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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全国两会特别报道

生成式AI狂飙突进 代表委员热议立法破局
全国两会聚焦人工智能治理“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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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首款通用 AI 智能体“Manus” 一夜爆红， 生成式人工智能 （GAI） 应用 DeepSeek 用户破亿， AI 作曲

工具让普通人秒变“音乐家” ……2025 年春天， 人工智能技术以更迅猛的姿态渗透进社会生活。 然而， 当大模

型生成的“周杰伦新歌” 席卷短视频平台， 当自动驾驶汽车事故责任认定陷入争议， 当 AI 诈骗利用名人的声像

实施精准犯罪， 技术的狂飙突进正给法律体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 人工智能立法成为全

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热议的焦点。 代表和委员们不约而同提交建议提案， 围绕技术伦理、 版权归属、 司

法革新等议题展开讨论， 共同勾勒人工智能治理的“中国方案”。

□ 记者 陈颖婷 胡蝶飞

音乐版权成AI侵权“重灾区”

“AI 翻唱一秒模仿周杰

伦， 侵权责任谁来担？” 全国

人大代表、 上海歌剧院院长许

忠将矛头指向音乐版权保护乱

象。 他指出， 今年世界知识产

权日的主题是“知识产权和音

乐： 感受知识产权的节拍”，

这一主题深刻揭示了知识产权

在音乐产业中的重要性。

“以 2023 年为例， 上海

检察机关成功办理了一批制售

盗版车载音乐 U 盘、 光盘的

刑事案件， 涉案金额高达

2027 万元。 这些案件涉及浦

东、 静安、 宝山、 松江等多个

区域， 被告人未经著作权人授

权， 非法复制音乐作品并通过

电商平台销售， 严重侵犯了音

乐著作权。” 许忠担忧地说，

“当下， 音乐产业蓬勃发展，

2023 年全球音乐版权收入已

超过全球电影票房收入， 显示

出音乐市场的巨大潜力。 然

而， AI 技术的兴起为音乐创

作带来了新机遇， 但也引发了

复杂的版权保护难题。”

