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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进直播间一看，‘迪丽热巴’居然在直播卖货。”近日，有网友点开直播间，却发现正在卖货的
竟是当红女星。然而再定睛一看，这些带货“明星”很快露出了马脚——身穿中式服装，正在卖力带
货的“明星”们，其实只是使用了AI实时换脸技术的普通主播。

AI实时换脸，正在直播间悄然出现。

近日，一则“男子酒后把车推
回家”的视频引发网友热议。视
频中，一名男子在驾驶位外侧手
扶方向盘推车，另外四名男子在
车后推车，并声称“昨天喝酒喝多
了，叫代驾不值得，我们就推了，
推回去距离不到1公里”。

那么，酒后推车算酒驾吗？
记者采访了北京高界鹏凯律师事
务所主任张仲凯律师，请他进行
专业解读。

张仲凯认为，从视频中看，车
辆处于“着车”状态，但推车过程
中，没有人坐在驾驶位上，不属于
传统意义上的驾驶行为。同时，
行为人推车的行为，也能证明相
关人员主观上明知酒后不能驾
车，而选择替代性的推车方式，不
具有酒后驾车的主观故意。

判断酒驾，一般需要判断以
下情况：其一，行为人处于酒后状
态；其二，车辆处于行驶状态，即
行为人的实行行为是驾驶行为；
其三，对于道路交通安全构成危
险。

本事件中，判断其是否属于
酒驾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将推车
行为认定为驾驶行为。从通俗的
角度讲，人们普遍认为的驾驶机
动车是指行为人在驾驶位操控方
向盘、离合、油门、刹车等部件，使
车辆发生位移的行为，而不是通
过外力致使车辆发生位移的行
为。

从法律的角度讲，在未“着
车”状态下推车，如果将推车行为
认定为驾驶行为，属于类推解释，
该类推解释不利于行为人，超出
了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违反了行
政法领域的“处罚法定原则”和刑
事法领域的“罪刑法定原则”。所
以，将推车行为认定为驾驶行为，
既不符合普遍认知，也不符合法
律规定。该视频中显示行为人

“着车”但未驾驶，不符合车辆处
于行驶状态，也不能认定为酒驾。

但是，应当注意，根据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未经
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
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视频中的
推车行为也可能被认定为“占用
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可能面临
相应处罚。如果在推车过程中发
生了交通事故，也是属于机动车
交通事故，这种行为也存在安全
隐患；对自己也不安全，也可能影
响其他车辆行驶，在路面上拍摄
如果妨碍交通和安全驾驶也可能
面临处罚。

在此提醒大家，酒后挪车、酒
后驾驶二轮或三轮摩托车、酒后
在小区驾车等行为，均属于酒驾，
要受到相应处罚。为了自己和他
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拒绝酒驾，平
安出行。

（法治日报）

5名男子
酒后推车1公里回家
算不算酒驾？

与此前因争议冲上热搜的
“AI孙燕姿”一样，AI换脸也存在
侵权问题。

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赵
占领向记者表示，AI换脸主要涉
及肖像权等问题。“如果未经他人
同意，用他人的肖像替换某一个主
播的形象，这种情况下涉嫌侵犯肖
像权；如果还使用了他人的姓名，
那还涉嫌侵犯姓名权。”

按照民法典规定，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
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
害他人的肖像权。这就意味着，
无论个人还是平台、软件开发商，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通过技术手
段提取肖像，并擅自使用或上传
至换脸应用中供用户选择使用的
行为，都涉嫌侵害了他人肖像权，
擅自使用AI换脸很可能会惹祸
上身。此前，歌手林俊杰曾状告

上海宽娱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肖
某，公告详细显示为肖像权纠纷，
肖某在视频网站的个人账号中发
布了多个娱乐视频，林俊杰的肖
像被AI换脸放在了视频中。最
后，法院判肖某公开赔礼道歉，并
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250000元，
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维权
成本合理开支5000元，以上共计
275000元。

