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篇AI率也“超标”

论文AI率检测“误伤”引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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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高校对毕业论文AI生成内容进行规范已成趋势，但一些论文AI率被误判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近期，《荷塘月

色》《流浪地球》等经典作品被检出高AI率，再次引起“原创论文被判高AI率”等话题的讨论。

据调查，许多学生担心论文AI率被误判过高影响毕业，甚至不惜花钱降AI率。检测论文AI率有必要吗？现有的AI率

检测方式靠不靠谱？如何避免“唯AI论”？记者进行了调查。

“知AI善用”，
探索AI
赋能教育“良策”

专家指出，AI 工具已成为学习的重要
助力，高校一方面要避免“唯 AI 是从”，不
让工具凌驾于人的思考和判断之上，另一
方面亟需优化检测技术、提升 AI 率检测参
与学术规范的灵活度，分层分级分步探索
AI 赋能教育。

某受访教授指出，学术论文包含大量
专业术语和逻辑论证，检测模型的适用性
极为重要。建议相关部门、高校、科研机
构形成合力，研发适配学术论文的自然语
言处理算法和机器学习模型，拓宽数据库
覆盖面，从而对文本特有的语言风格、语
义结构等进行细致、准确分析。

该教授认为，用“一把固定的尺子”丈
量不同标准的论文过于“一刀切”，建议高
校根据自身学科特点甄选 AI 率检测工具，
同时探索设置适用于学术论文的 AI 率阈
值区间，针对不同学科特点、论文类型设
置不同比例的 AI 率限制，提升 AI 率检测参
与学术考察的灵活度，让学生不再被动地

“削足适履”降 AI 率。
提升巩固 AI 率检测背后的“支撑项”

也尤为重要。教育部人工智能助推教师队
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指导专家组秘书长郭
绍青指出，培养 AI 通用大模型“成长”的语
料来源多元、真假难辨，极易出现偏差。
提升 AI 率检测的准确性和可参考性，除了
匡正大模型，还要对其背后的语料库进行
检测和监管，建议相关部门连同高校，探
索建立基础性、常识性、权威性的知识信
息语料库。

其实，公众对“AI 率”的讨论背后，是
对人工智能时代新型高等教育模式的期
望。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未来教育高精尖
创新中心执行主任余胜泉指出，智能技术
在教育教学中应用的方向，是成为支撑学
生认知能力扩展的工具。建议高等教育领
域探索适应信息时代的育人模式，实现从
个体认知到人机结合分布式认知的转变，
构建多态、多境、跨越的课程体系，打造面
向成长的发展性评估模式。

记者了解到，一些高校已将人工智能
课程纳入教学体系，如复旦大学计划推出

“AI 大课”，实现“AI 课程覆盖全体本研学
生”。在兰州大学等高校，“人工智能+课
程”的教学模式正逐渐应用。

罗杨洋指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 AI
技术应用刚刚起步，在体制机制、基础设
施层面加强规范和引导的同时，建议开发
更加多元的 AI 课程，同时提升师生 AI 素
养，加强技术伦理教育。对 AI 率检测，要
中性对待、理性评估，在使用中优化，在探
索中完善。

（据新华社报道）

AI率“超标”加重“毕业焦虑”

恰逢毕业季，随着越来越多高校将“AI生成内
容检测率”（简称AI率）纳入论文审核体系，各大社
交媒体平台上有关论文AI率“亮红灯”的抱怨与求
助信息也大量涌现——小红书平台上“论文 AI 率
高怎么办”相关笔记高达 382 万多篇，抖音平台上
一条吐槽论文 AI 率的视频获得 20 多万点赞，上万
条评论大多围绕“论文AI率高到离谱”展开分享和
讨论。

一位来自北京某高校的毕业生张雨凡（化名）
说：“自己纯‘手打’的论文，AI 率 85%，难道我是人
机？”记者浏览各大平台发现，原创论文测出 AI 率
高于 60%的学生“一抓一大把”，甚至有人高达
100%。一位网友表示：“思路和语言都是自己的，
AI率 100%，到底咋回事？”

