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没有版权？

AI广泛参与内容创作

生成式人工智能之于网络文学行
业，既是一项技术革新，也是一次转型升
级的机遇，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和实用性。

2024 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上，《生
成式人工智能行业自律倡议》发布，呼
吁有关单位共同促进内容生态建设。

业内人士指出，加强版权保护已成
为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
而且无法回避的命题。平台不应为了
一时的利益做出“杀鸡取卵”式的短视
行为，进而打击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作者是平台最应该保护的对象。
如果平台能用 AI取代作者，那么也会很
快被其他平台的 AI取代。”蒋胜男认为，

对于平台来说，AI 有助于让原创作品得
到更多被推广、被转化的机会，这方面的
回报，远大于试图用 AI取代作者获得独
立“版权”的利润。

张洪波认为，AI 数据投喂、大模型
训练等场景涉及大量版权作品，著作权
法及其实施条例需细化 AI 合理使用的
场景和范围。“AI 的发展需要大量高质
量数据，而对其中版权作品的商业化使
用应当依法获得权利人的许可。”

为此，专家建议，人工智能使用海
量作品应设定法定许可制度，AI 开发、
应用者应当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预
存（提存）一定数量的版权费，集体管理

组织应当建立公开、透明、便捷的使用
分发机制和版权纠纷的集中调解机制。

出台更新明确的法律法规或司法解
释，有利于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希望缩
小监管与技术发展之间的距离，通过制
定标准，推动技术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
良性发展。”掌阅科技总经理孙凯呼吁。

多位网文作者表示，愿意在保护版
权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好 AI，发挥人类作
者和 AI的长处，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

“包容、谨慎、接受、驾驭。保持开放的
态度，终身学习，迎接明天的挑战。”杨千紫
说，只有去创作更深刻的作品，作家才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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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应 用 于 网 文 创 作 ，并 不 是 新 鲜
事。2023 年 7 月，阅文集团发布了国内
首个网络文学行业大模型“阅文妙笔”
和基于这一大模型的应用产品——“作
家助手妙笔版”。这一功能目前已开放
给所有人使用。

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侯晓
楠表示，AI 可以在创作过程中替代一些
重复性、消耗性的体力活，作家仍需把
控故事的质量和完整性；一般不会出现
作品因为使用 AI辅助从而内容雷同，对
作者著作权造成威胁的情况。

“平台应对 AI参与创作的作品进行
版权保护，明确版权归属方。”网文作者
核桃提出，作者要把自己借助 AI创作的

作品，从创意到撰写，以及修改过程留
档存储，避免发生版权纠纷。

目前，我国著作权法在 AI生成物保
护方面暂无明确规定；AI 生成内容的著
作权归属于 AI 技术的开发者还是实际
使用者尚存在争议，有待法律和政策层
面的明确指引。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常务副会长
兼总干事张洪波认为，没有人类深度参
与的人工智能生成物不应该有著作权；
如果人为输入主观想法，进而生成反映
人类主观意志的独创性内容，就属于著
作权法规定的作品，应受到版权保护。

现行著作权制度以“人”的智力成
果作为衡量标准，对于 AI生成内容的规

定还不够完备。张洪波表示，传统的侵
权认定标准在 AI 创作场景下也面临适
用难的问题——由于 AI 生成过程的复
杂性和多样性，权利人难以顺利取证，
维护自己的权益。

针对平台利用作者创作内容进行
AI 数据训练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认为，
数据训练中的使用行为因具有明显的

“非特定性”，应当界定为“非作品性使
用”，从而不应纳入著作权保护范围。

“在数据训练中，单个作品只是运用
人类语言规律的随机统计样本。单个作
品存在高度的可替代性，很难归功于或
对应到特定作品和作者。”刘晓春说。

全国首例“AI 文生图”著作权案，全
国首例“AI声音侵权案”，全国首例涉 AI
绘画大模型训练著作权侵权案……近
年来，围绕 AI生成内容的著作权案件受
到社会广泛关注。

今年，围绕 AI侵权的讨论聚焦网络
小说。某网络小说平台通知签约作者，
要求签署一份补充协议，允许将他们的
签约作品用于 AI 模型训练。引发争议
后，该平台删除了作品签约协议中的 AI
相关条款，并声明“没有发布过任何纯
AI 写作的作品，也不会违背作者个人意
愿使用 AI写作能力”。

