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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广泛参与内容创作

全国首例“AI文生图”著作权案，全国首例

“AI声音侵权案”，全国首例涉 AI绘画大模型训

练著作权侵权案……近年来，围绕 AI生成内容

的著作权案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今年，围绕 AI侵权的讨论聚焦网络小说。

某网络小说平台通知签约作者，要求签署一份

补充协议，允许将他们的签约作品用于 AI模型

训练。引发争议后，该平台删除了作品签约协议

中的 AI相关条款，并声明“没有发布过任何纯 AI
写作的作品，也不会违背作者个人意愿使用AI写
作能力”。

不少作者仍对未来表示担忧。“自己的作品

被用于训练 AI模型后，可能失去对作品的控制

权”“AI将进一步蚕食人类创作者的空间，不知

何去何从”“理智和情感上都很难接受”……

一名在该平台写作小说的作者表达出网文

作者共同的心声：“我担心我的小说，甚至没有

发表的素材，被 AI吸收后率先输出相似内容，系

统反过来判定是我在抄袭。”

客观来看，AI现有创作水平远远赶不上人

类。目前AI生成的小说较为呆板，人物性格塑造

也比较欠缺，无法模仿人类口语化的表达方式。

“对于平台引入 AI，我的感受是复杂的。从

平台角度来说，为了降本增效采用 AI是可以理

解的；但在充分利用科技便利的同时，如何保护

现有的创作者、现有作品的知识产权是关键问

题。”网文作者杨千紫表现出忧虑。

作家蒋胜男认为，那种“不加思考、每天只

以更新数量为目标、大段抄袭甚至拼凑”的网文

作者将是 AI冲击下的第一批牺牲品，因为“怎么

拼也拼不过 AI”。不过，作者可将 AI作为一种

新型工具，用来检查错字漏字，或者整理大纲。

有没有版权？

AI应用于网文创作，并不是新鲜事。2023
年 7月，阅文集团发布了国内首个网络文学行

业大模型“阅文妙笔”和基于这一大模型的应

用产品——“作家助手妙笔版”。这一功能目前

已开放给所有人使用。

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侯晓楠表示，

AI可以在创作过程中替代一些重复性、消耗性

的体力活，作家仍需把控故事的质量和完整性；

一般不会出现作品因为使用 AI辅助从而内容雷

同，对作者著作权造成威胁的情况。

“平台应对 AI参与创作的作品进行版权保

护，明确版权归属方。”网文作者核桃提出，作者

要把自己借助 AI创作的作品，从创意到撰写，以

及修改过程留档存储，避免发生版权纠纷。

目前，我国著作权法在 AI生成物保护方面

暂无明确规定；AI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于 AI
技术的开发者还是实际使用者尚存在争议，有

待法律和政策层面的明确指引。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常务副会长兼总干事

张洪波认为，没有人类深度参与的人工智能生

成物不应该有著作权；如果人为输入主观想法，

进而生成反映人类主观意志的独创性内容，就

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应受到版权保护。

现行著作权制度以“人”的智力成果作为衡

量标准，对于 AI生成内容的规定还不够完备。

张洪波表示，传统的侵权认定标准在 AI创作场

景下也面临适用难的问题——由于 AI生成过程

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权利人难以顺利取证，维护

自己的权益。

针对平台利用作者创作内容进行 AI数据训

练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

中心主任刘晓春认为，数据训练中的使用行为

因具有明显的“非特定性”，应当界定为“非作品

性使用”，从而不应纳入著作权保护范围。

“在数据训练中，单个作品只是运用人类语

言规律的随机统计样本。单个作品存在高度的

可替代性，很难归功于或对应到特定作品和作

者。”刘晓春说。

AI和作者，与时偕行

生成式人工智能之于网络文学行业，既是

一项技术革新，也是一次转型升级的机遇，展现

出巨大的潜力和实用性。

2024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上，《生成式人工

智能行业自律倡议》发布，呼吁有关单位共同促

进内容生态建设。

业内人士指出，加强版权保护已成为人工智

能发展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无法回避的命

题。平台不应为了一时的利益做出“杀鸡取卵”

式的短视行为，进而打击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作者是平台最应该保护的对象。如果平

台能用 AI取代作者，那么也会很快被其他平台

的 AI取代。”蒋胜男认为，对于平台来说，AI有
助于让原创作品得到更多被推广、被转化的机

会，这方面的回报，远大于试图用 AI取代作者获

得独立“版权”的利润。

张洪波认为，AI数据投喂、大模型训练等场

景涉及大量版权作品，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

需细化 AI合理使用的场景和范围。“AI的发展

需要大量高质量数据，而对其中版权作品的商

业化使用应当依法获得权利人的许可。”

