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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履职守护汴绣“金名片”

■ 杜 洋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6 个典型
案例，旨在加强对利用网络、信息技术侵
害人格权的否定和整治，强化人格权司
法保护力度。其中，“殷某某诉甲公司、
乙公司等人格权纠纷案”“彭某某诉某软
件运营公司肖像权纠纷案”均涉及利用
AI技术侵权的问题。

近年来，互联网和 AI 技术快速发展
的同时，由此引发的侵害人格权案件也
日渐增多。对此，各地法院积极探索相
关裁判规则，通过案件裁判为新业态、新
技术划定应用边界，结合社会治理撑起
人格权的法律保护伞，让群众的人格权
益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

划定人格权保护红线

2024 年 4 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对“殷
某某诉甲公司、乙公司等人格权纠纷案”
进行一审宣判。被告使用原告声音，并
开发案涉 AI 文本转语音产品未获得合
法授权，构成侵权，法院判决其书面赔礼
道歉，并赔偿原告各项损失 25万元。

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认定，声音作
为一种人格权益，具有人身专属性，未经
权利人许可擅自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录
音制品中的声音构成侵权，为新业态、新
技术的应用划定了行为界限，有助于规
范和引导人工智能技术沿着为民、向善
的方向发展。

近年来，人民法院通过对一起起相
关案件的审判，逐步明确 AI 技术在利用

数据信息时有所为、有所不为，确保人格
权益保护红线“划得实、守得住”，彰显了
人民法院的司法担当。

2022 年 4 月 11 日，最高法发布民法
典颁布后人格权益司法保护典型民事案
例，其中有一起涉及 AI 软件擅自使用自
然人形象创设虚拟人物构成侵权的典型
案例。

被告运营的一款智能手机记账软件
中，用户可自行创设或添加“AI陪伴者”，
可设定其名称、头像等，并设置了“调教”
功能，用户可让“AI 陪伴者”与自己产生
互动。

本案原告何某系公众人物，未经其
同意，该软件出现以原告姓名、肖像为标
识的“AI陪伴者”，并通过算法应用，允许
用户上传大量原告的照片，制作与原告
互动的内容。

“被告不仅擅自使用了原告何某的
肖像、姓名，更通过算法构建其性格、口
头禅等‘人格画像’，我院认定该行为属
于‘系统性剥夺自然人对自身人格形象
的控制权’，应当适用一般人格权加以保
护。”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
毛春联说，此案中，AI技术的“非中立性”
逐渐显现，技术服务与内容服务的区分
界限被打破，当前不少网络服务者虽然
只提供 AI 技术，却以“技术服务”之名行

“内容服务”之实。
为查明 AI技术侵害人格权益的涉案

技术的基本原理、设计逻辑、运行过程，北
京互联网法院建立了技术调查官制度，通
过技术调查官对 AI 的专业解读，确保法

官准确理解技术，作出公平裁判。
据杭州互联网法院法官赖粤旭介

绍，AI 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应符合人类社
会基本的道德价值体系，使用者一旦选
择将 AI 技术用于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法
院就可根据被侵害主体所主张的侵权
者，进一步通过查明侵权账号的实名注
册者、实际控制者等方式，判定被侵害主
体所主张的对象是否为侵权主体。

促进AI技术规范使用

2023 年 5 月，上海易某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开发了一款某短视频平台小程序

“某颜”，使用 AI 视频合成算法帮用户实
现“一键换脸古风汉服”。陈女士在某短
视频平台上刷到这款小程序，发现里面
有十余条自己的古风原创作品，随后向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起诉。

诉讼中，易某公司意识到相关行为
可能构成侵权，主动履行了相关 AI 算法
备案手续，重新上架小程序。嘉定区法
院发出司法建议，提示企业强化依法经
营意识，注重素材合法性审查、内容生成
合法性审查等。易某公司积极响应，认
真整改，承诺将规范经营。陈女士最终
撤回起诉，双方达成和解。

为平衡好技术创新与人格权益法律
保护的关系，人民法院积极发挥职能作
用，引导相关企业在 AI 技术应用中树立
守法意识，推动行业自律，构建良好有序
的 AI发展生态。

