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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上城119平米新精装房，中层通透，2+1室2
厅，实验、八中学区，带一车位，老证唯一，拎包入住，
售价119万元可议。联系电话：13603279991微信同号

“北京、上海双城第一的高
端自助”“只要 700多元，就能打
卡高端自助”……

在某自助火锅的推广视频
中，饭店场景极具高端奢华气
息，一对一管家式服务，剥虾、切
肉，服务员全程在线，食客只需
坐在位置上动动嘴就可以；自助
台上，整齐摆放着上百种优质食
材，如大块的波士顿龙虾、鲜嫩
的东星斑、拳头大的鲍鱼、堆得
满满的三文鱼片等。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这条推
广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几乎随处
可见。然而，上海的王先生近日
去店内消费后发现，店内食材档
次和商家宣传的严重不符。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如
今打开短视频，人们经常可以刷
到各种探店视频，里面的探店博
主宣称以非常实惠的价格，便可
以享用各种高档食材。但实际
上，有的时候顾客和探店博主明
明去的是同一家店，可吃到的却
是更低品质的自助餐。

推广视频十分诱人
店内服务严重缩水

“探店博主吃的东西又多又
好，贵的高档食材不限量供应，
而我花了同样的钱，为什么享受
不到这些服务？”王先生说，值钱
的牡丹虾、螯虾都没了，只有冻
虾；帝王蟹和波士顿龙虾大缩
水，并且没有整只；东星斑的鱼
肉又散又塌……海鲜区鲜活的
食材一样没有，甜品区食材用的
是植物奶油。此外，服务员人手

不足，服务质量一般。
后来，王先生又翻看了某点

评软件的评论页面，发现除了前
几页是好评外，后面很多是体验
感差的吐槽，让他“种草”的那条
推广视频下方，近期也出现了不
少质疑。

推广自家餐厅无可厚非，但
食材档次和服务质量与宣传视
频相比均大幅度下降，这点让很
多消费者无法接受。在社交平台
和商家评论区，有不少消费者吐
槽：“是不是把买食材的钱都拿
来请博主吃饭了？”

那么，如果自助餐厅的菜品
和宣传视频的内容不一致，是否
可以认定商家存在虚假宣传行
为？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教授任超认为，短视频宣传内容
与店内菜品实际不符，涉嫌违反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
争法等有关规定，侵犯了消费者
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消费者可以
要求商家按照视频宣传内容提

供相关产品和服务，如果不能提
供，消费者可以要求退款。如果
商家故意通过虚假视频内容欺
骗消费者，还可能构成欺诈。一
旦构成欺诈，消费者可以要求价
款三倍的赔偿，赔偿金额不足
500元的，按500元计算。

为获佣金移花接木
虚假宣传屡禁不止

除了商家在短视频平台或
者付钱让探店博主进行宣传外，
一些探店博主甚至会不请自来，
主动帮商家做宣传。

“不到百元的自助餐，小龙
虾、鲍鱼、螃蟹、三文鱼不限量畅
吃，购买链接就在左下角，刷到
的小伙伴赶紧囤一波，这福利不
知道哪天就没了。”今年 4月初，
山东青岛的赵女士在手机上刷
到这条探店视频后颇为心动，立
即通过链接购买了两张自助烤
肉餐券，每张79.99元。

但当她来到上述自助餐厅
时，满满的期待却瞬间变成了失
望：“视频中的鲍鱼、三文鱼，店
内都没有，主要就是中餐和烤
肉。小龙虾倒是有，但并不是宣
传中的麻辣小龙虾，个头小了很
多，而且需要自己煮熟。”

实际上，该自助餐厅也是受
害者。餐厅回应称，其从未宣传
过店里有不限量的螃蟹、三文鱼
等食物，因为自己的定价导致利
润非常低，根本供应不起。赵女
士看到的探店博主拍的视频虽
然店名一样，但其实是其他地区
的同一品牌连锁店，他们确实有
这些食材供应，但是自助餐价格
也高出不少。

记者了解到，商家在开业初
期铺天盖地推广，引流完成后就

“狸猫换太子”，最终因虚假宣传
而被处罚的案例并不少见，但虚
假宣传之风为何却屡禁不止？

“这是由于自助餐虚假宣传
的隐蔽性较强，监管机关往往难
以主动发现，认定起来也存在一
定的争议与困难。”任超认为，博
主探店宣传的视频往往悉心挑
选了灯光、角度、剪辑等，商家和
博主会以此为借口，称其与现实
本来就有一定程度的差异。同
时，消费者维权意识较弱，商家
违法成本低等也助长了虚假宣
传行为。

加强监管依法严惩
持续优化消费环境

探店博主的探店视频如果
存在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公平

竞争秩序等情况，消费者和商家
可以采取哪些措施维权？

据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王旭律师介绍，商家可
以直接与探店博主协商解决，要
求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或撤
下虚假宣传内容。消费者权益受
到损害的，可以向当地消费者协
会或其他有关部门投诉举报，要
求对探店博主的虚假宣传行为
进行调查处理。构成虚假广告或
者不正当竞争法上的虚假宣传
行为的，消费者和商家可以向市
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如果探店
博主的虚假宣传行为已经给消
费者或商家造成实际损失，可以
向法院起诉，要求其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5月16日，中消协在京发布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
报告（2022）》，提出加大对虚假
宣传、制假售假、价格欺诈等侵
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的打击
力度，持续优化消费环境。

