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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东升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吕佳慧

  “你们的服务态度和效率太棒了，为你们

点赞！”近日，浙江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得得到

杭州市民程先生的高高度度评评价价。原来，程先生通

过国立公证处的二手房自主交易提存公证，

仅耗时一周就完成了一套房源产权的交易，

挂牌、网签、贷款办理、过户、放款，整个过程

十分顺利。

  公证是公共法律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浙江省司法行政机关聚焦群众办理

公证耗时长、多次跑、证明难等突出问题，推

出扩大“最多跑一次”公证事项范围、打通公

证认证“最后一公里”、开展“互联网+公证”推

进部分公证事项跨省通办、打通海外远程视

频公证等便民服务措施，创新公证服务理念，

数智赋能服务方式，全面提升公证服务质量

与办证效率。

  “今年以来，浙江省60%以上的公证事项

实现最多跑一次，88.03%以上的公证事项实现

全省通办，证明材料平均精简30%以上，办证

时限平均缩短70%。全省司法行政机关贯彻落

实司法部‘公证减证便民提速’要求，高水平

推进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和满意度，以智能化

公证法律服务工作推动司法行政工作现代

化。”浙江省司法厅厅长王中毅近日接受《法

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创新“一件事”应用

实现“最多跑一次”

  如何让群众少跑腿，让信息多跑路？浙江

各地公证机构积极展开探索实践。

  浙江省义乌市公证处联合不动产登记部

门聚焦“公证·不动产登记”服务领域，以数字

化改革为牵引，让“公证·不动产登记”便民服

务跑出加速度。

  走进义乌市公证处大厅，代办不动产登

记窗口的工作人员正熟练地通过网络进行全

流程操作，审核、申请、办理……一系列流程

下来，当场就能打印不动产权证书。

  义乌市公证处负责人骆敏告诉记者：“从

一开始的线上+线下联动代办，到如今的‘一

件事’场景系统开发与应用，‘公证·不动产登

记’历经3次数字化迭代升级，为办事群众提

供更加优质便捷高效的公证法律服务。”

  “现在太方便了，来一趟公证处，不仅办

公证无需提交任何证明，还能免费代办房屋

过户手续，公证书、不动产权证书直接邮寄到

家。”义乌市民李女士在电话回访中对义乌市

公证处的便民创新工作连连称赞。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义乌市公证处完成

不动产登记代办业务8835件，为办事群众减少

跑腿2万余趟。

  为进一步落实法治增值化改革，嘉兴海

宁市公证处率先创新公民遗产处置数字化闭

环服务模式，建设“遗产继承一件事”数字应

用，用信息代替群众跑路，实现群众烦心事省

心办，多件事一件办，伤心事暖心办。

  “没想到我丈夫名下还有一笔公积金。”

家住河南的姬女士在丈夫意外过世后，致电

海宁市公证处咨询办理丈夫的公积金继承公

证。公证人员利用“遗产继承一件事”数字应

用获取姬女士的授权，向全市75家涉财部门

发送财产查询函，查询其丈夫的遗产明细，帮

助姬女士查到了一笔遗漏的公积金。最终，姬

女士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在线办理了小额继

承公证，并通过遗产归集手续，一次都不用跑

就顺利完成了遗产继承手续。

  衢州市信安公证处推进公证线上办证服

务优化升级，着力打造指尖服务。

  “杨阿姨，您早上在线

上申请办理的领取房产证的委

托公证书已经办好了。”当公证员将

公证书交给衢州市民杨阿姨时，这位80

岁的老太太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杨阿姨告诉记者，原来办公证要跑好几

个地方，这次她家里人在线上帮她办好了所

有手续，她只花几分钟时间就领到了公证书。

  衢州市信安公证处负责人程钢介绍，如

今公证处开通了在线平台、微信小程序等多

元办证入口，群众动动手指就能在线上申请

办证，实现了从“最多跑一次”到“一次都不用

跑”的转变。

  除了利用数据代替群众跑腿，实现“最多

跑一次”外，浙江省还在全国率先创建“公证+

认证”省级联席会议机制，实现涉外公证和领

事认证“一次申请、一窗受理、联动办理”。

  “公证认证联席会议始于2017年。目前，浙

江省参与‘公证+认证’的公证机构已拓展至

55家，涉外公证服务质量水平全方位提升。”

浙江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二处处长王

建斌介绍，今年以来，浙江省公证机构共办理

公证认证联办业务2.3万件。

  杭州市国立公证处推出“公证+认证”便

民服务，全面推行公证“最多跑一次”改革。

  2023年11月，杭州市国立公证处首份公

证+附加证明书出炉。这份公证+附加证明书

可以直接发往《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

的公约》的缔约国使用，无需双认证手续。

其他缔约国公文书送中国内地使用，也只

需办理该国附加证明书，无需办理该国和

中国驻当地使领馆的领事认证，这样便大

大节省了中外公民和企业的办证时间和经

济成本。

  前不久，准备申请西班牙大学的小韩到

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对高中毕业证书进行公

证。根据公证员的办证经验，西班牙留学通常

需要办理领事双认证，这意味着小韩拿到公

证书后还需要再跑外事部门。在公证员的引

导下，小韩选择了委托公证处代办双认证服

务。就这样，小韩只跑了一趟公证处，便收到

了经过双认证的公证书。

  杭州市国立公证处负责人金涛告诉记

者：“国立公证处已经实现了公证认证一站式

服务，当事人在国立公证处申请办理涉外公

证时，可以委托公证人员一站式办理公证+附

加证明书和‘公证+认证’，实现只进一家门，

办妥两件事。”

