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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码标价”的“AI复活”，技
术门槛有多高？

宁波IT从业人员、国研软件
行业应用研发部高级工程师孙一
帆告诉记者，目前，市面上的“AI
复活”服务可分为几类：一是最简
单的照片动态化制作；二是涉及

“AI换脸”和“AI换声”；三是“AI
数字人”技术。前两种门槛不高，
有不少开源软件可供免费使用，
最后一种较为复杂。

“如果是照片动态化，只需将
照片导入软件即可批量完成；如

果涉及‘AI换脸’，则需真人模特
替换成被‘复活’者的形象和声
音，需要数小时的训练周期。”孙
一帆介绍，“而要想实现和真人交
互，就得打造‘AI数字人’，涉及
3D动画合成、动作捕捉、智能对
话、情感计算、机器学习等多种技
术。”孙一帆说。

换言之，网上定价数十至
数百元的“AI复活”服务，赚的
只是大众不懂如何使用免费软
件的“信息差”。而更具“含金
量”的技术——即制作逼真、模

仿逝者生前音容笑貌，甚至和
生者无缝对话的“数字人”，则
是一些IT企业和殡葬公司关注
的焦点。

最近，宁波一家殡葬礼仪服
务公司推出了“AI数字人”殡葬
服务。“在经得家属同意后，这套

‘数字人’可以应用在逝者的遗体
告别会上，还能应用在养老陪伴、
哀伤抚慰等场景。”该公司负责人
表示，该技术需采集逝者生前的
10分钟左右视频，价格从几百元
到数万元不等。

2 “AI复活”有何技术门槛？

“AI复活”，令人喜忧参半。
更有科幻爱好者联想到，

《流浪地球2》里刘德华扮演的角
色，将家人的意识储存在量子计
算机“550A”中。“AI复活”的出
现，让他们看到“数字永生”的可
能性。

但也有人出于伦理考量，
对“AI复活”持反对意见。北京
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

国际学院文化与创意学院院长
Eugene Ch'ng(庄以仁)教授认
为，用 AI 制作的亲友“数字分
身”，只是机器生成的符号，无
法替代有血有肉的真人，更无
法替代人们和亲友建立的情感
链接。

“AI‘复活’的‘父母’，绝不
是真正生你养你的‘父母’。一些
人将情感错误地寄托于机械制

造的符号，成为技术滥用的受害
者，甚至被商家骗取钱财，这是
不可取的。”庄以仁认为，唯有将
AI视为一种生产力工具，才是对
AI正确的“打开方式”。

记者了解到，在宁波，愿意
让AI“复活”逝去亲属的人并不
多。记者曾就这一话题进行群
访，多数受访者表示，“不接受，
AI无法替代真人”。

3 “数字永生”，还是伦理谜题？

云家族（浙江）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于浩表示：“AI技术就
像一味药，用好了可以治病救
人，用不好也可能变成‘毒药’。”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技术本
身“无罪”，但“AI复活”技术如果
使用不当仍面临法律风险。

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孙央
律师指出，“民法典第994条规
定，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
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
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
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逝者
的人格权益同样受法律保护，
如未经逝者家属同意，擅自将
逝者生物识别信息用于‘AI复
活’，可能侵犯逝者的肖像权，
如生成的内容涉及侮辱性或有

损逝者名誉的行为，还可能侵
犯名誉权等。”

这一方面已有不少案例。近
期，一些博主擅自用AI技术“复
活”李玟等已故公众人物。李玟
的母亲委托律师发表声明，要求
侵权责任方7日之内下架、删除
含有“AI复活李玟”侵权内容的
相关图片、视频及文章，并称“相
关内容给本就深陷痛苦的李玟
母亲及家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理
冲击和二次伤害”。

至于提供“AI复活”机构，
孙央律师表示，它们在提供服务
前，应审查技术使用者和逝者是
否有亲属关系、是否具有正当利
益、是否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是否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等。

同时，还应对虚拟内容进行依
法标识，避免被误认为是逝者
本人的言辞，造成不必要的纠
纷和争议。

于浩认为，“AI复活”作为一
项新事物，它的发展有赖于技术
方、商家、政府部门等多方的机
制健全。

“首先是‘数字人’的权属问
题，一定要经得亲属的授权才能
做；其次，要对数据进行加密保
护，如借助区块链技术，或由政
府部门搭建一个安全的‘云’；还
要倡导‘科技向善’，AI‘数字人’
的构建要从哀伤疗愈和文化传
承角度出发，不能成为无底线敛
财的工具。”于浩表示。

记者 严瑾

4 法律风险需牢记

清明将至
“AI复活”引热议引热议
有哪些伦理和法律风险？
清明将至，“AI 复活”话题引

发热议。借助AI（人工智能）技术，
人们为逝去的亲人生成“数字
人”，使之眨眼张嘴、开口说话
——前有音乐人包小柏钻研 AI
“复活”女儿，后有商汤科技将逝
世的董事长汤晓鸥“复刻”为“数
字人”，在年会上和同事们跨越时
空“重逢”……

然而，当“AI 复活”逐渐形成
产业链，随之而来的争议也不可
避免。有人对此有伦理顾虑，觉得
永远无法替代真人；有人担忧法
律风险，表示这会造成隐私泄露，
甚至涉嫌犯罪。

那么，现在网上的“AI 复活”
服务“怎么卖”？相关从业者和法
律专家又有何看法？

所谓的“AI复活”技术，是指将逝者生
前留下的照片、声音、视频等数据，导入AI
算法模型，从而模拟生成“数字人”形象。此
前，“AI数字人”已在电商直播、语音导览、新
闻播报等领域有成熟应用。而在今年清明前
夕，越来越多人借此缅怀亲人，寄托哀思。

记者发现，在一些电商平台，“AI复
活”已成为明码标价的生意，价格从数十元
到数千元不等，更有店铺显示“已售
2000+”。顾客只需提供一张逝者的照片，
商家就能让它“动起来”，甚至“开口说话”。

有商家向记者提供了服务价格——
“提供一张逝者的正面照片，先选择

‘说话’还是‘不说话’。不说话‘动起来’是
50元，时长13秒；如果选择‘说话’，需要
顾客自己准备文字内容，1秒10元，150元
起步。前提是没法模拟声音，需提供配音或
我们用普通话配音。制作周期视照片情况
而定，这些只用作怀念亲人，其他用途勿
扰。”

然而，这些“AI复活”项目质量参差不
齐，更没有明确的行业标准。

尽管这些商家的评论区里有不少留言
表示，“看到奶奶太激动了”“眼泪一直在眼
眶里打转”……但记者亲测发现，售价几十
元的“AI复活”人像，仅能完成睁眼闭眼等
特定动作，且面部皱纹等特征不明显，效果
并不逼真。

而定价数百元的商家则声称能提供更
多服务，如“声音克隆”，即根据逝者生前音
频模拟说话；“场景复原”，可定制逝者年代
的衣服形象。更有定价高达“四位数”的商
家，给出最高5980元的“AI复活”定制套
餐，满足“文字语音实时互动、视频实时对
话等个性化需求”。

只需几十元，让逝者“动起来”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