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换脸别走“先乱后治”的老路
舆论重压之下，“ZAO”不得不删除了协议中的“免费获取用户肖像权”等内容。从不断

下滑的评分，也足以看出市场对其的评判。这不啻于一记重击，也是响亮的警钟。应该吸取教
训的不仅仅是当事企业，也包括监管部门在内。

给不给飞机餐，应按市场规矩办 巷 议

□毛建国

近日，有多位网友反映，进入8月以来，
他们乘坐飞机时明显感觉到航空公司提供的
餐食质量和服务内容都“缩水”了。不仅购买
经济舱座位的乘客感受明显，乘坐商务舱的
乘客也深有体会。对此，有航空公司负责人表
示，减少餐食和有关服务的目的是为了确保
飞机的安全。（9月1日中新网）
“安全说”，倒非无稽之谈。短途飞行提供
飞机餐服务，确实有安全隐患。比如说，当乘
务员在给乘客倒咖啡时，如果飞机颠簸，很有
可能洒在乘客身上。但更大考虑，恐怕还是
“成本说”，或者兼而有之。正如有人讲的，如
果把安全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为什么以前
提供飞机餐？有乘务员表示，“此前提供餐食
是为了吸引顾客”。

在笔者看来，说到底，这是一个市场行
为，当按照市场规矩办事。市场应该是公开
的，透明的。航班是否提供飞行餐，也应该提
前告诉乘客。如果事先作了说明，满足了乘
客知情权，那么无论是否提供，问题都不
大。为了成本作出调整，并不丢人，也能得
到理解。现在的问题正出在这里，对于“飞
机餐严重缩水”，航空公司并没有做充分、
有效的说明。很多乘客，未必在乎和喜欢那
份飞机餐，短途飞行也不是不能克服“肚子
问题”。可是，不做一点说明，不打一声招
呼，就取消、压缩了被视作“标配”的飞机
餐，这显然是一种不尊重。再联想到航空公
司在服务上出现的其他问题，特别是晚点，
显然会制造和加剧乘客不满。
随着现代交通的全面发展，飞机再也

不像过去那样“高高在上”，已然成为一种
大众交通工具。在成本压力下，航空公司注
重节流开源，能够理解，这也是国际航空业
发展的一个趋势。问题的关键是，君子爱
财，取之有道，节之合理，必须按市场规矩
办事。无视市场，不讲规矩，搬起石头终会砸
了自己的脚。

南京一女子在美容中心办卡消费
后，发现该中心美容效果很一般，遂要
求对方提供服务人员健康证，但美容中
心始终拒绝。女子因此将涉事美容中心
诉至法院，要求对方返还卡内余额一万
余元。近日，南京市秦淮区法院审理判
决该案，判决支持消费者退还卡内余额
诉求。（9月1日《北京青年报》）
长期以来，美容行业成为消费纠

纷较为集中的行业。究其原因，消费者
权利意识不强，以及维权能力弱是重
要的因素。同时，民事伤害赔偿也具有
“民不问官不究”的属性。此案中，作为
消费者的原告，其核心诉求都获得了
法院支持，包括返还余额、支付利率、
支付赔偿等，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这
与现实中很多消费者的做法形成了鲜
明对比，因而具有样本价值。相信法
律，该起诉时就起诉，这也是此案所带
来的启示。 堂吉伟德

□本报评论员 王学义

8月30日至31日，打出“仅需一张照片，
出演天下好戏”口号的AI换脸APP“ZAO”
刷屏朋友圈。不过，“ZAO”爆红也引发个人
信息泄露的担忧，截至9月1日21时，其在苹
果APP store的评分由此前的4 . 6分降至
1 .9分。1日，“ZAO”微信分享链接已停止访
问，页面显示“网页存在安全风险，被多人投
诉，为维护绿色上网环境，已停止访问”。（9
月1日央广网）
所谓“AI换脸术”，是基于人工智能的人

体图像合成技术生成的假脸。虽然“ZAO”上
线时间很短，但不少人已体验过，可以将影
视剧、综艺节目片段中明星的脸换成自己的
照片，就像是自己出演一样。好玩吗？是的。

这也是其爆红的原因，但比好玩更重要的是
安全，这是互联网时代的铁律。
一方面，人们考虑到伦理道德风险。事

实上，早在2017年，“AI换脸术”就曾引发争
议。当时这一技术在国际论坛亮相，很快便
开始跑偏，某些情色影片中的女主角被替换
成了知名女星的脸，甚至有普通人沦为受害
者。而普通人一旦被“换脸”，很难自证清白，
其伦理道德风险可见一斑。由此，还可能带
来造谣中伤、敲诈勒索等一连串问题。
另一方面，隐私泄露乃至财产安全是

更大的隐忧。由于利用“ZAO”进行换脸，需
要进行眨眼、抬头等各种验证，与刷脸支付
采集的脸部信息类似，同时注册平台需要
手机号码，不少用户担心脸部数据被泄露
会引发一系列问题。虽然这一软件看似只
以娱乐为目的，支付宝方面也表示“不管换
得有多逼真，都是无法突破刷脸支付的”，
但在大批用户已开通“刷脸支付”的当下，人
们难免战战兢兢。
引发广泛质疑的还有，“ZAO”的用户协

议涉嫌霸王条款。有法律界人士分析，根据
其中内容，“ZAO”不仅可以永久、免费使用并
修改用户的肖像，还可将用户肖像权任意
授权给第三方。而且按照条款，假如你将某

明星的脸换成自己的脸，那么除了要把自
己的肖像免费给“ZAO”使用外，你还要保证
该明星同意“ZAO”及关联公司使用其肖像。
一旦出现侵权问题，它们可能将锅甩给你。
这是用户难以承受的风险，让人细思极恐，
也已涉嫌多重违法。比如，涉嫌违反《网络
安全法》确立的合法、正当、必要三原则，明
显超过必要限度，相关部门可依法对其予
以行政处罚。同时，还涉及影视剧著作权、版
权等一系列问题。
舆论重压之下，“ZAO”不得不删除了协

议中的“免费获取用户肖像权”等内容。从不
断下滑的评分，也足以看出市场对其的评
判。这不啻于一记重击，也是响亮的警钟。应
该吸取教训的不仅仅是当事企业，也包括监
管部门在内。AI换脸作为一项新技术值得期
待，但必须做好严格的监管和规范。这些年
来，关于互联网企业及产品，我国已经积累
了很多较为成熟的经验，也有明确的法律法
规。相关部门理应严格把关，依法而行，违法
必究，不用每个新事物、新问题出现，都再去
摸一遍“石头”。在当下，面部识别信息可以
说是一个人最核心的信息，一旦泄露影响太
大。治理AI换脸方面的问题，绝不能再走过
去“先乱后治”的老路了。

起诉美容院退卡
是消费维权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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