为了一探究竟，有人将《荷塘月色》和《流浪地
球》的片段上传至某常用论文AI率检测系统，结果
显示，两篇作品的 AI 生成总体疑似度达到 62.88%
和 52.88%，随后更爆出《滕王阁序》AI 率达 100%，
网友调侃：“建议取消王勃进士‘学位’。”

至此，越来越多大学生开始“喊冤”。西部一
政法类高校学生秦成（化名）表示，进行 AI 率检测

时，连自己的学院、班级、学号、姓名
都被判定为 AI 生成，“不明白这种检
测有什么意义”。不少受访者提出质
疑：“AI 是人创造的、模仿人的工具，现在
人被AI率逼得无路可走。”

记者了解到，目前并非所有高校都明确
检测论文 AI 率，但焦虑情绪已在蔓延。记者
浏览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发现，许多毕业生担心
因此影响毕业、找工作，微博一条名为“论文致
恨”的话题下，论文 AI 率激发了对毕业负面体验
的热烈讨论，一些教师和非毕业年级学生也加入
吐槽队伍。

伴随愈演愈烈的“降AI率”压力，“降AI商机”
应运而生。记者调查发现，各大平台花钱“降 AI
率”的广告随处可见，价格少则几十元、多则几百
元，一些商家拿钱后没降到许诺的数字，被要求再
降时，称“不加钱就拉黑”。

记者随机私聊了一位“降AI率”服务博主，对
方说一篇 3 万字、AI 率 45%的论文，花 150 元可以
降到个位数，方法是“纯人工调整”，但要先付 50%
的费用。

测 AI 率有必要吗？现行检测技术靠不靠谱？
西部某政法类高校教授指出，人工智能融入

教育是必然趋势，但要谨防 AI 滥用导致的学术造
假，将 AI 技术用于“正道”。记者了解到，随着人
工智能技术在材料整合、写作等方面越来越“聪
明”，对学习和教育的介入越来越深，为了避免学
生出现“AI 依赖症”，干扰毕业论文考察效果，一
些高校已经开始对 AI 工具参与学术的尺度进行
规范。

例如，复旦大学发文对学生使用 AI 工具提出
细化要求和惩处措施，比如禁止使用 AI 工具进行
研究方案设计、创新性方法设计等。北京师范大
学要求学生使用生成式 AI 完成作业时，需标红相
关 内 容 ，且 直 接 生 成 的 内 容 不 能 超 过 全 文 的
20%。天津科技大学规定，若本科生毕业论文 AI
率超 40%，学院将向学生发出警示，要求自查自
纠，修改后在相关平台检测通道复检。

记者发现，由于相关技术、标准尚在探索阶
段，目前高校针对论文 AI 率超标的处理趋于审
慎，更多是引导修改，而非直接等同于代写、剽
窃。

那么，现有的 AI 率检测模式究竟靠不靠谱？

多名专家指出，首先，“AI 生成”不是“AI 原创”，而
是 AI 基于人类创作的语料、模仿人类思考表达模
式合成的“产物”。AI 论文反识别，本质上是基于
概率的可能性测算，并不能断定“论文由 AI 生成
或由 AI 帮助完成”。

同时，现有的 AI 率检测平台评判标准不同、
检测方式存在偏差，知网、维普的 AI 率检测结果
普遍低于 PaperYY、PaperPass 等平台。记者将一篇
毕业论文进行检测发现，在 PaperYY 和 PaperPass
上的 AI 率分别为 50%和 70%，在知网检测系统上
只有 5%。

“我校今年引入知网 AIGC（人工智能生成的
内容）检测系统，从工科看，虽然 AIGC 检测在论
文结构完整性等方面能给出值得借鉴的建议，但
也 暴 露 出 程 式 化 表 达 、客 观 描 述 易 被 误 判 为
AIGC 的问题。”西部某政法类高校教授说。

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罗杨洋指
出，AI 率检测和复制率检测本质上都是语言检
测，不仅可以通过语言修改规避检测，使“李鬼”
逍遥法外，还存在误判风险，使“李逵”蒙冤。只
有跳出语言“查重”思维转向成果内容评价，才能
保护创新，促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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