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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AI绘画主要以C端
体验为主，尚未形成全产业
链。那么，对于AI绘画，用户
体验到底如何？

据一位AI绘画小程序运
营人员向记者介绍，目前用户
接触到的AI绘画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给出提示词，AI绘画工
具绘制图片，叫做AI生图；另
一种是对原图进行再创作。“相
比之下，前者技术要求更高一
些，实现难度更大。后者虽然
技术要求不高，但由于有图片
绘制前后的对比，有互动，所以
用户体验较多。”

记者注意到，在一个阅读
次数为1346万、名为“ai绘画
能有多离谱”的话题下，众多网
友分享了AI根据其提供的原
图绘制的作品，并评论道“被AI
的绘画技术整破防了”。

这些用户上传的作品里，
有的将动物画成了人，将人画
成了动物，有的画错了性别，更
有甚者画出了一些“不可描述”
的内容。

“我和闺蜜穿绿衣服的合
影，被画成了两个绿色垃圾

箱。”“我家穿衣服的狗狗，被画
成了趴着的肌肉猛男，我快被
AI笑死了……”“我向女友求婚
的照片，被调换了性别，真是AI
处处有惊喜！”不少网友在社交
媒体上晒图吐槽。

还有网友表示，除了画风
奇特，AI的画功也不敢恭维。

“有点像小学生的涂鸦，完全不
讲构图和元素搭配，想怎么画
就怎么画，多少有点离谱在身
上。”一位网友说。

或许正是由于“不讲道
理”，AI绘画吸引了大量用户体
验。一位网友表示，自己用的
那个小程序现在已经需要排队
上传照片了，要加速得付费。

“一般这种情况，我就会换一个
小程序，也不图啥，就是看看AI
绘画还能有更离谱吗！”

不过，也有少部分网友晒
图表示对AI的画风、画功比较
满意。

上述运营人员表示，“目前
AI绘画还是技术初期，识图准
确度比较低，出图（成功）偶然
性比较大，往往是好几张图有
一张比较不错的。”

把狗画成肌肉男，把人画成垃圾箱……

“AI绘画离大谱”背后，谁在挣钱？
“就像拆盲盒，太上头

了！”凌晨1点，白领小翟对着
手机屏幕操作，不时发出大
笑。“AI绘画简直离了大谱，把
我老公画成了少女，把我儿子
画成了猛男，但真的好容易上
瘾，总期待下一张能画成什么
样……”

小翟提到的AI绘画，是
最近一段时间大火的一项
AIGC（利用人工智能自动生
成内容）技术。对于AI绘画，
不仅市场热度持续发酵，资本
关注度也颇高。在这背后，也
吸引了互联网巨头及一些上
市公司布局。但，AI绘画是门
好生意吗？

AI在展现超强“天赋”的同时，也引发
了用户对版权的讨论。这幅画的著作权，
应该归提供创作灵感的用户，还是归软件
的开发者，亦或是属于看不见、摸不着的
AI呢？

北京京师（杭州）律师事务所娱乐法
律事务部秘书长陈光文告诉记者，根据我
国《著作权法》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
规定，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需属于人类的
智力成果。因此从传统著作权法意义上
来讲，AI无法成为作者，AI直接生成的图
片也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但在
实践中存在争议。

“有法院认为，AI创作的‘作品’不仅
仅是AI基于数据运算自动生成，还充分
肯定了AI程序制作者在数据输入、触发
条件设定、模板和风格等方面的安排与选
择对AI产品的影响，据此认定程序制作
者享有其著作权。”

陈光文向记者表示，如果AI程序制
作者与使用者没有明确约定相关权利的
归属，则要根据用户对AI程序的参与程
度进行具体分析。比如用户基于AI生产
的绘画进行进一步创作，体现了使用者的
智力成果，那么画作的相关权利应当归属
AI程序的制作者与使用者。

