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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持续升温

AIGC将给普通人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AIGC应用场景不断拓展

近期备受关注的ChatGPT
由美国人工智能公司OpenAI发
布。有人将ChatGPT概括为“聊
天机器人+知识检索+文本生成
工具”。它不仅能与人类互动对
话，还能完成写文案、论文、代码
和翻译等各种具体任务。由于有
流畅自然的多轮对话能力、更接
近人类表达，且具备更强大的问
题处理能力，吸引大量关注。

事实上，近年来，人工智能技
术应用场景持续拓展。

据创新工场首席科学家、澜
舟科技创始人周明介绍，澜舟科
技开发的孟子模型已在营销文案
生成、文学辅助创作、研报生成、
论文助写、数字人脸生成、新闻报
道撰写、智能客服等领域落地。

据合作企业统计，利用孟子
模型，仅需几秒就能生成一篇营
销文案，成本约2元，而完全由人
工撰写约需60元。周明说，孟子
模型所学知识远超个体，“写出”
的文案在多样性和新颖性方面更
具优势。“整体来看，利用AI辅助
创作，提高内容生产效率、降低成
本，已是大势所趋。”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紫
东太初大模型研究中心常务副主
任王金桥也介绍，基于“紫东太
初”大模型打造的多模态虚拟人

“小初”，已拥有视频生成、智能问
答、语音合成等多种能力。“紫东

太初”在工业质检、影视创作、手
语教学等领域也展现出广阔的落
地潜力。

记者从百度了解到，百度正
计划推出与ChatGPT类似的人
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服务“文心一
言”，这项工具将允许用户获得对
话式的搜索结果。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百度在
人工智能四层架构中有全栈布
局，包括底层的芯片、深度学习框
架、大模型及最上层的搜索等应
用。“文心一言”位于模型层，计划
于3月份完成内测，面向公众
开放。

AIGC将如何
改变人们的生活与工作？

AIGC之所以能加速发展，
离不开技术的跃迁。

据王金桥介绍，近年来，通过
无监督学习条件下的“大数据+
大模型”方式，自然语言处理、语
音识别、计算机视觉等任务的性
能均显著提升。这些技术的变革
使AI越来越“聪明”和“善解人
意”，通过大量训练，在很多专业
领域可表现出超过人类的创作能
力，同时还能与人类顺畅交流。

“AI这么能干，那我怎么
办？”眼看AI能对各种问题对答
如流、对各种资料信手拈来甚至

“自圆其说”，不少人有了这样的
担心。

未来，哪些职业和工作会被
取代？AIGC应用更多落地，将
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与工作？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标准化、
制式化的创作和职业将被更多替
代，而具有独立思考、具备丰富创
意的内容及工作，重要性将更加
凸显。

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元
宇宙文化实验室主任沈阳认为，
面对ChatGPT带来的改变，至少
要加强两种能力：提出问题和优
化答案。对这两方面能力要求高
的工作，更不易被取代。

王金桥认为，对于有明确边
界、领域知识固定的职业，AIGC
可更多取代人类，如数据分析师、
客服、导游等领域，或法律审核、
医疗辅助诊断、各类资料审核等
场景。“人机协同会是长期方向，
但要完全代替人类，未来几十年
都不太可能。”

AIGC在减少重复劳动、提
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会进一步
激发创造力，为不同行业带来更
多变革。

在王金桥看来，随着AI蕴含
的知识、数据越来越丰富，可帮助
人类减少重复性劳动。如在家装
行业，AIGC可生成1000多种摆
放，大量减少配图等工作，人类可
以在这些组合里再进行个性化的
优化改进。

科技创业加速器QAQ创始
合伙人杜雨分析称，AIGC应用

将提升生产效率，加速内容生产
和产品研发进程；改变信息获取
来源，优化用户搜索体验；也会降
低互联网内容的生产门槛。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孙茂松教授2017年就
带领团队研发出能写诗的“九
歌”。在他看来，AIGC有助于拓
展艺术创作的想象力。创作者受
自身习惯、风格与偏好影响，其想
象力易拘泥于某一子空间；而人
工智能没有桎梏与约束，能更好
地激发艺术创造力。

