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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生命”不应没有边界
□ 曾慧

　　

　　随着ChatGPT、元宇宙、AlphaGo、Sora等AI

技术出世，人工智能在多领域有了前所未有的

发展，并与人们生活交织越来越密切。技术的

创新进步，让更多人可以从简单的重复性劳动

中脱离出来，创造更大价值；也在部分领域突

破了人类无法操作的限制。然而，技术的发展

不应让法律、道德让步。近日，AI复活已去世

的公众人物和个人的话题引起了社会广泛

争议，有人对AI复活大为称赞，称此举为死

者家属带来了抚慰和温情。也有部分家属

要求下架AI视频，认为此举给家属带来了

心灵的伤害。

　　对此，笔者认为，以数字技术复活死者应有边

界，如果没有经过家属同意，或者复活后的视频内

容不妥造成恶意评价的，此时利用AI复活已去世

的公众人物和个人的则涉嫌违法侵权。我国民法

典规定，死者肖像等受到侵害的，配偶、子女、父母

等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也

就是说，死者的肖像是受法律保护的。AI复活，是

以死者的照片、视频等数字遗迹为基础，基于数据

基础的“演绎”进行深度伪造。一旦基础数据混乱、

虚假、侵权、导向错误，那么伪造生成的内容和结

果即会出现偏差，造成违规、虚假等内容传播，引

发数据安全风险、对他人个人信息和人格权的

侵害。

　　同时，《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

指出，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和技术支持者提供人

脸、人声等生物识别信息编辑功能的，应当提示深

度合成服务使用者依法告知被编辑的个人，并取

得其单独同意。在未经得他人或家属同意的情况

下，不能擅自使用肖像权人脸、人声等生物识别信

息。因此，未经家属同意，擅自“复活”死者，也涉嫌

违法侵权。

　　此外，擅自使用AI复活死者，还可能给相关人

造成幻觉恐慌。尽管借助技术“重见”逝去的亲人表

面上看似安慰人心，但如果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生成

的影像，产生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模糊，容易造

成更多的混乱和压力，甚至引发心理健康问题。

　　目前，虽然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深度合成进

行了原则性的规范，但是对于各方的义务、责任，

以及监管措施等未予以明确，因此，笔者建议，应

通过立法进一步细化和明确提供服务者责任、互

联网平台责任、监管者责任，做到权责明晰、统

一。同时，行业内部应强化自律，健全统一标准、

准则和自律管理制度，督促指导深度合成服务

提供者和技术支持者制定完善业务规范、依法

开展业务，接受社会监督。而作为直接实施深

度合成的服务者，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伦

理道德，坚持正确价值取向，才能促进深度合

成服务向上向善。只有在法律和伦理道德要

求范围内，符合社会大众的价值导向运行发

展，才能让社会公众对AI技术的未来给予

更美好的期盼。

　　（作者单位：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鼓励社会力量举办中医医疗机构

　　《条例》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中医药

服务体系建设，举办规模适宜的中医医疗机构。县级

人民政府举办的中医医院一般应当达到二级以上中

医医院建设标准，自治区和州、市（地）人民政府（行政

公署）举办的中医医院一般应当达到三级中医医院建

设标准。

　　为鼓励社会力量举办中医医疗机构，《条例》提

出社会力量举办的中医诊所和只提供传统中医药

服务的中医门诊部不受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布局

限制。社会力量举办的中医医疗机构在准入、

执业、等级评审、公共卫生、基本医疗保险、科

研教学、医务人员职称评定和继续教育等方

面，享有与政府举办的中医医疗机构同等

的权利。

　　《条例》强调，在医疗联合体建设过程

中，不得变相取消、合并中医医院，或者改

变其功能定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

取措施，发展中医治未病、老年健康、中

医康复等中医药特色服务。鼓励中医药

养生保健服务发展，支持社会力量举办

中医养生保健机构。

　　同时，开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应当

符合国家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规范、标

准。鼓励中医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

作开展具有中医药特色的医养结

合服务，引导社会力量举办具有

中医药特色的医养结合机构。支持有条件的医疗机构

建立中西医联合诊疗模式，促进中西医服务优势

互补。

　　此外，《条例》还特别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将中医医疗机构纳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

体系，建立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与中医药主管部门信息

共享机制，加强中医药应急物资、设备、设施、技术与

人才资源储备，发挥中医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处置中的作用，实行中西医联合救治，建立中医药全

