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慶假期7天，被 『雷軍』 罵了8天」 「劉曉慶
回應 『畫面是我、聲音像我、但不是我』 」 ……隨着
AI生成技術普及，複製他人聲音、面貌的成本大幅下
降，一些產品更以低至5-10元的價格，號稱 「10秒
生成明星聲線」 ，相關的濫用問題層出不窮。

近年更有不法分子以AI擬聲等技術 「移花接
木」 ，盜用名人聲音用於商業欺詐，令消費者以為其
商品獲得名人代言、推薦，使商品銷量在短時間內暴
漲。專家指出，由於對新技術存在 「代際技術鴻
溝」 ，老年群體更是這類AI消費陷阱的 「重災區」 。

大公報記者 曾萍

3•15消費者權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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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出台預付消費27條 打擊捲款跑路
【大公報

訊】記者趙一存報
道：近年來，預付式消費領

域在內地頻現糾紛，成為消費
者權益受到損害較為集中的領域

之一。為破解預付式消費領域堵點
和痛點，回應社會關切，在3．15國
際消費者權益日到來之際，最高人民
法院14日在京舉行新聞發布會並出台
預付消費糾紛司法解釋。這項司法解
釋全稱為《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預
付式消費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
問題的解釋》，共27條，將於今年5

月1日起施行。
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長吳景麗在發

布會上表示，預付式消費有利於解決
經營者尤其是廣大中小微企業 「融資
難、融資貴」 問題，有利於降低消費
成本，也是消費者廣泛採用的消費方
式，這本是 「雙贏」 之舉，但也使消
費者面臨較高的違約風險，捲款跑
路、霸王條款、收款不退等問題成為
消費堵點和痛點。

消費者可向場地出租者追責
吳景麗還表示，此番發布的司法

解釋着力解決四個方面的難題。包括
解決追責主體認定難題、解決退卡難
題、解決轉卡難題和舉證難題。其
中，對於備受關注的 「捲款跑路」 行
為，這份司法解釋規定，經營者收取
預付款後終止營業，既不按照約定兌
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務，又惡意逃避消
費者申請退款，構成欺詐的，應當依
法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涉嫌刑事犯
罪的，應當將犯罪線索移送公安機
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通過嚴肅追
責打擊遏制 「捲款跑路」 行為。

司法解釋還明確了商場場地出租

者的過錯責任。消費者可向有過錯的
商場場地出租者追責，防範無經營
資質的經營者利用商場場地收款
後跑路逃債。針對經營者收取
預付款、遇到經營困難後跑
路 ， 與 消 費 者 玩 「躲 貓
貓」 ，明確捲款跑路經營者
應承擔的懲罰性賠償責任和
刑事責任，遏制捲款跑路行
為。

此外，這份司法解釋還
規制了 「霸王條款」 及消費
者七日無理由退款的權利。

據中國公安部網安局14日
消息，近日網上流傳的一條
「頂流明星在澳門輸了10億」

謠言是AI捏造，造謠者已被行拘。中國公安
網安部門查明，網民徐某強（男，36歲）為
博取流量、謀取非法利益，於10日10時，使

用軟件 「某書」 中AI智慧生成功能，輸入社
會熱點詞製作了標題為 「頂流明星被曝境外
豪賭輸光十億身家引發輿論海嘯」 的謠言信
息，並通過互聯網平台對外發布，造成謠言
迅速傳播擴散，引發大量網民議論，誘發相
關謠言、話題等頻繁登上熱搜熱榜，嚴重擾

亂公共秩序。
中國公安機關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對徐

某強處以行政拘留8日處罰。此前上述謠言
流傳之時，有網友猜測當事人為知名藝人周
杰倫、黃曉明等。周杰倫公司、黃曉明本人
紛紛在線闢謠。 中通社

嚴正
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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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懲捲款跑路
•經營者收取預付款後終止營業，既

不按照約定兌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務又惡意
逃避消費者申請退款，消費者請求經營者承擔
懲罰性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規制霸王條款
•收款不退、丟卡不補、限制轉卡等霸王條款應
依法認定無效。同時，司法解釋從不同角度，明
確消費者轉讓預付卡、解除合同、無理由退款等
方面的權利。

破解舉證難
•明確了對消費者有利的合同解釋規則，還規定
了經營者提供證據的責任；同時，防範濫用權利
的不誠信行為，引導當事人遵守合同，避免不當
加重經營主體責任。 大公報記者趙一存整理

司法解釋摘要

AI換聲詐騙暴增
圍獵銀髮消費者

5塊錢入手轉換軟件 10秒仿冒明星語音

轉發微信語音

•騙子在盜取微信號後，
便向其好友 「借錢」 ，
為取得對方的信任，他
們會轉發之前的語音，
進而騙取錢款。

「AI換臉」
•騙子通過截取或收集某
人的面部視頻畫面，利
用AI技術換臉，製造視
頻聊天的假象，騙取受
害者的信任和錢財。

AI程序篩選受害人

•騙子利用AI分析公眾發布在網
上的各類信息，根據所要實施
的騙術對人群進行篩選，在短
時間內便可生產出定製化的詐
騙腳本，從而實施精準詐騙。

統一售後標準 提升粵港澳跨境消費體驗
廣東省消費者委員會14日

發布最新消費投訴分析報告。
數據顯示，2024年廣東共接獲

72.3萬宗消費者投訴，當中247宗涉及粵
港澳的跨境消費，主要圍繞三地商品質量
標準不同、售後政策不一及維權程序複雜
等問題。

「最常見的投訴就是商品質量和服務
標準參差。例如同一品牌的產品，在內地與
香港的安全認證可能不同，消費者買回去才
發現無法正常使用。」 廣東省消費者委員會
副秘書長黃冠英解釋，部分商家宣傳時未作