为此，专家建议，人工智能使用海量作品应

设定法定许可制度，AI开发、应用者应当向著作

权集体管理组织预存（提存）一定数量的版权

费，集体管理组织应当建立公开、透明、便捷的

使用分发机制和版权纠纷的集中调解机制。

出台更新明确的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有

利于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希望缩小监管与技术

发展之间的距离，通过制定标准，推动技术在合

法、合规的框架内良性发展。”掌阅科技总经理

孙凯呼吁。

多位网文作者表示，愿意在保护版权的前

提下充分利用好 AI，发挥人类作者和 AI 的长

处，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

“包容、谨慎、接受、驾驭。保持开放的态

度，终身学习，迎接明天的挑战。”杨千紫说，只

有去创作更深刻的作品，作家才能不被这个时

代淘汰。③6 据新华社电

第七批空间科学第七批空间科学
实验样品顺利返回

新华社 11月 4日电（记者 张泉）记者从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获悉，中

国空间站第七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 11月 4日
随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顺利返回。

据介绍，本次下行的科学实验样品共 55
种，涉及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

燃烧科学等领域，总重量约 34.6公斤。其中，

生命类实验样品已于 4日上午转运至北京并交

付科学家，材料类和燃烧类实验样品后续将随

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

生命类实验样品包括斑马鱼培养基、氨基

酸、寡肽、产甲烷古菌、耐辐射微生物等 24种。

后续，科研人员将重点开展水生生态系统在空

间环境下物质循环机制、厌氧古菌对地外环境

的适应能力、极端环境微生物的生存极限和耐

受性评估等研究，探讨地球生命发生星际传播

的可能性。

材料类实验样品包括高温难熔铌合金、复

合润滑材料、光纤和光学薄膜等 30种。科研人

员后续将重点研究重力对材料生长、成分偏

析、凝固缺陷及性能的影响规律，推动长寿命

空间润滑材料、精密电子设备中子屏蔽材料、

隔声隔热金属多孔材料等的空间应用。

本次下行的燃烧类实验样品为基于甲烷

燃烧合成的纳米颗粒材料。科学家将开展颗

粒粒径、形貌、晶格结构等分析，助力地外环境

气相合成关键颗粒材料相关技术发展。③6

在建世界最高桥
完成首件钢桁梁吊装

新华社11月 4日电（记者 向定杰）4日下

午，在建世界最高桥——贵州花江峡谷大桥建

设取得重要进展：随着缆索吊机将重约 215吨
的首件钢桁梁精准吊装至指定位置，大桥施工

进入新阶段，为明年通车运营奠定了基础。

据了解，吊装钢桁梁是桥梁主体结构施工

的重要组成部分。待所有吊装完成后，大桥将

进行主缆缠丝、涂装作业，同时进行钢梁及桥

面附属结构的安装。按目前施工计划，花江峡

谷大桥预计于明年春节前后合龙。

承建单位贵州桥梁集团介绍，花江峡谷大

桥主桥共有 93 个钢桁梁节段，梁段总重量达

2.1万余吨。当天进行的是首节段吊装作业，缆

索在将钢桁梁吊至指定位置后，再经过 90度旋

转连接固定。

2022年开工建设的花江峡谷大桥，因跨越

被誉为“地球裂缝”的花江大峡谷而得名，是贵

州省六枝至安龙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全

长 2890米的大桥为钢桁梁悬索桥，桥面距水面

垂直高度 625米，建成后将成为新的世界第一

高桥。③6

AI写的小说，有没有版权？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史竞男 杨湛菲

随着网络文学大模型推出随着网络文学大模型推出、、AIAI创作的小说问世创作的小说问世，，AIAI生成内容引发生成内容引发
的争议进入文学创作领域的争议进入文学创作领域。。有人认为有人认为AIAI辅助创作为网络文学作者提辅助创作为网络文学作者提
供灵感供灵感，，也有人担心也有人担心AIAI会抢了作者会抢了作者““饭碗饭碗”。”。

AIAI生成的内容是否有著作权生成的内容是否有著作权？？AIAI与创作者之间的关系与创作者之间的关系，，未来走向未来走向
何方何方？“？“新华视点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创作者记者采访了创作者、、平台方和有关专家平台方和有关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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