健康发展
需要跨学科跨领域深度合作

该如何看待AIGC及其未来
前景？

有人认为，这是未来互联网
世界的基础设施，将“拉开新时代
的序幕”。也有人抱怨ChatGPT

“满嘴跑火车”，缺乏常识，不能从
本质上了解事物。

沈阳用“代际升级”来描述
ChatGPT带来的变革，在他看
来，未来两三年A I G C和类
ChatGPT产业将高速发展，带来
移动互联网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
变化。

业内人士认为，整体来看，
AIGC未来有较广阔的发展空
间，而目前在内容质量、投入成
本、隐私规范、版权归属等方面仍
存诸多问题。

沈 阳 说 ，目 前 已 发 现
ChatGPT存在局限性，如基于知
识产权、版权限制，专业报道内容
不够；应对重复性问题的能力不
足等。

周明表示，在长文本生成、视
频生成、融入世界知识等方面，还
需更好的建模方法；通过加大模
型参数增强AI能力，其训练和推
理成本高昂，需要探索更经济、有
效的性能改进途径。

此外，隐私保护问题备受关
注。王金桥认为，目前相关应用
的隐私保护还未设立清晰边界，
相关法律也需进一步厘清完善。

虎符智库研究员李建平认
为，如同其他人工智能模型一样，
ChatGPT是把双刃剑，既可以提
升效率，也可能被滥用于剽窃、欺
诈和传播错误信息等有害活动。
比如，对网络安全行业来说，既可
以用来生成恶意软件，也可以成
为网络防御者的有力工具。

在规范方面，AIGC与人类
的内容生产方式和效率差异巨
大，也会出现版权归属、标准判定
等新问题。技术的提供方和使用
方应加速协同构建完备、可执行
的技术应用规范。

周明说，人工智能技术专家
需要与跨学科、跨领域的专家及
政府部门携手深度合作，搭建坚
实的监管框架，才能推动AIGC
更健康发展，满足社会需求。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刘学州被网暴致死案开庭
2000多条网暴言论触目惊心 养父母家起诉自媒体“大V”

2月13日中午12时，刘学州
被网暴致死案在北京互联网法
院网上开庭审理。据该案代理
律师周兆成称，刘学州养父母家
亲属对网暴者提起民事诉讼，案
件取证工作早在去年就已准备
就绪。当日，刘学州舅妈柴女士
(养父母一方)公开发文表示，提
起诉讼不为经济赔偿，也没有任
何利益诉求，只是希望被网暴致
死的悲剧不再发生，也希望让网
暴者付出法律的代价。

网暴致死案开庭

距离刘学州离世已经过去
一年有余，回顾男孩生前留下的
最后一篇长文，依然让人们感到
压抑、痛苦。

2021年12月，15岁的河北
邢台人刘学州发布寻亲信息后，
辗转找到亲生父母。因为令人
同情的人生（幼年时养父母双
亡）和离奇的寻亲过程（通过疫
苗本自行联系到生父），他的寻
亲进展一直受到网友关注。

事情很快超出刘学州的预
料。找到亲生父母时，他发现自
己是被抛弃的，他甚至怀疑自己
是被父母卖掉了。认亲之后发现
父母各自成了家，他成为对方难
以接纳的难题，继而被生母拉黑
微信。

刘学州晒出与生母的电话
录音后，生母指责他强行向生父
母索要房产。舆论瞬间压向刘
学州，许多网友向刘学州发来侮
辱和谩骂，指责他不懂感恩、心
机深、白眼狼……并称“刘学州
抛弃了自己的养父母”。2022
年1月24日，在找回亲生父母40
天后，刘学州在三亚海边发布一
封七千字遗书，之后服药自尽。

据刘学州的舅妈柴女士称，
事后她查阅了刘学州的社交账
号信息，与遗书内容比对发现，
从2022年1月17日生母在采访
中对他指责之后，大量网友向刘
学州发来了侮辱性、攻击性信
息，还有众多网友、自媒体发布
了类似内容。据新浪微博公布
数据，1月17日起刘学州收到的
私信量急剧攀升，次日达到了最
高点。微博一共清理290条被举
报投诉内容，暂停了1000多名
用户的私信功能。

