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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2024年，人工智能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变人类
生活。专家认为，未来3至5
年是AI技术快速迭代的重
要窗口期，AI与人的关系将
更加紧密，我们可以大胆想
象它即将到来的新飞跃。

——助力星际探索。
从“嫦娥”奔月到“天问”

探火，中国航天人在不断书
写太空旅行的辉煌篇章。
AI技术正在成为航天领域
的重要推手，为复杂任务提
供强大助力。

在中国空间站的任务
中，AI驱动的微波雷达确保
了天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的
精准“牵手”；基于AI的实时
数据分析、关键特征提取与早
期预警，帮助航天器“自助”完
成健康监测，得以在复杂多变
的太空环境中实现长期稳定
运行；“卫星智能工厂”实现了
从总装到测试的全过程自动
化，进一步推动我国航天器制
造的批量化与高效化。

在深空探索方面，AI技
术也展现超凡潜力。天问一
号任务中，祝融号火星车通
过AI驱动的探测仪器，对火
星地表进行了多光谱、高分
辨率的探测。

2025年，神舟二十号、神
舟二十一号、天舟九号等计划
再探寰宇；此外，长征十号运
载火箭、梦舟载人飞船、揽月
月面着陆器、登月航天服、载
人月球车……锚定2030年
前实现中国人登陆月球的目
标，各项研制建设工作正在全
面推进，AI技术必将在筑梦
九霄的征途中再立新功。

——赋能工业“智”造。
在哈电集团佳木斯电机

股份有限公司的高压电机数
字化装配车间，机器人手臂来
回转动，库房里一排排即将发
往各地的电机整装待发……
在“数智化”大潮中，东北老工
业基地黑龙江集聚的一批装
备制造龙头企业，开拓着关乎
国家产业安全的新赛道。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24》显示，全国已建成近
万家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
厂，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
融合。

在钢铁厂房，六轴机器
人、桁架机器人以及AGV
小车穿梭其间，成千上万个
传感器如同隐藏在生产线深

处的“智能神经元”，精密监
控测算每项工作；在能源行
业，大模型通过学习能源行
业的经验、规则等，成为“电
博士”和“数字调度员”，辅助
做好电力运营……

未来几年，随着AI算法
的成熟和数据量的增加，AI
有望在制造业中实现更广泛
的自动化应用，甚至实现无
人化生产。

——重塑生活方式。
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

究所，一款心脑血管介入手
术机器人不仅能精确导航，
还能减少放射性辐射对医生
的伤害。

“许多复杂的手术变得
更加高效。”项目负责人、中
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刘市祺说。

在太原北齐壁画博物
馆，AI结合虚拟现实技术，
让因为保护不能开放参观的
墓室壁画变得触手可及；在
很多乒乓球训练基地，运动
员的击球落点被精准识别，
运动员的竞技表现有了提升
空间……

商家通过大模型生成商
品详情、图文营销素材，加强
销售转化；快递小哥通过智能
提示和操作，提升配送和揽收
的效率；智能问诊提供专业有
温度的咨询服务，为医生推荐
治疗方案……越来越强的大
模型丰富着AI的应用场景，
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推动科研裂变。
2024年诺贝尔奖揭晓

激起了“诺奖属于人类还是
人工智能”的讨论。

“AI的深远影响才刚刚
开始。”正如人工智能领域科
学家李飞飞所说，从人工智能
驱动的蛋白质功能机理探索
和理性设计，到基于人工智能
的药物发现和药物优化、酶改
造与生物基化学品的生成，再
到科学育种与气象预测，人工
智能有望帮助科学家更快、更
多地获得科学成果。

诺贝尔化学委员会评委
邹晓冬表示，技术与基础科
学的交叉融合未来将成为常
态，而人工智能技术作为这
一融合过程中的核心驱动力
之一，将推动科学研究不断
突破传统框架，实现更加深
远、更加广泛的创新。

据新华社

“直播骚扰女游客”“抱患病孩子送外卖”……

虚假摆拍视频为何屡禁不止？

假事件假故事假人设

“直播骚扰女游客”“抱患
病孩子送外卖”……近期，多起
虚假摆拍视频在网络上引起广
泛关注，相关案件已被公安机
关查处。

记者调查发现，有些摆拍
视频刻意制造家庭和社会矛
盾，通过假冲突、假事件，吸引
流量。

最近，一名千万粉丝网红
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10
日处罚。经查，该网红雇佣女
子充当“被骚扰的女游客”，在直
播现场假装偶遇，摆拍虚假、低
俗视频。此前，“收费站旁，两男
子将一男子绑架上车”“一女子
野外直播遭两名男子控制剃光
头发后下落不明”等传播较为广
泛的视频，也均被证实为相关人
员自导自演，虚假摆拍。

有些摆拍视频通过捏造假
人设、编造假故事“卖惨”，博取
关注。

12月初，公安部网安局通
报一起“假扮骑手卖惨牟利”典
型案件，网民“小松”假扮成独
自带娃的外卖骑手和女儿一起
送外卖。“最后一单结束了，我
俩今天一共跑了43单……不
小心给孩子脸磕到了，还疼不
疼了，姑娘告诉爸爸。”

这条摆拍视频点赞量40
多万，不少网友在评论区表达
关心。但实际上，“小松”并非
外卖骑手，也不是单亲爸爸。
凭借百余条虚假摆拍视频，“小
松”积累了40多万粉丝。

