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蹭流量賣焦慮 警惕被AI課割韭菜
浮誇評價 危言聳聽 製造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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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一位知名網紅打早前一位知名網紅打
着着 「「清華博士清華博士」」頭銜銷頭銜銷
售售AIAI視頻課視頻課，，後來因違後來因違
規被多個平台封禁規被多個平台封禁。。

大公報記者 盧冶、林凱

自人 工 智 能 企 業
OpenAI發布了文生視

頻大模型 「Sora」 後，越來越多人
注意到了這款工具所帶來的商機，但
部分人不是研究怎麼以AI工具產出更好的

產品，而是藉由推出介紹Sora使用方法的視頻課程來 「掘
金」 。雖然早前某售賣AI課的知名網紅因違規被多個平台封
禁，但仍有大量賣家打着 「Sora付費課」 或 「AI視頻課」 名
號銷售一些人工智能入門和 「掃盲」 級的知識，通過 「販賣

焦慮」 的包裝，繼續 「蹭流量」 「割韭菜」 。

看新聞看新聞，，了解行業最新了解行業最新
動態動態；；

了解自己的領域內有哪了解自己的領域內有哪
些好用的些好用的AIAI工具工具，，選擇選擇
合適的合適的AIAI工具來提高現工具來提高現
有工作效率有工作效率；；

不斷摸索並與同伴交不斷摸索並與同伴交
流流。。

資料資料：：上海網絡闢謠上海網絡闢謠

普羅大眾可
如何學習AI
工具？

內地早着先鞭 AI創作影視作品
早在Sora問世之前，內

地相關行業已經在嘗試利用
AI創作影視作品，微短劇
《白狐》就是在Sora發布前
上線；中國首部AI全流程製
片的動畫大電影《愚公移
山》則在去年12月官宣開
機。由此可以看出，關於生
成式AI深度參與影視內容創
作的探索，國內早有先行
者。業內人士表示，中國未
來在應用AI技術方面，完全
有機會走在世界前列。

已在CG領域工作了15年的博主 「AI
瘋人院」 表示， 「現在影視行業正廣泛
接納AI進入，目前主要應用於影視前期
的概念設計、舞台設計等，一些動畫團

隊、遊戲開發公司也正布局或引入AI生
產線。」

2月19日，中國國務院國資委召開
「AI賦能 產業煥新」 中央企業人工智

能專題推進會，提出中央企業要主動擁

抱人工智能帶來的深刻變
革。北京、上海、廣東、江
西、湖南等很多地方也都結
合各自產業發展情況推出了
規範、促進人工智能產業發
展的政策。 「可能需要去關
注我們的研發方向、方法和
投入產出比，關注人才的高
度和密度，以及去關注在像
算力、資本、數據等等資源
投入的充裕度。」 中國社會
科學院大學數字中國研究院

特約研究員顧登晨認為，應當鼓勵人工
智能龍頭企業、數據服務商、科研機
構、應用企業等參與高質量公共數據集
建設，實現高質量通用數據和細分行業
數據有效供給和高效流動。

在某購物平台搜索 「Sora課
程」 ，隨便點開一套售價99元（人民
幣，下同）的 「Sora課程」 已經超500
人購買，超600人加購，還有人買後評
論 「據說店家是從美國回來的，時間
就是金錢，還好下單了。」 店內客服
人員告訴記者，現在買是預定名額，
「目前我們已經接受了300多位顧客的
預定名額服務。」

「懂得AI的技術人員不一定能通
過AI賺到錢，但不懂AI技術的網紅卻
可以通過賣課賺到錢。」 杭州某AI企
業COO孟繁盛談及 「Sora付費課」 直
搖頭， 「Sora對行業的衝擊我現在還
沒有看到，但是 『智商稅』 卻很多人
交了。」