“我院在相关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会
综合考虑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业、影响

范围、过错程度，以及行为的目的、方式、
后果、事后采取的措施等因素，合理认定
技术开发和应用企业应当承担的民事责
任，在充分填补权利人损失的前提下避
免因过度苛责抑制创新发展。”广州互联
网法院相关负责人说。

同时，各地法院积极与多方主体合
作，力求在保护人格权益的同时，促进 AI
技术的规范使用。

北京互联网法院多次赴互联网头部
企业调研，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座谈研讨，
深入了解产业发展情况，探讨 AI 技术的
法律边界与伦理规范，推动企业建立自
律机制；杭州互联网法院深入走访数字
经济的头部企业，与相关产业的理论学
者、实践专家开展专题研讨，从产业端学
习研究当下 AI 产业的发展模式和发展
趋势，聚焦 AI 产业的法律适用边界，积
极引导相关企业加强 AI 技术研发与应
用的风险防控机制。

针对 AI 换脸、AI 合成声音等前沿侵
权行为，北京、杭州、广州等互联网法院及
时发布典型案例，树立裁判规则，明确行
为界限，引导公众依法正确使用 AI技术，
增强群众保护自身人格权益的法律意识。

厘清公共与个人数据

“未来，生成式 AI 可能会引发隐私
或个人信息泄露问题。大型生成式 AI
需要大量数据作为参数，AI 产品的提供
者在训练 AI 产品时很可能会运用大量
没有合法来源的数据信息，这就可能带
来一些侵害隐私和个人信息的新形式。”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利明介绍。
“可以预见，在 AI 时代，人格权的客

体可能会涵盖数字化人格表征，诸如对
应实体人物的虚拟形象，这些虚拟人物
形象的实体权利人可能会对其虚拟形象
主张虚拟人格权益。此外，AI 的发展需
要大量公共数据的支撑，在公共数据的
共享开放以及授权经营中，最核心也最
复杂的问题就是如何厘清公共数据和个
人数据，防止侵害个人信息权益和隐私
权等个人权益。”成都互联网法庭法官吴
婷补充道。

赖粤旭表示，面对 AI 技术带来的新
挑战，杭州互联网法院将进一步关注 AI
应用新业态，深化研究、探索新类型案件
的裁判规则，确保相关案件中适用法律
的公平性和准确性。

“我院将与相关部门形成合力，及时
反映司法实践中发现的新情况，为规范 AI
发展贡献司法智慧，通过加强协作共治，共
同减少和避免 AI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新风险。”广州互联网法院相关负责人说。

在王利明看来，随着 AI 运用的场景
越来越宽泛，由此带来侵害人格权益的
风险必须在法律上予以有效应对。

“一方面，不能因为新的 AI 技术可
能引发侵害人格权益的风险而对 AI 服
务提供者课以过重的责任，从而妨碍技
术的创新。另一方面，也应要求服务提
供者尽可能采取必要措施，例如将 AI 产
生的信息明确标识，预防损害的发生和
扩大。”王利明建议道。

（据《法治日报》）

如何平衡 AI 创新与人格权益保护
人民法院发挥职能作用助推智能向善

■ 魏哲哲

网络消费为人们日常生活提供较大
便利，已成为群众消费的重要方式。网
络消费快速发展对进一步完善消费模
式、提升消费效率、保护消费者权益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网上“买买买”，消费者要的是放心
与舒心。人民法院依法制裁经营者违背
销售承诺、破坏消费预期的侵权行为，做
好消费者权益兜底保障。为充分发挥司
法裁判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最高人民法
院近日发布网络消费民事典型案例，聚
焦网络消费新领域和新问题，回应群众
关注热点。

手串直播营销中，消费者遭遇
“货不对板”——

经营者高于法定标准的“假一
赔十”承诺必须履行吗？

【典型案例】
张某某系某网络店铺的经营者。在

某次直播营销中，该店铺的主播人员将
黄檀木类的黑酸枝木（系大叶紫檀）制作
的手串宣称为正宗小叶紫檀材质制作，
并承诺“保真”“假一赔十”。侯某观看该
直 播 后 购 买 手 串 1 件 ，支 付 价 款 1000
元。侯某收到手串后发现不是小叶紫檀
材质，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张某某赔偿 10
倍价款 1万元。

