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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责编院郭星宇
制版院赵 芳

大数据技术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

人工智能高速发展挑战法律应对能力
野西窗楼角听潮声,水上征帆一点轻冶遥这是一首来自于机器人的原创诗遥这首诗的著作权

属于谁钥
扫地机器人算法不完善,清扫过程中用力过猛撞坏了室内财物遥 你能找谁赔钥
浏览过摄影网站后,各类摄影类相关产品和资讯就不停向你推送遥 这种基于大数据技术

的精准营销合法吗钥

4月 9日, 由北京互联网法院主办的人工智能的法律挑战与司法应对研讨会上, 法学专

家尧行业专家和法官一起,围绕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涉及的法律问题展开激烈讨论遥

人工智能开始改变生活
书写司法文书以秒计速

在移动互联网尧大数据尧超级计算尧传感网尧脑
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的驱动下, 人工智能加速发
展,呈现出深度学习尧跨界融合尧人机协同尧群智开
放尧自主操控等新特征,正在对经济发展尧社会进
步尧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等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
影响遥

语音输入尧 路况导航尧 拍照识物尧 自动刹车
噎噎人工智能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每个人都已
不陌生遥 2019年产业创新创投论坛预测,今年我国
的人工智能和新产业规模将达到 960亿元遥 在此
次人工智能的法律挑战与司法应对研讨会上,记者
还看到了更多前沿应用遥

字节跳动人工智能实验室总监文林福在会场
现场展示,打开手机自拍视频功能,女生可任选颜
色为自己野涂口红冶,甚至可以交给系统根据当天的
着装尧头型等自动选定适宜的口红颜色和样式曰自
动生成大长腿尧瘦脸尧去斑尧长睫毛等各种美颜美
体功能实现瞬间变身遥 这是抖音 App在加持人脸
识别尧智能特效尧手势肢体尧AR尧3D等技术后的神
奇野变身术冶遥

在车辆驾驶领域,百度智能驾驶事业群公共政
策高级经理宋德王介绍说,主动刹车尧车道偏离自
动修正尧自动泊车尧智能跟车等自动驾驶技术已开
始广泛应用遥去年,全球首款 L4级量产自动驾驶巴
士阿波龙正式下线,开始在全国首个无人驾驶商业
示范运营项目正式运行遥 阿波龙颠覆了传统汽车
的概念,没有方向盘尧没有油门和刹车踏板,通过相
关传感器,具有车流判断尧路牌识别尧避障等能力,
从而实现无人驾驶遥

爱看老电影的影迷们也能够在人工智能的帮
助下实现视觉的自动升级遥 经北京爱奇艺科技有
限公司法务经理朱媛的演示, 老片的 540P视频分
辨率已可轻松升级至 1080P的高清水平遥

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执行研究员杨延超为与
会嘉宾演示了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相关应用遥
160秒,相关软件就完成读取基本资料尧分析法律
关系尧抓取专利数据库尧书写完成专利申请书的全
过程遥

记者了解到,北京互联网法院已实现机器人智能
引导尧当事人身份自动识别尧案件诉讼风险的智能评
估尧诉状自动生成尧人工智能翻译尧5类裁判文书一键
生成等诸多场景应用, 部分功能已达到秒速完成,其
中, 诉状自动生成功能半年内已累计使用超过两万
次遥 而这背后,均离不开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遥

机器人写诗画画发新闻
著作权属于谁争议较大

人工智能发展在知识产权领域同样备受关注遥
微软公司的野小冰冶作为跨平台人工智能机器人,不仅

会原创诗词,还出版发行了诗集叶阳光失了玻璃窗曳,是人
类历史上第一部 100%由人工智能创作的诗集遥 此次研讨
会上,不少专家列举了机器人创作的油画尧音乐尧新闻等作
品,可谓文艺范儿十足遥

野从法律角度看,小冰创作的诗著作权属于谁?署名权
又是谁?冶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平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
己的观点遥 她认为,目前,我国著作权包括修改权尧署名权尧
发行权等,有些权利确实应属于自然人或法人,可有的权
利应属于机器人自身,比如署名权遥 因此建议未来修改著
作权法时,将署名权与著作权分离,突破目前著作权由作
者享有的限制遥
不过,张平也提出,机器人创作必然是在对其他艺术