“不过，在AI创作平台未声明平台产
生的AI绘画可以开放使用时，在学习研
究、新闻报道等用途之外擅自将AI绘画
用作商用，利用AI绘画产生收益，依然会
存在侵权风险。”陈光文指出。

（中新经纬 天目新闻）

虽然AI绘画体验不尽如人意，但AI
绘画已经养活了一大批“周边生意”。

由于目前AI绘画主要以C端体验为
主，相应的变现方式也主要针对C端。据
记者梳理，现阶段，AI绘画生意有付费体
验、充值加速、售卖制图提示词、卖壁纸、
创作艺术藏品等。

如百度的文心一格目前已经推出付
费版本，采用积分制，用户通过消耗积分
可以使用一格生成图片，下载后允许个人
使用和合法合规范围内的商业用途。

浙商证券研报认为，AI绘画产品目前
少有营收或实现盈利，目前相关产品变现
方式较为单一。对于普通C端用户，缺乏
性价比加高的商业应用场景，付费意愿不
强。已有的赋能收费项目集中在付费提
速或者增加清晰度方面，变相弥补现有使
用局限。

上述研报认为，相比之前，AI绘图B
端变现路径更为多元、成熟，如广告和营
销行业均有可想见的应用情景能挖掘出
较为可行的商业模型，付费的可能性和水
平相对更高。

国泰君安传媒首席分析师陈筱认为，
AI绘画是AIGC的重要分支，未来五年AI
绘画有望参与10%-30%的图像内容生成
工作，相应或将有600亿以上的市场规模。

不过有律师提醒，虽然AI绘画有一定
的前景和市场，但现阶段该技术尚处无序
发展阶段，用户体验的同时要注意保护隐
私。“照片尤其是包含脸部信息的照片属
于重要的个人信息，上传要特别注意，尽
量不选一些个人开发的小程序，以免被搜
集利用，之前大火的AI换脸等程序都出现
过这样的问题。”

2022年被称为AIGC元年，作
为AIGC技术应用的一个分支，AI
绘画在全球范围内受到热议，与AI
绘画作品《太空歌剧院》获奖、
AIGC领域头部公司Stability AI
获得1.01亿美元融资并开源AI模
型等息息相关。

而AI绘画在中国引发关注和
讨论，则与巨头下场密不可分。

2022年8月，百度发布了业内
首个AI艺术和创意辅助平台文心
一格，用户只需输入自己的创想文
字，即可快速获取由AI生成的相
应画作。腾讯也于近日上线了

“QQ小世界AI画匠”活动，用户上

传照片一键生成专属异次元形
象。抖音则上线了AI绘画特效，
目前有超过1700万人使用。美图
也在美图秀秀中上线了AI绘画板
块。

一些上市公司也布局其中。
据记者不完全梳理，目前包括中文
在线、万兴科技、昆仑万维、拓尔
思、蓝色光标等公司已拥有相关应
用产品和场景，涉足 AI 绘画或
AIGC领域。

除此之外，一些个人创作者开
发的AI绘画小程序和网站也如雨
后春笋般冒出来。中新经纬在微
信内进行搜索，有超过上百个以

“××AI绘画”命名的微信公众号、
小程序。其中一款名为“意间AI
绘画”小程序11月12日宣布，自9
月 30 日上线以来用户数突破了
100万。

需要指出的是，同AI技术在
其他领域的应用相同，AI绘画背后
也需要产业链支撑。

浙商证券研报指出，产业链层
面，AI绘画涉及到硬件、NLP（自然
语言处理）、算法算力、应用、数据
提供与处理等多环节，当前产业布
局于算法和应用开发环节较为集
中和领先，而在产业链上下游还有
诸多可开发的蓝海领域。

谁在布局AI绘画？

“多少有点离谱在身上”

AI绘画是门好生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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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某AIAI绘画软件绘画软件““图生图图生图””功能生功能生
成的成的““地铁老人手机地铁老人手机””表情包作品表情包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