审理法院认为，张某某网络店铺的
主播人员在直播营销中宣称所售手串系
小叶紫檀，并明确承诺“保真”“假一赔
十”，上述承诺构成其与侯某买卖合同的
内容，该内容对张某某具有约束力。张
某某交付给侯某的手串不符合约定，而
木质首饰的原材料对其价值具有重要影
响。“假一赔十”的承诺虽高于法定赔偿
标准，但张某某应当履行。最终，张某某
赔偿侯某 1万元。

【法官提示】
网络直播营销具有“即时互动+场景

化”的优势，但实践中容易出现虚假宣
传、“货不对板”问题。在直播营销中，消
费者对商品的了解和判断，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主播介绍的内容。网店主播向消
费者作出高于法定标准的赔偿承诺，容
易增强消费者对商品品质的信赖，影响
其消费决策，促使消费者消费。当商品
品质与承诺不符时，应予赔偿。本案判
决有利于制裁消费欺诈行为，通过充分
保护个体消费者权利，营造良好的网络
消费环境。

购买演唱会门票后，消费者申
请退票——

退票规则有歧义、不明确，还
能全额退票吗？

【典型案例】
方某在某票务平台同时在线购买两

张演唱会门票。购票页面的票务须知载
明 ：购 票 后 48 小 时 内 可 办 理 无 条 件 退
票。在销售阶段同一购票人、同一购票
账户仅享有一次退票权益，在产生一次
退票后，如再次购买同场次演出票，将不
能退票。

因行程有变，方某向该票务平台申
请退票，其中一张演出票退票成功，另一
张演出票被该平台拒绝退票。经方某多
次请求，该平台仅向方某退还第二张票
款的 80%。方某诉至法院，请求平台退
还剩余的 20%票款。

审理法院认为，该票务平台在票务
须 知 中 载 明 的 退 票 条 件 ，属 于 格 式 条
款。根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八条规定，
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
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
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
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本案中，对退票规则的通常理解应
为“ 退 票 后 再 次 购 买 则 不 享 有 退 票 权
益 ”。 而 案 涉 门 票 并 非 方 某 退 票 后 再
次 购 买 ，平 台 不 能 依 据 上 述 条 款 拒 绝
向方某全额退还票款。即使对上述条
款存在一个购票账户仅能就一张演出
票 享 受 无 条 件 退 票 的 解 释 ，但 也 因 该
种 解 释 更 有 利 于 该 票 务 平 台 ，不 应 采
纳 。 此 种 情 况 下 ，本 案 中 的 退 票 规 则
应作出更有利于方某的解释。法院最
终判决该票务平台向方某退还剩余的
20%票款。

【法官提示】
演唱会门票等票证系欣赏音乐等

艺 术 的 凭 证 ，其 与 一 般 日 常 消 费 品 相
比 ，价 格 一 般 较 高 ，时 间 性 要 求 也 更
强。经营者拟定该类票证的退票规则
时，既要考虑退票对节目演出的影响，
也 要 充 分 考 虑 消 费 者 的 合 理 现 实 需
求。首要体现在退票规则的内容上，就
应当清晰明确，防止出现歧义，避免不
当表述影响消费者利益。本案中，人民
法院对格式条款作出有利于消费者的
解释，充分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
主选择权。

网店购物时，消费者买包后要
退货——

店铺页面显示的不支持手提
包“七日无理由退货”合理吗？

【典型案例】
胡某在韩某经营的网络店铺中购买

一款女士手提包。购买时，店铺页面显
示该手提包不支持七日无理由退货。胡
某收到该手提包后，于七日内向该店铺
申请无理由退货，被韩某拒绝，拒绝原因
为此手提包不支持七日无理由退货，并
且此事项在胡某购物时即作出了提示。
胡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韩某承担退货
退款责任。

审理法院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五条规定，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

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不
适用无理由退货。虽然韩某在商品详情
页面标注了不支持七日无理由退货，但
韩某并未合理说明该手提包性质属于不
宜退货的理由，也未举证证明适用七日
无理由退货会导致商品价值的大幅度贬
损或给经营者造成重大损失。韩某拟定
的不支持七日无理由退货的条款对胡某
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最终，韩某退还货
款，同时胡某退还该手提包。