家作品学习的基础上进行的, 此时的创作就可能涉嫌抄
袭尧剽窃,如何划线定性也是应当正视和研究的法律问题遥
但在人工智能涉及到的著作权领域,专家观点并不一致遥

野法律的确需要关注新技术,回应技术提出的新问题,
但是法律并不能直接调整技术,只能是对技术进步带来的
新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遥 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李琛
的观点是,对于当下弱人工智能阶段,还需要观察技术对
社会关系的影响程度, 耐心等待更多的纠纷样本产生,不
能先于社会关系调整法律遥
对于人工智能创作物能否取得著作权的问题,李琛认

为,人工智能设计者利用这项技术生成创作物,容易满足
著作权的取得条件,用户把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创作的辅助
工具,添加明显的人为取舍,也可以取得著作权,但如果只
是通过简单指令生成的作品,相关权利还需要具体分析遥
对此,中国传媒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刘文杰持有不同观

点遥 他认为,人工智能虽以学习尧模仿为基础,但完全可能
生成比人类的一般平庸作品具有更高艺术价值的创作物,
在人工智能时代,是否还要用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套
用到机器人上,是值得讨论的遥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蒋舸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过

程也会从量变到质变,后期可能冲击社会结构,改变社会
看法,从而赋予人工智能更多的权属地位,因为机器人创
作的是否属于作品,说到底是价值层面的选择遥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教授的观点是,讨论人工

智能的时候需要结合其发展阶段,如果人工智能技术已经
实现能够独立形成自己的意识,独立表达和实施自己的意
识,那么其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责任主体遥 不可
否认,人工智能技术对当前生活的确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颠
覆,但还没有到颠覆现有法律的程度,因此对于法律的发
展没有必要过分恐慌遥 渊黄洁徐伟伦冤

大数据是人工智能的基础
未经告知默默抓取恐侵权

与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相伴而生的是纷至
沓来的伦理挑战与新型法律问题遥 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 要整合多学科力量, 加强人工智能相关法
律尧伦理尧社会问题研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
康发展的法律法规尧制度体系尧伦理道德遥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黄铁军介绍
说,3月 18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推进办
公室召开治理专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科技部副部
长李萌在会上说, 应高度重视和前瞻预判人工智能
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 注重激励发展与合理规制的
协调,防范和应对可能带来的风险,全面开展人工智
能治理方面政策体系尧法律法规和伦理规范的研究,
坚持问题导向,特别是在数据垄断尧智能滥用尧隐私
保护尧伦理道德不平等智能操作以及对社会结构的
影响等重点领域,加强监测预判遥

人工智能发展对个人隐私保护的挑战, 北京互
联网法院副院长李经纬有着切身感受:野我曾在某电
商平台搜索商品, 此后这家电商平台便会自动推送
与之前搜索相关的商品给我遥 某旅游网站的老用户
打算外出旅游, 相关旅游网站会自动分析消费者的
消费习惯,利用之前抓取到的一些个人消费偏好,推
送一些相对于新客户而言价格更高的旅游产品,也
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数据杀熟遥 冶

李经纬说, 虽然我国电子商务法对大数据杀熟
行为进行了一定规制, 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根据消
费者的兴趣爱好尧消费习惯等特征向其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的搜索结果的, 应当同时向消费者提供不针
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 尊重和平等保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但可以设想,如果相关网站平台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实施了大数据杀熟,当事人又该如何进行举证,
这对非技术人员来讲恐怕非常困难遥 野此外,网站平
台在抓取用户搜索信息尧消费习惯等数据时,是否经
过授权? 如果未经授权静默抓取用户个人信息并加
以利用,甚至对外共享,这种行为我认为已经涉嫌构
成侵权冶遥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管晓峰认
为,人工智能类产品构成侵权通常涉及四个方面,除
了类似扫地机那样的产品缺陷侵权以及用户自身
使用不当或管理不当造成的侵权外, 像上述人工智
能软件尧产品等未经授权不断偷取个人信息的行为
也会构成功能侵权遥 但是, 对于人工智能侵责任承
担,还需要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