胡謅「不用這東西馬上失業」
「我……可能要失業了！」 「全

球影視行業遭遇降維打擊。」 「Sora
遠比你想的要可怕！」 ……記者注意
到，在短視頻平台中，很多對Sora進
行評價的文案話術有都有很大的相似
之處。 「Sora一出現，我就開始關注
業內對它的評價。我覺得很多博主的
評價都太水了，只會感嘆人工智能的
迅猛發展，對於未來發展方向的預
測，以及在各個行業的應用憧憬都很
局限。」 在北京工作從事短視頻後期
工作的文博向記者表示，網上對於
Sora的評價千篇一律，多數博主都是
在追風口引流量。

而當Sora話題剛一爆火，便有視

頻博主標榜所謂幫助網友獲得內測資
格、售賣提示詞庫、Sora入門教程指
導等等，利用售賣Sora 「教程」 而賺
到了第一桶金。

「我是覺得這些視頻的內容有一
點點過分地誇大現在AI的功能，有點
誇大其詞，就是說你不用這個東西，
你馬上失去工作，感覺是在煽動焦
慮。」 文博說。

學者：扭曲大眾認知 有害無益
已經從事兩年直播運營工作的王

乙涵同樣認為，該類型內容令人反
感。 「從營銷的角度來看，就像之前
的ChatGPT、AI繪畫甚至再早年間大
火的Python、Excel教程一樣，營銷的
方式還是那幾種，無非就是 『販賣焦
慮』 『畫餅』 『提升技能』 這幾個
點。第二個方面就是產品質量方面，
其教程的質量與宣傳的無法匹配。」
王乙涵認為，誇張的宣傳方式以及不
符合消費者心理預期的產品質量是引
起大家反感的主要原因。

對於這類營銷視頻，專家認為，
實質上是在渲染焦慮情緒，對於新技
術在社會中的普及有害無益。清華大
學基礎科學講席教授劉嘉表示， 「他
販賣的不是知識，也不是能力，而是
一種焦慮。這種授課，讓我們對於新
技術反而會產生一種恐懼感，拚命地
去拒絕它，而不是我想去看看它究竟
能夠給我的人生帶來什麼樣新的發
展。」

AI取代人類？ 言之尚早
自ChatGPT興起後，每當一項AI

技術取得突破後，網上便會湧出一堆
某某職業將被取代的話題。

「當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對於行
業的這種影響或者說衝擊，應該說還
沒有到一個顯性的時刻。在這種情況
下，我們去討論這種就業替代效應造
成大規模的失業，是為時尚早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數字中國研究院
特約研究員顧登晨認為，雖然人工智
能在技術上取得了一定突破，對我們
的生活確實會產生一些影響，但仍然
集中在新技術帶來的認知層面的改
變，短期內並不會對普通人帶來很大
的衝擊，更不會像一些網絡博主所宣
稱的造成大量失業。

雖然Sora已經展現出了很高的潛

力，但在實際的產業應用當中，並沒
有具備獨當一面的能力。 「從實際的
工作來看，這幾年所使用的後期工具
確實智能化了很多，像是調色、磨皮
抑或是摳圖的方式都便捷了很多。從
業人員的入門門檻也在不斷降低，工
作效率不斷提高，但完全取代某一職
業我感覺是不現實的。」 在吉林長春
有着20年的婚禮後期經驗從業者珺珺
認為技術的不斷迭代只是錦上添花，
「知識和技術是兩個東西，技術更替
並不能彌補思想和經驗的不足，不能
以目前的產品來衡量客戶的未來需
求。但隨着時代的發展客戶的需求也
是越來越高的，就像20年前的技術很
難完成現在的客戶需求，所以未來對
專業人員的需求會越來越高。」