【法官提示】
消费者通过网络在线购买商品时，

通常无法进行现实体验，其对商品的选
择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经营者对商品的介
绍和展示。当消费者购买商品后，可能
会觉得不符合预期或不满足需求。为
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七日无理
由退货制度，赋予消费者在适当期间内
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以适应在线消费
的特点和需求。

对 于 性 质 上 不 宜 退 货 的 商 品 ，虽
然经营者可以依法与消费者约定不适
用 七 日 无 理 由 退 货 ，但 不 得 任 意 扩 大
范围。

人民法院结合具体的商品类型、退
货对商品价值的影响等因素综合考虑，
认定案涉商品不属于不宜退货情形，故
不予支持经营者拒绝七日无理由退货的
行为，充分保障了消费者的七日无理由
退货权，让消费者敢消费、愿消费、放心
消费。 （据《人民日报》）

最高法发布网络消费民事典型案例

网上“买买买”，权益保护要跟上

本报消息 在第 38个国际禁毒日
即将到来之际，四川省高级人民法
院、四川省人民检察院近日联合重庆
市高级人民法院、重庆市人民检察
院，召开 2025年川渝法检“6·26”国际
禁毒日暨“厉行铁腕禁毒 护航川渝发
展”新闻发布会。

2024年，四川省 211 家中基层法
院一审共受理毒品案件 1866件，同比
下降26.71%，较历史峰值下降79.04%。

2024 年 1 月至 2025 年 5 月，四川
省毒品犯罪案件批准逮捕 1989 件共
2654人，起诉 2322件共 3414人，批捕
率、起诉率分别高出刑事案件平均值
16.8个百分点和16.5个百分点。

重庆法院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
品犯罪，2020年以来新收毒品案件数
量总体呈下降态势。2024年，新收毒
品一审刑事案件4017件。

重庆检察机关坚持严打方针不
动摇，强化法律监督，2024年，共起诉
毒品犯罪5113人，起诉率为85.2%。

川渝两地法院、检察院

跨区域协作依法严惩毒品犯罪

■ 本报通讯员 罗莉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玉州
区人民法院玉林人民法庭为遭受家暴的
肖女士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一举措
彰显了法律在保护妇女权益方面的强大
力量。

肖女士与李某因感情不和于 2020 年
9 月协议离婚。然而，离婚后李某并未停
止对肖女士的骚扰和威胁，甚至多次实
施家庭暴力行为。

2024 年 3 月，肖女士在无法忍受暴
力的情况下向派出所报警求助。派出所
接警后依法向李某出具了家庭暴力告诫
书，但李某的行为仍未收敛。为此，肖女
士向法院提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
请，寻求法律的进一步保护。

玉林人民法庭在收到申请后，迅速
对案件进行了审查。法庭认为，李某的
行为已对肖女士的正常生活和人身安全
构成了严重威胁，肖女士的申请符合人
身安全保护令的法定条件。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相关规定，
承办法官立即为肖女士签发了人身安全
保护令民事裁定书，并将裁定书送达双
方当事人。

同 时 ，法 官 对 李 某 进 行 了 严 肃 的
批 评 教 育 ，向 其 阐 明 了 违 反 人 身 安 全
保 护 令 的 法 律 后 果 ，形 成 强 大 的 法 律
震 慑 。 此 外 ，法 官 还 依 法 向 辖 区 有 关
单 位 及 派 出 所 送 达 了 裁 定 书 ，协 调 相
关部门提供协助，形成联动保护合力，
为 肖 女 士 撑 起 了 一 把 坚 实 的 法 律“ 保
护伞”。

法官指出，法律是保护公民合法权
益不受侵害的一道“高压线”。人身安全
保护令是人民法院为了保护家庭暴力受
害人及其子女和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
确保婚姻案件诉讼程序正常进行而作出
的民事裁定。