程参与机制。

探索建立中药材标准质量评价体系

　　为发挥新疆中药资源优势，加快中药产业高质量

发展，加强野生中药资源的保护与发展，《条例》明确，

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中药保护和产业发展规划，

完善分级保护制度，促进野生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加强中药资源

保护和利用，组织开展中药资源动态监测和资源普

查、整理、挖掘，加强对中药资源就地和迁地保护，建

立中药资源数据库，做好种质资源保护。

　　为打造新疆道地中药材知名品牌，《条例》要求自

治区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

定发布新疆道地中药材目录并探索建立标准质量评

价体系，制定种植区划，优化生产基地布局。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对新疆道地中药材进行产地

保护，扶持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培育龙头企业，推动产

业化发展，鼓励新疆道地中药材申报地理标志产品和

国家食药物质目录。

　　自治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覆盖全品种、全过程、

可追溯的中药材质量监管体系。商务、市场监督管理、

林业和草原、农业农村等部门应当加强中药材种植养

殖、生产、流通、使用等环节的中药材质量监督管理，

保障中药材质量安全。中药企业和经营者应当建立质

量管理制度，如实记录、提供可供追溯的相关信息。中

药企业和医疗机构炮制中药材应当执行中药饮片炮

制规范，保证中药饮片的质量和安全。

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

　　《条例》提出，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应

当会同相关部门组织收集、整理、保护中医药古籍文

献，推动中医药古籍数字化，培养古籍文献研究和保

护专业的人才，采取措施保护中医药文物古迹、名医

故居。

　　为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强调，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中医药主管部门应当组织遴选本行政

区域的中医药学术传承项目和传承人，保护、整理、挖

掘、研究维吾尔医药、哈萨克医药、蒙医药等中医药专

家的学术思想、诊疗经验、老药工传统技艺以及民间

中医药技术方法。会同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指导有

关单位和个人申请中医药专利、商标、地理标志、药用

植物新品种等知识产权，对中医药特色技术、方法、产

品等进行保护。

　　自治区人民政府还将建立中医药科技创新激励

制度，《条例》明确，支持中医药科研平台建设，鼓励科

研机构、高等院校、医疗机构和企业协同建立中医药

科技创新平台或者新型研发机构，运用现代科学技术

和传统中医药研究方法，开展中医药科学技术研究。

支持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医疗机构、企业自主研发基

于中医药古代经典名方、名中医验方及医疗机构中药

制剂开发的中药创新药。鼓励对已上市中药进行再评

价和改良，培育具有竞争力的新疆中药优势品种和特

色品牌。

深化中医药文化传播与交流

　　为加大中医药文化传播和交流力度，传承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将中医药文化建设纳入文化发展规划，加强中医药文