不少作者仍对未来表示担忧。“自
己的作品被用于训练 AI模型后，可能失
去对作品的控制权”“AI 将进一步蚕食
人类创作者的空间，不知何去何从”“理
智和情感上都很难接受”……

一名在该平台写作小说的作者表
达出网文作者共同的心声：“我担心我
的小说，甚至没有发表的素材，被 AI 吸
收后率先输出相似内容，系统反过来判
定是我在抄袭。”

客观来看，AI 现有创作水平远远赶
不上人类。目前 AI 生成的小说较为呆
板，人物性格塑造也比较欠缺，无法模

仿人类口语化的表达方式。
“对于平台引入 AI，我的感受是复

杂的。从平台角度来说，为了降本增效
采用 AI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充分利用科
技 便 利 的 同 时 ，如 何 保 护 现 有 的 创 作
者、现有作品的知识产权是关键问题。”
网文作者杨千紫表现出忧虑。

作家蒋胜男认为，那种“不加思考、
每天只以更新数量为目标、大段抄袭甚
至拼凑”的网文作者将是 AI冲击下的第
一 批 牺 牲 品 ，因 为“ 怎 么 拼 也 拼 不 过
AI”。不过，作者可将 AI作为一种新型工
具，用来检查错字漏字，或者整理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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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准地诊断疾病到辅助高
难度手术，从帮助汽车无人驾驶到
进行复杂的金融分析，从一键生成
栩栩如生的图像场景到创造能与
人 们 自 然 交 流 的 虚 拟 偶 像 ……

“AI+”正广泛且深刻影响着千行百
业和社会生活。

和很多新技术一样，AI 技术发
展也有一体两面。近年来，用“换
脸”“换声”假扮熟人的 AI恶搞乃至
诈 骗 、传 播 淫 秽 内 容 的 AI 色 情 骗
局、批量化生成的 AI造谣等新型违
法犯罪花样翻新、层出不穷。

目前，我国已颁布实施《互联
网 信 息 服 务 深 度 合 成 管 理 规 定》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等法律法规，但面对高速发展
的 AI 技术及其日益广泛的应用场
景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仍 需 进 一 步 深
化、细化，立法、执法、司法等相关
各方仍待进一步形成合力。

规制 AI 技术应用的法治规范
应不断与时俱进。立法要不断强
化前瞻性，通过健全法治引领技术
向上向善，鼓励技术创新和推动社
会发展的同时，更要守牢社会安全
稳定的底线，做到 AI技术发展到哪
里，法律法规空白就填补到哪里。

在执法司法环节，要深入研究
AI 违法犯罪规律特点，有针对性地
从源头施策、打防并举，加大对不
法分子的惩治力度，树起禁止 AI违
法犯罪的鲜明导向。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形成综合治理格局，最大限
度降低 AI 违法犯罪对经济社会带
来的负面影响。

普法宣传教育要跟上 AI 违法
犯罪活动的演变节奏。应紧跟 AI
技术发展趋势和违法犯罪动态，开
展形式多样的“普法风”，为公众提
供多渠道、多方式的教育提示，不
断强化广大群众的辨别能力和防
范意识。

打击 AI 违法犯罪还应“师夷长
技以制夷”。相关方面要在法律框
架下，更好地用 AI 技术反制、应对
AI 违法犯罪，不断提升监测、识别
能力，用“魔法”打败“魔法”。

新技术发展不能成为脱缰的
野马，需用法律“缰绳”牢牢为 AI技
术发展把好方向，让其更好地造福
人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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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写的小说，有没有版权？
随着网络文学大模

型推出、AI创作的小说
问世，AI生成内容引发
的争议进入文学创作领
域。有人认为 AI 辅助
创作为网络文学作者提
供灵感，也有人担心 AI
会抢了作者“饭碗”。

AI生成的内容是否
有著作权？AI与创作者
之间的关系，未来走向
何方？“新华视点”记者
采访了创作者、平台方
和有关专家。

AI无界
法律有边

■ 新华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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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和作者，与时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