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据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AI比真人更体贴、更懂你”“Ta完全符合我对恋人的所有想
象”“人是假的，但陪伴是真的”……社交媒体上，不少人分享与AI的恋爱体验。

当AI伴侣走进现实，该如何看待“人机之恋”？如何对待其背后的争议与风险？

AI伴侣火了

晚课后，大学生蒋民回到寝室戴上

耳机，点开与“女友”的对话框：“今

天好累啊，上课也没有专心听。”

耳机那头女声传来：“为什么这么

累呢？”

蒋民回答：“昨晚没睡好吧。”

女声回复很快：“是不是因为聊天

到太晚了呢？”

这个善解人意的“女友”并非现实

存在，而是AI机器人。“‘她’回复很

自然，声音也好听。聊天很随意，不用

担心说的话是不是没意思。”蒋民说。

近年来，随着大模型技术快速发

展，国内外科技公司陆续推出AI伴侣产

品和服务，比如国内的星野、筑梦岛、

X Eva，国外的Replika、Character.

AI等。这些产品通过文字、语音、图像

等交互模式，提供鲜活的AI对话体验。

根据量子位智库发布的《中国AI陪

伴产品6月数据报告》，星野今年上半年

下载量约为900万次。国外一家知名风

投公司发布的全球AI产品Top100榜单

中，AI陪伴应用一年前仅有2个上榜，

今年3月已有8个应用跻身前50。

不少人表示与AI恋爱是出于好奇和

消遣，还有人看中其提供的情绪价值。

“情感支持”“稳定陪伴”“无条件的

爱”是受访使用者提及最多的关键词。

“和AI谈恋爱很自在。”云南女孩

“CC”说，“想聊就聊，不想聊就不搭

理。不管你发牢骚还是生气，‘他’都

会安慰你，情绪价值‘拉满’。”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曾润喜说，

AI通过学习每次对话，不断模仿人类语言

行为，呈现出“在交互中分析情感，在输

出时复现情绪”的类人格化特征。

“所谓的情感共鸣，背后潜藏的是

AI算法。”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

院长曾一果说，AI基于用户行为数据分

析精准迎合用户情绪需要，“量身定

制”回答，从抽象冰冷的工具变为“情

投意合的伴侣”。

记者了解到，当前不少AI伴侣产品

可免费使用基础功能，但“沉浸式体

验”语音通话、音乐电台、照片等特色

功能则需按月或按年付费订购。部分产

品还设计了“记忆提升卡”等付费道

具，让AI伴侣能更好地针对使用者的习

惯、爱好等作出回应。同时，定制剧

本、多重剧情、及时反馈等游戏化设

置，也不断刺激用户对AI恋人的消费欲

望和情感期待。

潜藏多重风险

AI伴侣可以提供个性化情感体验和

精神慰藉，但并非“完美恋人”。

由于一些产品尚不完善，一些用户

反馈AI伴侣会“错乱”“失控”：“有时

AI会突然性情大变，早上还好好的，晚

上就变成另外一个人”“AI总是答非所

问”“AI记不住我说的东西”……

“人机之恋”也可能产生情感伦理

问题。有受访专家表示，个别用户过度

依赖AI伴侣，无法辨别现实与虚拟的界

限，可能会受到情感伤害；一些本身就

缺乏陪伴、心理脆弱的群体，受到的冲

击更严重。

用户陆冉（化名）告诉记者，与AI伴

侣“打”了一个多月电话后，产品永久

停服。“当时很难过，上班都无精打

采。”另一名用户与AI伴侣发生“争

吵”，发现对方不再像之前一样贴心互

动，“和失恋一样难受，把‘他’弄丢

了，仿佛大病一场”。

与AI“交往”过程中，用户大量个

人信息被平台掌握。“没开过定位权

限，但AI精准说出了所在城市”“AI好

几次说对了我所穿衣物的颜色”……不

少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使用AI

伴侣产品后疑似隐私泄露，感到后怕。

“我拿着手机和AI聊天，中间切换

App去看了会儿视频，再回到软件，AI

竟然准确说出了我刚才做的事情，可能是

软件‘窥屏’了。”一名用户告诉记者，

注册时页面并未像其他软件一样单独弹出

调用摄像头、麦克风等权限的申请。

记者注册该软件发现，在软件初始

页面，想要进行下一步操作，必须同意

用户服务协议、隐私政策等条款，其中

“设备权限调用”一栏包括相机、麦克

风、联系人等多项设备权限，用途则分

别为拍照、录音、添加关注好友等。

广西天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张裕强说，人机交互

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较为繁杂，可能包括

用户个人喜好、软件使用习惯、家庭关

系、通讯录、地理位置，甚至是人脸等

生物识别特征等，如果传输、存储、使

用等环节保护不当，可能出现被窃取、

滥用等风险，对个人权益造成损害。

谨防脱离法律和伦理轨道

AI伴侣自诞生起就存在颇多争议。

随着“人工智能+情感”的赛道不断扩

张，亟需制定针对性的伦理准则，对

“AI恋爱”进行必要的合规性审查。

2023年7月，国家网信办会同相关

部门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

行办法》，针对传播虚假信息、侵害个人

