若不是直播
间内有文字标明“虚
拟数字人主播”，一时
竟难以分辨究竟谁是
真人。

AI 主 播 为 何 在
电商界拥有如此高的
热度？它又面临了哪
些风险和挑战？带着
这些问题，记者进行
了采访调查。

某 AI 数字人生成服务
商家能够提供许多 AI 模板
供电商企业选择

央视财经报道部分不
法商家利用 AI 换脸冒充
明星直播

“““剧本新闻剧本新闻剧本新闻”””充斥网络充斥网络充斥网络 乱象是怎样造成的乱象是怎样造成的乱象是怎样造成的？？？
“三次创业失败，明天去注

销公司，几百万元打了水漂”
“突遇家庭变故，自己又患上了
癌症，现在负债累累”“儿子牺
牲 6 年 后 ，婆 婆 送 儿 媳 出
嫁”……近日，这类“剧本新闻”
引发热议，这些短视频通过模
仿真人真事，编造相似的经历，
以利用市民们的同情心，达到
引流的目的。

事实上，不仅是“剧本新
闻”，短视频平台上充斥着大量
的雷同视频，其中涉及的知识
产权问题正引起关注。为此，
记者对市民和相关法律人士进
行了采访。

刷短视频可以发现大量雷同
的作品 本报记者 刘健宁 摄

吃味精会让人头秃吃味精会让人头秃吃味精会让人头秃？？？

AI主播能够根据设定的程序进行自主学习，
模拟出人类的各种表情、动作和声音。相对于真
人主播，他们几乎不会出现疲劳和口误，并且它
们不需要休息、不需要薪水，每年只需要几万元
成本，就可以保持随时上线、24小时不间断进行
播报，持续提升直播的曝光度。

据业内人士透露，定制一个 AI 主播并不复
杂，只要提供一定时长的形象视频和直播话术音
频，几天后就能获得一个与真人相似度极高的数
字人，声音还原度达到 85%以上，并且每年的费

用只需要几万元。从直播管理者的角度来看，
将一些繁重、重复性质高的任务交给 AI 完成，
能够大大提高效率，降低人力成本和运营费
用，这也是许多商家选择使用 AI 数字人主播的
主要理由。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商家则是看好AI主播的
自动回复功能。一些品牌直播间的AI客服可以
通过学习产品知识库，实现个性化的产品功能解
答，快速为用户提供贴合其个人需求的产品和优
惠，从而实现精准营销。

““低成本低成本++高效率高效率””AIAI主播正在成为真人主播正在成为真人““平替平替””

作为一种新型事物，由于技术层面的不成
熟和直播电商体系的特殊性，当前市面上已有
的AI直播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

“根据我的观察，电商平台的直播流量推
荐，跟你的内容息息相关，纯AI的直播间往往点
进去只有几个人，偶尔一些流量较高的直播间
也几乎没有什么互动评论，大家都在看热闹，很
难转化为实际的消费。”漳州鸟类电商直播达人

“勤劳鸟叔”说，缺乏人性化的纯机器语言，无
法对人类情感进行有效判断，这对于一些深度
沉浸式的直播用户可能会造成困扰。

对此，拥有 8 年网购经验的市民张婉珊深
有感触。“我平时在家带孩子比较闲，没事就喜
欢进直播间逛逛，那些主播在推荐商品时，偶尔

也会和客人闲聊，分享一些自己的生活经
验，让你在购物时可以有被陪伴的感

觉，这是AI无法取代的。”张婉珊
表示，自己也刷到过两次虚拟

主播带货的直播，虽然乍一
看容易迷惑，但多看几分
钟，就会发现，机器人虽
然可以学习真人的动作
语言，并根据用户喜好
进行推荐，但他们不像
人 类 一 样 具 有 发 现 细
节、处理复杂情况的技
能，同时也缺少对客户的
关心，在互动性和灵活性

上仍有很大进步空间。

此外，除了以数字人为代表的 AI 虚拟主
播，市面上也存在一些使用 AI 换脸来进行
直播的不法商家，央视财经今年 5 月曾
曝光一批直播间使用 AI 换脸技术，
冒充知名明星进行直播带货。法
律人士表示，使用 AI 换脸技术或
合成人声服务时，应有显著标
识以免公众混淆，利用 AI 冒充
明星带货属于故意告知消费
者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
情况，已经构成欺诈。

今年 5 月，抖音针对人工
智能生成的视频、图片和衍生
的虚拟人直播，发布了《抖音关
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平台规
范暨行业倡议》。尽管一些平
台已经在进行自发调控，明确数
字人直播在平台内的行为规范，
但目前仍未有相关的政策对数字
人直播进行规范，受众仍需“擦亮眼
睛”，谨防误判“真人”。

对于苦于主播成本的商家们而
言，AI 主播不失为一个低成本的试水选
择，但在情感上和法律上，AI 直播的发展都
还不够成熟。长期来看，随着机器学习和科技
不断进步，这些问题能否得到解决，AI 是否能
成为直播带货的新出路，仍然需要等待时间的
验证。

⊙本报记者 林依妮 文/供图

““不灵活不灵活++不规范不规范””AIAI主播仍面临较大挑战主播仍面临较大挑战

@@天下网闻天下网闻

@@焦点网谈焦点网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