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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杨湛菲

随着网络文学大模型推出、AI创作的小说问世，AI
生成内容引发的争议进入文学创作领域。有人认为AI
辅助创作为网络文学作者提供灵感，也有人担心AI会抢
了作者“饭碗”。

AI生成的内容是否有著作权？AI与创作者之间的
关系，未来走向何方？记者采访了创作者、平台方和有
关专家。

AI广泛参与内容创作

全国首例“AI文生图”著作权案，
全国首例“AI 声音侵权案”，全国首
例涉 AI 绘画大模型训练著作权侵权
案……近年来，围绕 AI 生成内容的
著作权案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今年，围绕AI侵权的讨论聚焦网
络小说。某网络小说平台通知签约
作者，要求签署一份补充协议，允许
将他们的签约作品用于 AI 模型训
练。引发争议后，该平台删除了作品
签约协议中的 AI 相关条款，并声明

“没有发布过任何纯AI写作的作品，
也不会违背作者个人意愿使用 AI 写
作能力”。

不少作者仍对未来表示担忧。
“自己的作品被用于训练AI模型后，
可能失去对作品的控制权”“AI 将进
一步蚕食人类创作者的空间，不知何
去何从”“理智和情感上都很难接
受”……

一名在该平台写作小说的作者
表达出网文作者共同的心声：“我担
心我的小说，甚至没有发表的素材，
被AI吸收后率先输出相似内容，系统
反过来判定是我在抄袭。”

客观来看，AI现有创作水平远远
赶不上人类。目前AI生成的小说较为
呆板，在人物性格塑造方面也比较欠
缺，无法模仿人类口语化的表达方式。

“对于平台引入 AI，我的感受是
复杂的。从平台角度来说，为了降本
增效采用 AI 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充
分利用科技便利的同时，如何保护现
有的创作者、现有作品的知识产权是
关键问题。”网文作者杨千紫表现出
忧虑。

作家蒋胜男认为，那种“不加思
考、每天只以更新数量为目标、大段
抄袭甚至拼凑”的网文作者将是AI冲
击下的第一批牺牲品，因为“怎么拼
也拼不过AI”。不过，作者可将AI作
为一种新型工具，用来检查错字漏
字，或者整理大纲。

有没有版权？

AI 应用于网文创作，并不是新鲜事。
2023年7月，阅文集团发布了国内首个网络
文学行业大模型“阅文妙笔”和基于这一大
模型的应用产品——“作家助手妙笔版”。
这一功能目前已开放给所有人使用。

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侯晓楠表
示，AI可以在创作过程中替代一些重复性、
消耗性的体力活，作家仍需把控故事的质量
和完整性；一般不会出现作品因为使用AI辅
助从而内容雷同，对作者著作权造成威胁的
情况。

“平台应对AI参与创作的作品进行版权
保护，明确版权归属方。”网文作者核桃提
出，作者要把自己借助AI创作的作品，从创
意到撰写，以及修改过程留档存储，避免发
生版权纠纷。

目前，我国著作权法在AI生成物保护方
面暂无明确规定；AI生成内容的著作权归属
于AI技术的开发者还是实际使用者尚存在
争议，有待法律和政策层面的明确指引。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常务副会长兼总
干事张洪波认为，没有人类深度参与的人工
智能生成物不应该有著作权；如果人为输入
主观想法，进而生成反映人类主观意志的独
创性内容，就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作品，应
受到版权保护。

现行著作权制度以“人”的智力成果作
为衡量标准，对于AI生成内容的规定还不够
完备。张洪波表示，传统的侵权认定标准在
AI创作场景下也面临适用难的问题——由
于AI生成过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权利人难
以顺利取证，维护自己的权益。

针对平台利用作者创作内容进行AI数
据训练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
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认为，数据训练中的
使用行为因具有明显的“非特定性”，应当界
定为“非作品性使用”，从而不应纳入著作权
保护范围。

“在数据训练中，单个作品只是运用人
类语言规律的随机统计样本。单个作品存
在高度的可替代性，很难归功于或对应到特
定作品和作者。”刘晓春说。

AI和作者，与时偕行

生成式人工智能之于网络文学行业，
既是一项技术革新，也是一次转型升级的
机遇，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和实用性。

2024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上，《生成式
人工智能行业自律倡议》发布，呼吁有关单
位共同促进内容生态建设。

业内人士指出，加强版权保护已成为
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无
法回避的命题。平台不应为了一时的利益
做出“杀鸡取卵”式的短视行为，进而打击
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作者是平台最应该保护的对象。如
果平台能用AI取代作者，那么也会很快被
其他平台的AI取代。”蒋胜男认为，对于平
台来说，AI有助于让原创作品得到更多被
推广、被转化的机会，这方面的回报，远大
于试图用AI取代作者获得独立“版权”的利
润。

张洪波认为，AI数据投喂、大模型训练
等场景涉及大量版权作品，著作权法及其
实施条例需细化 AI 合理使用的场景和范
围。“AI的发展需要大量高质量数据，而对
其中版权作品的商业化使用应当依法获得
权利人的许可。”

为此，专家建议，人工智能使用海量作
品应设定法定许可制度，AI开发、应用者应
当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预存（提存）一定
数量的版权费，集体管理组织应当建立公
开、透明、便捷的使用分发机制和版权纠纷
的集中调解机制。

出台更新明确的法律法规或司法解
释，有利于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希望缩小
监管与技术发展之间的距离，通过制定标
准，推动技术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良性发
展。”掌阅科技总经理孙凯呼吁。

多位网文作者表示，愿意在保护版权
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好AI，发挥人类作者和
AI的长处，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

“包容、谨慎、接受、驾驭。保持开放的
态度，终身学习，迎接明天的挑战。”杨千紫
说，只有创作更深刻的作品，作家才能不被
这个时代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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