冒充外卖骑手摆拍视频并
非个例。记者从美团获知，自
去年以来，美团已通过诉讼、向
公安机关报案等方式处置数十
起虚假摆拍案件。

还有的摆拍视频虚构悲惨
身世和故事。今年3月宣判的

“凉山孟阳”“凉山阿泽”案件
中，相关人员通过打造“贫苦大
山女孩”虚假人设，编造辍学在
家照顾弟妹等故事，摆拍“卖
惨”视频。

截至9月，全国公安机关
网安部门已办理网络谣言类案
件2.7万余起，依法查处造谣
传谣网民3.1万余人，依法关
停违法违规账号19.9万余个。

通常造假多有团队运作

虚假摆拍视频屡禁不止，
背后有利益驱动的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

教授董晨宇指出，无底线摆拍
往往能迅速吸引公众注意，短
期内带来高点击率和流量，进
而转化为广告收入、商业合作
等利益。一些网络博主将此视
为引流变现的捷径。

记者注意到，已查处的相
关案件中，很多博主采用的正
是“摆拍炒作—吸引眼球—圈
粉涨粉—直播带货”这一套
路。“凉山孟阳”先在网络平台
上发布虚假摆拍视频吸粉，粉
丝量突破10万后开始直播带
货，非法牟利超1000万元。“小
松”等人也是在积累一定粉丝
量后，通过直播带货取得收益。

那么，虚假摆拍视频是怎
样生产出来的？

广西钦州市公安局网络安
全保卫支队支队长林举龙告诉
记者，结合各地查处的案件发
现，虚假摆拍视频背后大多是
团队化运作，打造人设、编造剧
本、拍摄制作等分工明确。

打造什么假人设，往往由
流量决定。广西今年 9月份
查处的假扮外卖员吸粉引流
案件中，当事人王某某“眼
红”外卖骑手人设流量高，便
假扮骑手拍摄短视频，不到3
个月的时间里，摆拍发布了
71 个虚假视频，播放量超
1000万次。

“一些博主背后的团队或
机构会帮助其打造人设，很多
是‘卖惨’、博同情，什么人设
火，就立什么人设。”林举龙说。

各类“抓马”剧本，可以购
买或者按需定制。记者在网购
平台发现，不少店铺售卖情感、
励志、农村等类别的视频剧本，
最便宜的1万个剧本打包出售
6.6元。有的店铺还可以根据
需求代写、定制，宣称“对标指
定账号”。

一名网红经纪运作机构
（MCN机构）运营总监透露，
机构通常有专门负责脚本和拍
摄的编剧、编导，哪些内容能引
流，他们就写什么。“有时候一
个视频火了，你会看到网上出
现一堆相似的，很明显是摆
拍。有的视频根本不打‘虚构
演绎’标识，就是想让人以为是
真的。”该运营总监说。

有“自媒体”博主表示，虚
假摆拍视频的成本并不高。以
现在很火的外卖骑手视频为
例，想要“起号”的话，买套骑手
衣服，拿现成的剧本，手机拍摄
就行。

加强上下游全链条打击

“虚假摆拍视频屡屡发生，
已成网络公害。”钦州市公安局
网络安全保卫支队一大队大队
长李远卿说，虚假摆拍视频不
仅传递错误信息和观念，部分
还涉嫌造谣传谣，严重扰乱网
络空间秩序和社会秩序。

今年以来，公安部继续组
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整治
网络谣言专项行动，对“自媒
体”运营人员摆拍造谣等利用
网络谣言吸粉引流、非法牟利
等行为进行整治。今年4月，
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整治‘自
媒体’无底线博流量”专项行
动，自导自演式造假是整治重
点之一。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
市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副会长
朱巍表示，虚假摆拍视频已形成
一条灰色产业链，建议相关部门
形成合力，加强上下游全链条打
击，从严惩处相关“自媒体”账号
及其背后的MCN机构。

“有时候拍摄地和发布地不
是一个地方，异地监管存在滞后
性，相关标准并不统一。”林举龙
说，各地公安、网信等部门可以
加强信息共享，联动执法，避免
因属地执法限制而给虚假摆拍
违法行为留有生存空间。

根据中央网信办发布的
《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
知》，发布含有虚构情节、剧情
演绎的内容，网站平台应当要
求其以显著方式标记虚构或演
绎标签。记者注意到，目前，多
个短视频平台已上线相关标识
功能，但一些视频在发布时并
未严格遵守。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张
世超认为，平台应通过升级技
术手段等方式加强内容审核和
监测，对违规账号和MCN机
构严格实行黑名单制度和分级
处罚。同时，可以进一步优化
算法推荐机制、加强平台人工
运营把关，加大对优质内容的
人工筛选力度并赋予较高推荐
权重，推动流量分配更加合理。

“对‘自媒体’创作者需加
强引导和培训，提高其从业素
养。”董晨宇说。

李远卿提醒，广大网民也
需要提高辨别能力，不盲目跟
风、被虚假内容所误导，对虚假
摆拍视频说“不”，积极举报虚
假不良信息。 据新华社

“家境贫寒的弟弟辍学卖苹果供哥哥上大学”“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农村女孩跟着养
母艰难生活”“外地女摊主摆摊被本地人欺负无法做生意”……你是否刷到过类似视
频，并为之心酸、难过、气愤？然而，这些都是有“演员”、有“剧本”的虚假摆拍视频。

记者调查发现，网络平台上虚假摆拍视频屡见不鲜，频频引发争议。一些“自媒
体”账号通过制造假事件、捏造假人设来博眼球、收割流量；造假视频的背后，往往有分
工明确的运作团队。

未来3至5年AI技术将快速迭代

人工智能有望
在这些领域大展拳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