化宣传，普及中医药知识，增强群众健康意识，营造关

心和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社会氛围。支持建设中医

药特色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科普馆、药用动植物

园等展示场所，打造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推进

中医药文化进机关、学校、企业、社区、乡村和家庭。鼓

励组织和个人研发维吾尔医药、哈萨克医药、蒙医药

等中医药文化创意产品，创作具有新疆特色的中医药

文化和科普作品。

　　《条例》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应当加强对中医医疗和中药药品广告的监督管理。

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开展中医药知识宣

传，应当聘请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以介绍疾病

预防控制、治疗以及中医药养生保健等科学知识为主

要内容，不得以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变相发布

中医医疗广告、中药药品广告，不得虚假、夸大宣传中

医药疗效。

　　《条例》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支

持中医药与旅游、文化、体育产业融合发展，开发具有

维吾尔医药、哈萨克医药、蒙医药等中医药特点的旅

游景点、线路、基地以及与旅游、文化、体育等产业融

合的中医药健康产品和服务项目。加强维吾

尔医药、哈萨克医药、蒙医药等中医药与

援疆省市和其他省市中医药的交流合

作，推进医疗服务、技术合作、学术

交流、人才培养、文化宣传等活动。

　　在此基础上，《条例》明确支

持医疗机构、科研机构、高等院

校、企业开展国际交流，推动

中医药发展积极融入中国

（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

设，与周边国家和其他国

家开展中医药学术研究、

人才培养、对外贸易、健

康服务、文化传播等领

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建设中医药海外中心，

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

促进中医药的国际传

播和推广。

漫画/高岳  

畅游《江河之上》，还需有法护航

　　近日，环保司法题材电视剧《江河之上》热播，引发

大家对环保的关注和讨论。剧中，因环保案件相识的罗

远、耿念和林海岚三位法官形成了“行政、民事、刑事”三

合一审判小组，组成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保护审判庭。环

保庭成立后，三位法官在环境专家、陵江大学环境工程

教授夏未冬的帮助下，积极审理一连串环保案件，创新

司法审判理念，维护环境生态，捍卫公众权益。

　　本期【追剧学法】，由《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

员、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波带大家一起来学

习《江河之上》中的法律知识点。

　　场景一：大学生袁笑笑得知有一只金雕正在被买

卖，因为担心金雕在运输途中出现意外，便决定买下

这只金雕。虽然明知买卖金雕涉嫌犯罪，但袁笑笑认

为自己是为了保护金雕，没有在其中赚钱就不是买

卖。买卖野生保护动物，有何后果？如果遇到危害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行为应该如何处理？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是指非法猎捕、杀害

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或者非

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的行为，在量刑上将面临轻则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重则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剧中，环保庭认为，

袁笑笑虽本意是救下金雕，但仍然造成了对生态系统

的破坏，最终被判三年有期徒刑。

　　现实中，如果遇到危害野生动物的事件，不建议

采取直接救助措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向负有野生动

物保护职责的机构进行反映：（一）可以拨打110报警

电话；（二）可以拨打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电话

010-84238313；（三）可以拨打当地林业部门电话；（四）

可以拨打当地森林公安电话进行求助：（五）可以拨打

当地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电话进行求助。

　　场景二：村民胡勇在无证伐木时被森林公安抓

获，其声称是在村主任廖强军的指派下砍伐树木，并

以为廖强军已经替自己办好了采伐许可证。经查，因

全县采伐指标有限，采伐许可证申请并未通过，廖强

军为了私利仍让胡勇无证砍树。无证砍树将面临什么

法律责任？

　　根据刑法规定，盗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

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数量特别巨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违反森林法规定，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

木，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剧中，胡勇作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砍树前应

先行确认自己是否已取得采伐许可证。胡勇在未取得

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砍伐杨树206棵，数量较大，其行

为已构成盗伐林木罪，依法应承担相应刑事责任。

　　场景三：黄卫龙在禁渔期使用地笼网捕鱼，被检

察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提起公诉，可能面临刑事责

任。哪些情形下捕鱼会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根据刑法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

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

节严重的，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也就是说，只要在禁渔区

或禁渔期内使用禁用渔具进行捕捞作业，无论渔获物

数量多少、种类如何，都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同时，根据《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在内陆水域，违反

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

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一）非法捕捞水产品

五百公斤以上或者价值一万元以上的；（二）非法捕捞

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动物苗种、怀卵亲体或者在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捕捞水产品五十公斤以上或者

价值一千元以上的；（三）在禁渔区使用电鱼、毒鱼、炸

鱼等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禁用方法或者禁用工具捕

捞的；（四）在禁渔期使用电鱼、毒鱼、炸鱼等严重破坏

渔业资源的禁用方法或者禁用工具捕捞的；（五）其他

情节严重的情形。

　　剧中，黄卫龙在禁渔期使用禁用方法或者禁用工

具捕捞的犯罪行为，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以非法

捕捞水产品罪定罪处罚。

　　场景四：超级人力公司的办公室装修后，员工们

接二连三被确诊了癌症。而公司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在

员工确诊癌症时，通过变相裁员的方式让这些员工离

职。原本站在公司利益的人事经理也因确诊乳腺癌遭

遇解聘，为了维权，她决定起诉公司，也为之前受害的

员工们发声。若因公司装修导致员工生病，员工如何

维权？

　　根据民法典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

人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剧中，超级人力

公司即使在接到起

诉状后进行了紧急

改装，但其室内各项

检测数据仍旧超标，

且公司明知办公室

存在空气污染，还开

除患病员工，据此可

认定其应承担环境

污染侵权责任。

邹星宇 蒲清慧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药条例》将施行

打造新疆道地中药材知名品牌

  更多内容请参见《法

治日报》微信公众号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中医药是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在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民族医药发挥各自特

色和比较优势，为维护人民健康发挥着重

要作用。为继承和弘扬中医药文化，保护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3月31日，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药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条例》共九章56条，将

于5月1日起实施。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

会立法处副处长刘璨介绍，《条例》的出台，

有利于进一步规范新疆中医医疗资源配

置、加大中医药人才培养力度、加强中药资

源保护，对保障新疆中医药守正创新、传承

发展，促进中西医相互补充、更好结合，全

面推进健康新疆战略、更好保障人民健康

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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