长期存在的自助餐虚假宣
传行为该如何解决？

在采访中，有消费者认为，
营造良好健康的探店生态不能
只依靠执法部门，短视频平台也
应该有所作为。对此，有平台官
方客服答复，对于宣传内容与实
际情况不符的视频，用户可以进
行投诉举报，平台官方将以警
告、下架视频、账号降级、封禁投
稿等措施打击这类行为。同时，
平台呼吁探店博主应秉持客观
真实的原则，如实地反映个人消
费体验。

据《法治日报》

部分自助餐厅食材档次和服务质量与宣传内容严重不符

探店博主吃的美食，为啥消费者吃不到

“点进直播间一看，‘迪丽热
巴’居然在直播卖货。”近日，有
网友点开直播间，却发现正在卖
货的竟是“当红女星”。然而再定
睛一看，这些带货“明星”很快露
出了马脚——身穿中式服装，正
在卖力带货的“明星”们，其实只
是使用了AI实时换脸技术的普
通主播。

AI 实时换脸，正在直播间
悄然出现。

“迪丽热巴”“杨幂”
直播卖货

“一开始只是以为长得像，
没想到刷进去好几个直播间都
这样，才发现是用了‘换脸’。”路
垚(化名)向记者表示，近期她被
推送的好几个直播间，都采用了
AI换脸明星的方式进行直播带
货，而杨幂、迪丽热巴、杨颖等当
红女星，成为了AI换脸的重点
对象。

“向平台投诉了也没什么
用。”她说。

记者注意到，目前的 AI 实
时换脸，在直播中已能达到以假
乱真的地步，不少人点进直播间
以后以为主播只是长得像明星，
不过也有一些直播间出现了人
身比例失调的违和现象。有网友
指出了其中一些破绽：“主播低

头整理头发的时候，脑门上全是
黑的。”

“现在普通人的脸已经不配
直播了。”有网友如此感慨。

对于竞争火热的直播间来
说，“高颜值”是主播的重要资本
之一，而使用“明星脸”直播，或
许可以更好达到引流效果，并节
省直播成本。此外，使用统一的

“换脸”形象，也使直播间降低了
主播走红后“单飞”带来的风险。

但不少网友也对“换脸”表
示了反感：“发现是‘换脸’直播
后，就失去了购买的欲望。”

AI实时换脸
全套仅需3.5万元

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进步，
AI 实时换脸已逐渐成熟。近年
来，AI 实时换脸已从最初的娱
乐“整活”，向直播等多个应用场
景发展。通过智能后台的AI换
脸技术，主播可以实现形象的实
时替换。

有视频换脸研究者表示，实
时换脸不存在延迟，也不会有
Bug，而直播画面传输的延迟则
取决于使用者的网络配置和进
行直播的平台。

记者以使用者的身份咨询
了一家提供“换脸软件”的网站。
该网站客服表示，使用AI换脸

需要进行模型训练。“合成效果
好不好，关键看模型和素材。”

据提供“换脸软件”的网站
介绍，使用者自己从零开始训练
模型，如果 24小时挂机不停地
训练模型，需要经过半个月到一
个月的时间，才能达到可以合成
视频的效果。

而比起自己花费大量时间
训练模型，更多人选择购买现成
的模型。“素材充足的话，你只要
花费半个小时到几个小时的时
间就可以直接合成视频。模型可
以替换任意素材使用，不分张三
李四。”

该网站客服称，他们提供的
全套模型购买价格为 3.5万元，

AI实时换脸可适用于各大直播
平台。

换脸直播
存在哪些侵权

与此前因争议冲上热搜的
“AI孙燕姿”一样，AI换脸也存
在侵权问题。

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赵占领向记者表示，AI 换脸主
要涉及肖像权等问题。“如果说
未经他人同意，用他人的肖像替
换某一个主播的形象，这种情况
涉嫌侵犯肖像权；如果说还使用
了他人的姓名，那还涉嫌侵犯姓

名权。”
记者注意到，在一些提供换

脸软件的教程或网站上，提供者
均提醒要警惕使用AI换脸进行
诈骗或者侵权的行为。

那么，在AI换脸直播中，平
台是否负有责任？

赵占领表示，平台对于平台
内商家的侵权行为不承担直接
侵权的责任，而是否构成帮助侵
权，主要是看平台对于商家的侵
权行为是否属于明知或应知。

“一般情况下，平台使用的是
通知删除规则，也就是说权利人
向平台发出侵权通知后，如果平
台对于被投诉的行为不处理，那
么平台构成帮助侵权。但如果平
台处理了，那一般不承担责任。”

但对于如何判定平台对用
户、权利人的投诉是否明知或应
知，赵占领也表示，在一般情况
下很难认定。

日前，某短视频平台发布
《关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平台
规范暨行业倡议》，提出应用生
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时，发布者应
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显著
标识，帮助其他用户区分虚拟与
现实，特别是易混淆场景。“禁止
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创作、
发布侵权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肖
像权、知识产权等。一经发现，平
台将严格处罚。”

据中国新闻网

仅需3.5万元竟能让普通主播变成“当红女星”——

AI换明星脸卖货涉嫌侵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