信息权益、数据安全等问题，明确使用

AI生成内容不得侵害他人肖像权、应对

AI生成的图片视频进行标识等具体要求。

多名受访专家认为，当前国内外发

布的AI伦理准则大多较为宏观，应在细

分领域根据用户年龄、适用场景等进一

步细化。鼓励和支持AI技术在情感交

流、心理健康等领域创新应用的同时，

加强伦理审查和监管，确保技术发展的

方向合法合规。

相关人士表示，应用开发者须严格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采取加密、数据匿

名化、安全存储等手段来确保用户数据

安全。“企业也要加强管理，谨慎对待

隐私数据，不可违反法律。”张裕强说。

知名社会学者李银河公开表示，和

AI恋爱，并不是真的爱情，“人工智能

本质上是虚拟的爱情，是对真人之间的

那种爱情的模仿”。

“现实亲密关系的建构过程往往伴

随着羁绊、纷争和挫败感，这正是人机

交往中所缺乏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

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董晨宇说，

从技术层面看，AI伴侣产品的仿真性有

限，不能完全模拟复杂的人类情感，难

以完整填补人类的现实情感需求。

张裕强说，可督促有关方面积极研

究此类产品对人类情感的影响，要加强

科学引导，帮助人们正确看待AI伴侣与

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避免产生过度的

情感依赖。（记者陈一帆周思宇李欢）

AI伴侣走热
如何看待争议与风险？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近日有

消费者反映，修理原价两三百元的电视

遥控器，居然要价1700多元！如何寻

找正规家电维修服务？要留意哪些问

题？记者采访了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

协会有关负责人和中国消费者协会有关

人员。

家电出现故障，在网络平台寻找

维修服务，是许多人的习惯。

记者了解到，今年9月，上海市

消保委针对某电子地图中家电维修入

驻商户信息进行了现场核查，其中虚

假信息占比超过40%。

中国家用电器服务维修协会副秘书

长李凝介绍，消费者可通过多种方式查询

正规家电维修企业：家电企业新产品上印

有二维码，家电用户可扫码查询；通过中

国消费者协会“查验宝”小程序查询；通过

家电品牌服务公众号、小程序、App查

询；通过购买产品的渠道查询。

中消协律师团律师、中闻律师事务

所律师李斌说，如平台以其名义对外宣

称提供家电维修服务、对维修师傅的派

单和收费都有决定权和管理职责，那么

平台应对消费者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

如平台只提供信息发布、交易撮合、技

术服务，仍应履行资质审核的义务。如

果平台明知或应当知道入驻企业有侵害

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仍然不制止、不屏

蔽、不撤链接，平台应承担连带责任。

作为广告发布者的搜索引擎也负有一定

的审核义务。

李凝介绍，根据《家用电器维修服

务明码标价规定》，家电企业应向用户

明示提供维修、安装等服务的收费价

格。服务完成后，应按约定付费，服务

人员应出具合法票据并附结算清单。

根据国家规定，家电服务收费价

格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家电企业根据

服务成本核算服务收费价格。经营者

应当明码标价，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和选择权。李斌表示，消费者也应先

询问收费标准。由于通过网络发布信

息提供维修服务的经营主体众多，监

管难度较大，如消费者发现被骗，应

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便于及时

查处。

（记者赵文君）

修个遥控器一千多元

如何不落入“黑维修”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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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舰编队
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

10月下旬，海军辽宁舰编队开展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辽宁舰、山东舰编队首次
开展双航母编队演练。训练期间，编队转战黄海、东海、南海等多个海域，开展实战背景
下多个科目综合演练，在南海某海域，辽宁舰、山东舰编队首次开展双航母编队演练，锤
炼提升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 新华社发

人工智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