詳細說明，信息不對稱，引發誤會。其次，
售後政策不同也是一大爭議點。

跨境維權難度較大亦是不少消費者頭
痛的問題。 「跨境消費糾紛維權程序複
雜，調解處理往往需要多地消委會協同配
合，部分投訴調解、維權時間較長。」 黃
冠英建議，三地政府應推動跨境企業統一
售後標準，商家亦應在銷售時清晰說明售
後政策，保障消費者知情權。

廣東省消委會建議，跨境消費若遇爭
議，可善用大灣區消費投訴平台，加快維
權效率。

完善
服務

▲廣東省消費者委員會14日發布消費投訴分析報
告。圖為廣州一家超市。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攝

AI生成內容 9月起須顯著提示標識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國
家廣播電視總局近日聯合發布

《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內容標識辦法》（下稱
《標識辦法》），自今年9月1日起施行。國
家網信辦有關負責人14日表示，《標識辦
法》通過標識提醒用戶辨別虛假信息，明確
相關服務主體的標識責任義務。

此前發布的《互聯網信息服務深度合
成管理規定》要求，包括智能對話、智能
寫作、合成人聲、人臉替換等多種服務須
添加顯式標識。《標識辦法》就須添加的

顯式標識作出了多項要求，如在音頻的適
當位置添加語音提示或者音頻節奏提示等
標識，在圖片、視頻的適當位置添加顯著
的提示標識。

《標識辦法》明確，隱式標識是指採
取技術措施在生成合成內容文件數據中添
加的，不易被用戶明顯感知到的標識。服
務提供者要在生成合成內容的文件元數據
中添加隱式標識。此外，《標識辦法》還
明確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惡意刪除、篡
改、偽造、隱匿本辦法規定的生成合成內
容標識。 大公報記者劉凝哲

加強
管理

▲重慶13日舉行消費者權益保護活動，提醒民
眾小心AI擬聲換臉騙局。

AI詐騙
常見類型

聲音合成

•騙子通過提取某人的聲音素
材，利用AI技術合成語音，
冒充名人、親友、領導、客
服等身份，誘導受害者轉賬
或洩露個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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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CEO雷軍是近期AI仿冒聲音的熱門對象，網上有不少
以AI複製其聲音的視頻教程。

抖音平台監測數據顯
示，去年國慶假期期間，AI
合成的小米CEO雷軍語音
「吐槽」 調休政策的短視頻
持續霸榜熱搜；有網友調侃
「國慶假期7天，被 『雷
軍』 罵了8天」 ，相關話題
累計播放量突破1.2億次。

更值得警惕的是，AI擬
聲技術已被不法分子用於商
業欺詐。

一杯咖啡價格 仿冒「華仔推薦」
在社交媒體平台上出現的《一路繁花》劉曉慶吃魚改編片

段中，AI技術不僅篡改台詞植入產品，更匹配了與原嘉賓極為
相似的音色。由於AI合成語音比AI換臉視頻更難辨別，且其成
本已大幅下降，讓這項新技術成為詐騙分子的 「新寵」 。

2024年3月，某電商平台出現300餘條克隆劉德華聲音的
促銷視頻。這些視頻通過AI技術完美復刻其嗓音，以 「華仔
推薦」 名義推銷某品牌保健品。數據顯示，相關商品銷量在3
天內暴漲217%，但隨後大量消費者作出投訴，當中78%用
戶表示 「因信任劉德華才購買」 。

只需要15秒的語音片段，花費不到一杯咖啡的價格，任
何人的聲音都能被完美克隆。記者在購物平台上搜索 「AI人
聲克隆」 ， 「10秒生成明星聲線」 「專業設備錄製+AI精修」
等宣傳語下，價格從5.9元（人民幣，下同）到159元不等的
多款AI聲音克隆軟件在售。據中國網絡視聽節目服務協會
2025年1月發布的《2024網絡視聽內容生態治理白皮書》顯
示，全年監測到AI聲音克隆平台2850家，生成語音總量超15
億條；確認違規內容中，商業欺詐類佔比58%（偽造企業家
帶貨等）。

雷軍：明確AI應用邊界紅線
而據中國老齡協會2025年1月發布的《中國老齡事業發

展報告（2024）》顯示，涉及AI技術的電信詐騙案件中，60
歲以上受害者佔比達42.7%；老年人人均直接經濟損失2.87
萬元。不法分子通過AI換臉生成 「專家」 形象，利用變聲技
術偽造權威聲線，在直播中宣稱普通食品 「包治百病」 ，精
準 「圍獵」 銀髮群體。

廣西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宣傳部主任李佩霞表示，由
於新技術對老年群體存在 「代際技術鴻溝」 ，使得AI詐騙分
子能夠精準突破心理防線，政府、平台以及社會各界需要共
同努力，構建全鏈條防護體系。

身為AI合成受害者，雷軍亦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提議，
加快單行法立法進程，在安全與發展並重的基礎上提升立法
位階。建議針對 「AI換臉擬聲」 等某一代表性問題，探索推
出人工智能單行法，明確 「AI換臉擬聲」 應用邊界紅線，加
大對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實施犯罪行為的刑事處罰力度。

AI造謠頂流明星澳門輸10億
36歲男網民被公安機關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