畫大餅誤導 一夜暴富勿信
Sora的出現讓很多人將其視為

新的風口，很多網絡大V也在營銷
「了解人工智能就能迅速造富」 的理
念，通過 「畫餅」 的營銷方式獲客，
很容易讓普通人落入營銷陷阱。

吉林藝術學院大四應屆生小趙
就是掉入營銷陷阱中的一員。 「我
是學戲劇影視導演的，他們的宣傳
口號實在是太吸引人，賣家說 『我
們都有機會成為第一代AI導演』 ，
於是我就毫不猶豫的買了。」 小趙
介紹，他入手的 「Sora從入門到精
通完整版課程」 ，199元僅包含幾個
文字資料和案例視頻。其中，文字
資料由OpenAI官網介紹拼接而成，
案例視頻為OpenAI公開發表的視
頻。小趙深感受騙，但目前該賣家
主頁顯示，所有涉及 「Sora付費課
程」 的鏈接均已被刪除。

而在相關業者看來，通過學習一
項新技術進行 「身邊轉變」 甚至 「暴

富」 是難做到的。 「目前的Sora及很
多其他人工智能，還沒有形成一個有
力且便於使用的工具。而且，無論在
哪個行業，都需要運用到一系列的工
具，才能輸出有價值的產品。」 長春
大學設計學教授宗世英認為， 「雖然
人工智能行業確實存在高薪崗位，但
實際上還是集中在需要大量專業知識
的技術領域，普通人短期內靠它們去
賺大錢並不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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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行業變革 勿讓AI衝昏頭腦
從 去 年 年 初

ChatGPT橫空出世，
到今年Sora試用，短短一年的時間，
AI已經在網上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風
浪。 「未來要被AI代替的十大行業」
「普通人職業變天」 「先行者贏得機
遇」 ……這些聲音甚囂塵上。

其實，一邊 「狂
飆」 一邊 「翻車」 也是
人工智能的 「常規操
作」 。

例如，胡編亂造的
ChatGPT將吉林景區攻
略 「嫁接」 到武漢；
Midjourney生產出人身
狗頭的圖片；Sora視頻
裏考古學家沙漠中挖出
了塑料椅……當前，可
以看到的是，不管將AI
描述得如何驚艷炸裂，

但在稍顯複雜的場景下依舊難堪大
用。

這早已被行業內的從業者看透，
所以被 「替代」 的聲音越來越弱。但
站在變革的風口，大眾難免被人工智
能攪亂 「頭腦」 ，變得越來越焦慮。
不管是1元還是199元的 「Sora付費課

程」 ，只要稍加思考就
知道這是類似 「把大象
裝冰箱要分三步」 的智
商稅，但還是中了 「掘
金熱潮」 的陷阱，生怕
落於風口。

其實，AI未來還有
很長一段路要走，這股
風始終要吹過。我們要
頭腦清醒，AI不是黃金
礦場，多沉澱、多思考
才是賺錢與否分水嶺。

大公報記者林凱

短評

▲在Sora發布前上線的微短劇《白狐》劇照。

▲一幅由AI生成的端午節
賀圖化糉為山。

▲有內地AI課店家表示已經接受了300多
位顧客的預定賬號名額服務。▲目前網絡上充斥各種內地AI課廣告，炫人耳目。

AI課程三大陷阱

假宣傳 內容差

宣傳視頻一般都強調 「不要被時代淘
汰」 、 「看完就能賺錢」 ，但課程內容質
素參差，消費者付款看完實際內容後才直
呼受騙，不僅內容淺顯、廢話連篇，有些
甚至是搜索引擎結果的合集。

先免費 後宰客

先用0元或低價引流上課，講了些常
識後，再號稱付更高價錢就可以買更具體
的操作課程，消費者付錢後才發現純屬誇
大其詞，誘導消費者衝動消費。部分課程
更是打出 「學完保證接單」 的虛假承諾。

退費難 售後爛

退費難包含兩種情況：一種是令消費
者憤怒的 「霸王條款」 ，另一種則是稀爛
的售後服務。如果說 「霸王條款」 是退款
無門，那無保障的售後服務，則是在答應
退款後開始踢皮球，或是直接失聯。

資料來源：上觀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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