柴女士便委托律师对多个账
号进行了取证，其中不乏一些“网
络大V”，他们粉丝量大，发布的内
容传播广。于是养家亲属决定，
将他们作为首批起诉对象。

柴女士说，此次被起诉的
“真话哥”“暖心姐姐”拥有数万、
上百万粉丝，在刘学州自杀前

“多次发布侮辱性攻击性内容，
传播范围很广，先起诉他们，其

他一批活跃的网暴者，后续会继
续起诉。”

根据柴女士公开发布的法
院传票显示，案由为网络侵权责
任纠纷，开庭时间为2023年2月
13日12时。

也就在开庭当日上午，柴女
士在网络发文称，“这一年来尽
管家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没能打倒我为孩子讨公道的
意愿，这一年有太多的辛酸和艰
辛，我和周兆成律师一直都没放
弃，一直都在推进中。”

柴女士写道：“作为家人我
们很清楚，案件无论什么结果，
也无法让孩子活着回来。我们
提起这个诉讼，不是为了经济赔
偿，也没有任何利益诉求。之所
以一心要为孩子讨个公道，是希
望刘学州被网暴致死的悲剧不
要再次发生，也希望通过这个诉
讼，可以让网暴者键盘侠，付出
法律的代价。”

为少年踏上维权之路

记者了解到，柴女士也曾遭
遇和刘学州类似的网络暴力。

2022年10月份，柴女士的
丈夫在做空调装卸工作时不慎
从六楼摔下，高额手术费让她束
手无策，她在网上发起求助，却
被一大批网友攻击“蹭流量”“吃

人血馒头”“戏精”“你把刘学州
害死了”。柴女士几近崩溃下，
切身体会到了刘学州生前遭遇
的压力。

根据媒体此前报道，该案代
理律师周兆成表示，刘学州去世
后，他在网络上提取了针对刘学
州的2000多条网暴言论。案件
的取证工作，早在去年就已经准
备就绪。根据我国《民法典》的
规定，作为刘学州养家亲属，可
以对网暴者提起民事诉讼，要求
侵权者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等侵权责任。

记者注意到，1月24日周兆
成曾在微博发文，总结了长达一
年的维权之路。

周兆成在文中称，刘学州去
世后，养家亲属坚持为其讨回公
道。其间，他们向三亚警方、大同
警方等均寻求了帮助，还原了刘
学州生命的最后影像，击碎了种
种谣言，同时还启动了教育部门、
公安机关对刘学州在校读书的调
查，向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寻求帮
助，关注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等。
文末周兆成写道：“尽管最后的胜
利还没有到来，但是作为你的律
师，我可以自豪地对你说，正义虽
然会迟到，但是绝不会缺席。”

微博下方，不少网友表示，
一定要让网暴者得到应有的惩
罚。 本报综合

我国女性
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
2020年接近10%

本报综合消息 据央视新闻消
息，由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全国政协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中国人口与
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三届中国人
口与发展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

调查显示，当前，我国正经历着
人口和家庭的双重变迁，低生育率
和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女性终身
无孩率快速上升，2015年为6.1%，
2020年接近10%。

2月13日，#我国女性终身无孩
率接近10%#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
第二，引发广泛关注。

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前，年轻一
代婚育观念正在发生改变，家庭规
模小型化趋势日益明显。2020年，
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降至2.62人，
较2010年减少了0.48人。家庭观念
变化带来的延迟婚育、不婚不育，成
为我国生育水平下行的最主要
因素。

全国适龄人口初婚年龄不断推
迟，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0世纪80
年代的22岁持续上升至2020年的
26.3岁，初育年龄推迟到27.2岁。育
龄妇女生育意愿持续走低，2021年
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低
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
个，而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
后”仅为1.54个和1.48个。女性现有
子女数由2019年的1.63下降到2022
年的1.19。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
升，2015年为6.1%，2020年接近
10%。

近日，AIGC——— 即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再一次引发公众关注：一款名为ChatGPT的聊天机器人程序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刷屏。写
论文、生成文案、作画、作曲……记者调研发现，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发展，开展智慧含量明显增高的创造性工作。人们追问，未来哪
些工作或将被人工智能替代？AI将如何改变人类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