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分身优势何在？

“少则几千块就能完成整套虚拟形象的设计，

加上一般的直播设备也不过万元。”程洪志表示，

数字人直播带货在创意创新、成本控制等方面具

备优势，其中商家最看中的便是“低成本”。与真

人主播团队在培训、薪资等方面的支出相比，数字

人直播只需一台电脑和一名运营，可大幅降低成

本。

尽管优势显著，但在实际投用过程中，“水土

不服”的现象也难免发生。“总觉得怪怪的。”“主播

是真人吗？”在数字人直播间，不时飘过的弹幕，体

现着不少消费者的心态。

一些数字人在外观上“以假乱真”，但想要跨

越“心”与“芯”的距离，并不简单。

“太标准了，说什么都是一个模子，还容易出

现驴唇不对马嘴的情况。”某平台店铺商家刘雪颖

在试用数字人主播后，想再观望一阵。“面对一些

具体问题或客诉的时候，基本需要依靠人工。”

更重要的是，真人主播对观众的情感陪伴难

以被数字人替代。“有很多主播都会记得老顾客并

互动，被真人关注的感觉是AI无论如何做不到

的。”一名消费者直言。部分头部直播间负责人表

示，良好的品牌商誉依赖日常的情感与信任积累，

他们对投入数字人主播仍持谨慎态度。

在AI生成形象愈发真实清晰的当下，主播身

份无法分辨，成为在售假违法后确认主体明晰权

责的主要困难。此外，也有网民“吐槽”称，在数字

人直播间买到假货，想要退款索赔却“人去楼空”。

上海澄明则正（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慧磊

表示，数字人在减轻中小商家运营成本的同时，也

给部分违法者提供了“空子”。技术企业提供从账

号创建到直播技术支持的整套服务，部分不法商

家提供文案并选定形象，就能无需固定场地、快速

直播、收钱跑路。

另外，未经授权传播和使用虚拟数字人，可能

涉及侵权问题。刘慧磊表示，定制数字人模型时，

如未经他人同意而使用真人姓名、声音、肖像等，

可能涉嫌侵犯他人的人格权。克隆声音、语音合

成等相关技术，同样有侵犯知识产权的相关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直播间使用数字人主播，

并未对消费者做任何提示。去年5月，抖音提出

发布者应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显著标识，帮助用

户区分虚拟与现实，并严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

作、发布侵权内容。微信、B站、小红书等社交媒

体也相继发布相关规定，但规范效果仍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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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带货，能带火吗？

据新华社天津8月28日电深夜，点进直播间，连续直播数十小时却依旧精神抖擞的主播还在滔滔不绝
推荐产品，并且在反复介绍产品特性的同时，穿插着与观众的互动。如果不是屏幕角落的一行小字，很难发
现这名不知疲倦的主播实际是数字人。近期，“数字人带货”概念再度火爆，不少头部平台纷纷推出数字人主
播。在AI技术加持下，低成本的数字人成为电商竞争的又一赛道。但数字人带货，真的能带火吗？

批量化“制造”主播时代来临

不久前，某知名企业家的数字分身

“首秀”在一片红海的电商领域又激起

浪花。“上链接前必须给大家一些小惊

喜。”“来，咱们直播间评论刷起来。”这

场直播不到一小时就吸引超两千万人

次观看，“数字人带货”这一概念再度被

炒热。

近两年，AI技术的蓬勃发展让越来

越多数字人走入直播间。

通过接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

再根据商家需求和产品特点进行调校，

一名不知疲倦、反应迅速的“主播”便应

运而生。“目前头部厂商竞相争逐的数

字人，大都属于此列。”天津灵境智游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程洪志说。

不需场地、不需事先排演、简单输

入内容就能开启直播，批量化、低成本

“制造”主播的时代已经来临。

天眼查数据显示，2023年“数字人、

虚拟人”相关企业已达99.3万余家，其

中超过40万家是2023年新增，同比涨

幅达到42.3%。

今年“618”期间，不少电商也将数

字人作为推广手段。根据京东数据，其

云言犀数字人在超过5000个品牌直播

间亮相，直播累计时长超过40万小时，

吸引超过1亿人次观看，互动频次高达

500万次。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数

字人带动的产业市场规模和核心市场

规模分别为3334.7亿元和205.2亿元，

预计2025年将分别达到6402.7亿元和

480.6亿元。

中国传媒大学发布的2024中国虚

拟数字人影响力指数报告认为，AI技术

的广泛介入极大提升了数字人的交互

能力、内容生成能力及智能化水平。“未

来数字人可能成为AI技术的具象化载

荷，有望在更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中

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沈浩说。

从“心”到“芯”，能否让消费者放

心？

未来何去何从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提出，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

融合制度，对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构建促

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

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等作出新的部署。

不少专家预测，数字人相关技术将以加速

渗透的形式，走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电商为

切入点，使AI技术更好用于促进消费和行业

扩容，几方面工作仍有待推进。

刘慧磊表示，不同于传统直播带货，数字人

的介入使得法律责任归属变得模糊。他建议，

应在法律实践中区分商品本身的生产者、经营

者与AI数字人运营者、技术提供方在产品责任

中的不同地位，划清责任边界，才能有效保护消

费者利益，也为技术良性发展提供指导。

6月2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

《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的措

施》，提出在明确标识和规范监管的基础上，探

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虚拟现实（VR）全景

和数字人等技术，拓展电商直播场景。

7月1日起实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

施条例》对此也作出规范：经营者通过网络、电

视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在其首

页、视频画面、语音、商品目录等处以显著方式

标明或者说明其真实名称和标记。

程洪志建议，一方面，直播平台应在显著

位置增强对消费者的提示，并将数字人告知等

列入直播条款，从源头约束相关方。另一方

面，应强化对于直播搭建者的资质审查，建立

相关人员黑名单制度，减少依赖数字人技术

“改头换面”的情况。

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沈阳等专家表示，

伴随大模型技术发展迭代，未来数字人的性能

将更加强大，“直播的实时性，对于数字人及背

后大模型内容生成的严谨程度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这将反哺技术成长。”

沈阳等专家认为，数字人行业应不断提升

智能交互能力，通过明确的品牌形象和个性、

长期稳定的优质内容输出，逐步建立用户信

任。头部企业应注重过程中的优质数据分析

与技术优化迭代，做好基层技术与消费市场的

共同成长。 （“新华视点”记者郭方达梁姊）

2024年4月24日，工作人员在中关村国际创新中心体验“AIGC海报数字人”互动项目。（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