在保护令有效期内，如被申请人违
反保护令禁止事项，继续对申请人实施
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不构成犯罪的，法院将给予训诫，
或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
十五日以下拘留。这一制度是法律赋予
受害者的“护身利器”，也是家庭暴力受
害者的“防护盾”，在法治社会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

为 进 一 步 健 全 和 完 善 人 身 安 全 保
护令制度贯彻实施规则体系，近年来，
玉林市玉州区人大常委会通过综合运
用执法检查、调研视察、听取汇报等形
式，加强对法院工作的监督和指导，进
一步推动法院扎实推进人身安全保护
令案件审理队伍专业化建设，建立健全

“家庭教育+心理疏导+回访帮扶”等联
动协作机制，共同推进人身安全保护令
制度贯彻实施。

人身安全保护令机制在基层实践中
不断完善，成为守护“她”安全的法“令”
利器。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有效解决
了被家暴者所面临的困境，帮助受害者
从家暴的恐惧中解脱出来，让她们有勇
气和底气向家庭暴力说“不”。这一机制
的不断完善和落实，不仅体现了法律对
妇女权益的重视和保护，也为构建和谐
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令”护“她”筑牢反家庭暴力防线

本报消息 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
民法院近日召开“法商益企”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新闻发布会，通报 2024年以
来三明法院“法商益企”专项行动和

“环境·社会·公司治理司法服务中心”
创新举措和主要成效。

2024 年以来，三明法院联合三明
市工商联创新推出并持续深化“法商
益企”专项行动，聚焦便捷司法供给、
营商环境优化、企业权益保障和规范
经营引导，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
司法服务链。三明市涉企纠纷同比下
降 6.22%，商事案件调解撤诉率提升至
50.01%，企业对司法服务的获得感、满
意度显著提升。

此外，三明法院在法务区创新设
立“环境·社会·公司治理（ESG）司法服
务中心”。该中心运行以来，累计接待
群众 1400 余人次，提供法律咨询 600
余人次，收转材料 220余份，三明法院
受理涉 ESG 一审商事案件 2077 件，占
民商事一审案件的22.93%。

三明法院

助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本报消息 近日，河北省雄安新区
中级人民法院与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
雄安新区总工会共同签署《关于建立劳
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的合作协议》，并
揭牌成立雄安新区首批“劳动争议诉裁
调对接服务站”“劳动争议网格法庭”。

劳动争议诉裁调对接服务站、网格
法庭是进一步做好在建疏解项目的保
障工作、推进劳动领域“行业枫桥”的积
极探索。通过整合法律服务工作站、劳
动争议仲裁院以及农民工维权中心等
站点功能，打造劳动争议联调站点，为
企业和职工提供一站式化解服务。

近年来，雄安中院与雄安新区公
共服务局、雄安新区总工会积极建立
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形成“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沟通协调机制”和“劳动争
议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两套机制，“法
院+公共服务局+工会”联调共建协同
治理模式不断深化。2024 年合作协
调调解 117件劳动争议案件，调解成
功率高达92.86%。

雄安新区中院

建立劳动争议多元化解机制

本报消息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
（以下简称白皮书），梳理了对未成年人
检察及司法保护工作具有一定影响的案
事件、典型做法和工作机制。

白皮书显示，2024年，最高检依法
核准追诉初中生杀害同学埋尸案等低
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 34人，全国
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
疑人65198人，同比下降1.1%，批准逮
捕34329人，同比上升27.8%。

办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盗
窃罪、诈骗罪、聚众斗殴罪、强奸罪、
抢劫罪五类犯罪人数合计占受理审
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69.4%。

白皮书介绍，2024 年，全国检察
机关立足法律监督职能，持续深化未
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在民事权益
保障方面，全国检察机关结合办案共
制发“督促监护令”31809 份，共办理
涉未成年人支持起诉案件 5155件，审
查后支持起诉 4623件，办理涉未成年
人民事诉讼监督案件725件。

最高检

去年追诉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34人

汴绣又称“宋绣”，2008 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近日，河南省开封市龙亭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来到开封市
宋绣艺术博物馆，在博物馆内的刺绣工坊里，该院检察官与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素花交流，重点了解非遗技艺传承瓶
颈、原创作品创作流程，并为刺绣工坊加强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生产经营提供法律帮助。

董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