记者注意到，在一些提供换脸
软件的教程或网站上，提供者均提
醒要警惕使用AI换脸进行诈骗或
者侵权的行为。

那么，在AI换脸直播中，平台
是否负有责任？

赵占领表示，平台对于平台内
商家的侵权行为不承担直接侵权
的责任，而是否构成帮助侵权，主
要是看平台对于商家的侵权行为
是否属于明知或应知。

“一般情况下，平台使用的是
通知删除规则，也就是说权利人向
平台发出侵权通知后，如果平台对
于被投诉的行为不处理，那么平台
构成帮助侵权。但如果平台处理
了，那一般不承担责任。”

但对于如何判定平台对用户、
权利人的投诉是否明知或应知，赵
占领也表示，在一般情况下很难认
定。

近日，某短视频平台发布《关
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平台规范
暨行业倡议》，提出应用生成式人
工智能技术时，发布者应对人工智
能生成内容进行显著标识，帮助其
他用户区分虚拟与现实，特别是易
混淆场景。“禁止利用生成式人工
智能技术创作、发布侵权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肖像权、知识产权等。
一经发现，平台将严格处罚。”

（中新）

直播间里好多“明星”

AI换脸，用“杨幂”“迪丽热巴”带货侵权吗？

“一开始只是以为长得像，没想到刷进去好几个直
播间都这样，才发现是用了‘换脸’技术。”路垚(化名)向
记者表示，近期她被推送的好几个直播间都采用了AI换
脸明星的方式进行直播带货，而杨幂、迪丽热巴、杨颖等
当红女星，成为AI换脸的重点对象。

“向平台投诉了也没什么用。”她说。
目前的AI实时换脸技术已经比较完善，不少人点进

直播间以后，以为主播只是长得像明星。不过，也有一
些直播间出现了人脸和身体比例失调的现象。有网友
指出了其中一些破绽：“主播低头整理头发的时候，脑门
上全是黑的。”此外，一些直播间里AI换脸的“明星脸”主
播不能说与明星百分百的相似，五官很像但面部轮廓似
乎又不一样，乍一看觉得是哪个明星，但又不能说完全
就是这个明星，也有不少直播间会使用比较夸张的变形
特效，比如瘦脸、大眼、尖下巴特效，使主播看上去甚至
有些扭曲变形。

“现在普通人的脸已经不配直播了。”有网友如此感
慨。

对于竞争火热的直播间来说，“高颜值”是主播的重
要资本之一，而使用“明星脸”直播，或许可以更好达到
引流效果，并节省直播成本。此外，使用统一的“换脸”
形象，也使直播间降低了主播走红后“单飞”带来的风
险。

但不少网友也对“换脸”表示了反感：“发现是‘换
脸’直播后，就失去了购买的欲望。”

随着AI技术的不断进步，AI
实时换脸已逐渐成熟。近年来，
AI实时换脸已从最初的娱乐“整
活”，向直播等多个应用场景发
展。通过智能后台的AI换脸技
术，主播可以实现形象的实时替
换。

有视频换脸研究者表示，实时
换脸不存在延迟，也不会有漏洞，
而直播画面传输的延迟则取决于
使用者的网络配置和进行直播的

平台。
记者以使用者的身份咨询了

一家提供“换脸软件”的网站。该
网站客服表示，使用AI换脸需要
进行模型训练。“合成效果好不好，
关键看模型和素材。”

据提供“换脸软件”的网站介
绍，使用者自己从零开始训练模
型，如果24小时挂机不停地训练
模型，需要经过半个月到一个月的
时间，才能达到可以合成视频的效

果。
而比起自己花费大量时间训

练模型，更多人选择购买现成的
模型。“素材充足的话，你只要花
费半个小时到几个小时的时间就
可以直接合成视频。模型可以替
换任意素材使用，不分张三李
四。”

该网站客服称，他们提供的全
套模型购买价格为3.5万元，AI实
时换脸可适用于各大直播平台。

某直播间内，一名主播正在进行“换脸”带货。

换脸直播存在哪些侵权？

迪丽热巴、杨幂直播卖货？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