许忠的担心已经成为了现

实， 索尼音乐最新披露， 公司

已对 AI 生成的假冒音乐展开

大规模打击行动， 迄今已下架

超过 7.5 万条涉及哈里·斯泰

尔斯、 皇后乐队和碧昂丝等旗

下明星的 AI 伪造内容。 索尼

表示， 流媒体平台上的 AI 伪

造录音已经对合法音乐人的商

业利益造成直接损害。 音乐行

业高管指出， 目前被发现的

AI 伪造音乐可能只是冰山一

角。 由于识别和下架这些内容

仍主要依赖人工筛查， 真正流

入市场的 AI 生成音乐远远不

止已删除的部分。

在许忠看来， AI 时代，

技术的进步在为音乐创作带来

效率提升的同时， 也催生了新

的侵权形式。 司法机关应明确

AI 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 对

侵害音乐创作的侵权犯罪不枉

不纵， 保护音乐创作者的合法

权益， 激励音乐家的创新精

神， 推动音乐产业的持续繁

荣。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重视

这一问题， 共同为音乐产业的

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许

忠建议检察机关等司法机关继

续深挖音乐领域的黑灰产业，

通过加大执法力度、 完善跨部

门协作机制， 探索音乐作品刑

事附带民事诉讼机制， 用好数

字技术完善数字版权法律监督

体系， 切实保护音乐创作者的

权益， 维护音乐市场的公平竞

争环境。 “保护创作者就是保

护创新火种， 绝不能纵容 AI

沦为侵权工具。” 许忠说。

“注册用户超 7 亿、 上线

大模型超 300 个， 但每一条聊

天记录都可能成为侵权的导火

索。” 全国政协委员、 中华全

国律师协会监事长吕红兵列举

数据， 直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

治理紧迫性。 今年以来， 从

“逝者数字复活” 侵犯肖像权，

到 AI“深度伪造” 语音诈骗

案件频发， 再到未成年人遭遇

“暴力对话” 诱导， GAI 技术

的“双刃剑” 效应日益凸显。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数据， 2021

年至 2024 年期间， 全国法院

共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

1659 件， 绝大部分系生成式

人工智能相关案件， 涉及版权

争议、 “换脸” 诈骗、 虚假信

息等。

吕红兵坦言， 传统立法模

式在 AI 领域面临三重挑战：

“技术迭代带来调整对象的不

确定性， 产业爆发导致社会关

系的复杂性， 风险种类和程度

的高度不可预见性。” 他指出，

去年 3 月， 欧盟完成《人工智

能法案》 立法流程， 出台全球

首部关于 AI 的全面立法。 在

我国， 国务院 2023 年度立法

规划已将人工智能法草案列入

其中。 相对于专用 AI 而言，

GAI 具有可以执行不特定任

务、 具有庞大数据训练量等重

要特征。 “因此， 我们普遍认

为的 AI 立法， 很难精准规范

GAI 的特殊内容。” 吕红兵指

出， 制定一部既要解决当下问

题， 又能充分考虑长远的人工

智能法难度极大。 因此， 吕红

兵建议， 在加紧研究、 充分借

鉴、 尽力推进的同时， 可以选

择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一社会最

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切

口”， 尽快推进“小、快、灵”立

法，尽早出台行政法规。

在他看来， 立法可以聚焦

生成式 AI 这一“牛鼻子”， 对

GAI 技术开发者、 服务提供

者、 使用者、 监管者以及社会

公众， 分门别类明确各自权利

和义务、 职能与责任。 “著作

权保护是个核心又敏感的问题。”

吕红兵特别指出， 应明确服务提

供者履行民法典规定的“网络服

务提供者” “信息处理者” 义

务。 依法对生成内容进行标识；

发现违法内容及时处置、 整改并

报告； 对使用者的输入信息和使

用记录依法保护； 履行用户管理

义务， 采取未成年人防沉迷措

施， 建立健全投诉、 举报机制。

同时， 按照民法典有关“网

络用户” “个人信息权利人” 的

权利、 义务和责任规定， 细化对

使用者的权益维护与使用规范，

对生成内容涉嫌“深度伪造” 可

能构成侵权的， 则应建立并完善

精准的检测标准。

全国人大代表、 东方财富

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其实

认为， AI 大模型的广泛应用

带来了一系列现实挑战： AI

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归属、

生成内容的权责认定、 自动驾

驶事故的归责机制……他建议

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立法， 秉持

包容审慎的理念， 以促进发展

为导向，为技术创新、产业创新

提供更加宽松的政策环境。

其实还建议加强人工智能

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推动数

字赋能从线上化、 信息化向智

能化转变，提高司法质效；推动

司法审判从“经验驱动”向“数

据驱动”转型，推动适法统一。

“数据显示， 2013 年一

名法官的年平均办案量只有

65 件， 而到 2024 年这一数字

上升为 350 余件。” 其实认为，

面对日益突出的人少案多矛

盾， 有必要进一步强化人工智

能技术的应用。 人工智能还可

以助力推动司法统一， “比如

刚刚上线满一周年的人民法院

案例库可以成为法官审理案件

的重要参考。 2024 年全国法

院超 18 万个案件在裁判中参

考了入库案例。” 其实希望未

来可以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大

模型的应用， 探索建设审判智

能体的功能。 在其实看来， 真正

的公平正义应当具有穿透表象智

慧， 它既需要尊重法条程序正义

的规则框架， 更需要从动态的视

角审视每个行为产生是否有恶意

诉讼的嫌疑， 而人工智能在其中

能发挥作用。

吕红兵表示， 人工智能的立

法牵涉到方方面面， 目前的监管

由国家网信办、 工信部、 公安

部、 科技部等多个部门共同主

导， 未来可以尝试对相关的行政

职能“提取公因数” “合并同类

项”， 建立一个专业、 权威、 综

合性的部门， 从而提高监管的专

业性与效率。

GAI引发“失控焦虑” 立法明确“技术红线”

为技术创新、产业创新提供更宽松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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