积极推进跨省通办

足不出户“云办证”

  2021年，浙江省司法厅印发《关于进一步

调整公证机构执业区域的通知》，自2022年1月

1日起施行。在学历、学位、驾驶证和纳税状况

公证实行跨省通办及曾用名、亲属关系公证

实行长三角通办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公证

机构执业区域。

  嘉兴市嘉善县公证处早早便对线上跨省

办理公证业务进行了探索，于2023年上线“嘉

善云公证”微信小程序，融入人脸识别、在线

签名、密钥技术等最新功能。当事人通过该程

序填写身份信息、公证要素等内容，上传有关

资料，即可向嘉善县公证处在线申请办理公

证，可便捷办理包括学位学历、亲属关系、营

业执照、驾驶证等30多项公证业务。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户籍的陆先生通过

小程序在线申请了毕业证书公证，嘉善县公

证处公证员徐秀琼在业务系统上收到该公证

申请后，很快便为其跨省办理了毕业证书

公证。

  嘉善县公证处推出的这项小程序让不少

人切实感受到了公证服务跨域通办和云上办

证 的 便 捷

和 高 效 ，截 至

目前已有300多人

享受了足不出户“云办

证”的便利。

  2018年12月28日，全国首家

互联网公证处——— 浙江省杭州市杭

州互联网公证处挂牌运行。

  多年来，作为互联网取证方式变革的

先行者、互联网公证规则制定的“试验田”，

杭州互联网公证处办理了大量有影响力的

互联网空间或领域的公证事项。在政策指

导下，杭州互联网公证处还积极推进公证

事项跨省通办，开通线上申办等多种便民

方式。

  “我的驾照是在河南新乡拿的，现在我要

办理驾照公证，是否要回河南？”打算暑期带

妻子女儿去瑞士自由行租车游玩的程先生近

日因需办理驾照公证，向杭州互联网公证处咨

询。在公证员的指引下，程先生通过线上申办，

成功实现驾照公证跨省通办，并由公证处进行

代办认证和邮寄，享受到了办证“0次跑”。

  此外，杭州互联网公证处通过“互联网+

公证”，运用区块链技术开展在线数据存证取

证、维权保护、在线公证等数字化公证服务的

应用与创新，通过线上线下全天候公证法律

服务为保护合法权益、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

保驾护航。

  随着贵州茅台集团官方数字营销App

“i茅台”面世，预约申购正品茅台白酒成为

公众津津乐道的话题。据“i茅台”官微消息，

App上线13日，平台注册总用户数突破900

万，累计超3300万人、8900万人次参与抽签

申购，而背后承载该App抽签申购能力的，正

是由杭州互联网公证处和网易区块链联手打

造的“区块链抽签平台”。截至目前，累计抽取

超256万场，参与人次超10亿。

  “杭州互联网公证处将不断推进互联网

与公证的结合，积极推动各职能部门相互连

接，致力于用更好的服务和技术方便大众。”

杭州互联网公证处负责人徐小蔚说。

探索远程视频公证

多年难题轻松解决

  “与祖国相隔万水千山，没想到通过一根

网线，仅用时15分钟，就完成了公证。这在过

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葛女士感叹道。

  原来，葛女士需要办理银行委托公证，因

长居国外不方便，便依托宁波市天一公证处

在公证E通平台上开启远程视频服务，仅靠一

台电脑、一个摄像头、一根网线便完成了公证

“掌上办”。

  近年来，浙江积极探索海外远程视频公

证服务，全省21家公证机构被司法部和外交

部确定为海外远程视频公证试点单位，为海

外侨胞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公证服务。

  2020年，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入选首批海外

远程视频国内试点公证机构。

  走进杭州市国立公证处二楼，前来办证

的中外公民络绎不绝，4个涉外公证窗口及

“一带一路”服务专窗并立而设，为有需要的

群众提供涉外公证法律服务。

  方先生身处国外工作，其父母过世后在

杭州留有一处房产，但因回国不便无法办理

继承手续。听

说 远 程 视 频 公 证

后，他立刻咨询杭州市

国立公证处，在公证员的帮

助下成功办理了继承公证。

  目前，杭州市多个公证机构均已

开通海外远程视频公证服务，让涉外公

证由“怎么办”转变为“精准办、线上办、一

次办”。

  温州市华东公证处于2022年被列入海外

远程视频公证试点机构。

  海外侨胞蔡先生在温州市华东公证处与

中国驻印尼雅加达总领馆的合作下，通过远

程视频的方式，只用了20分钟便完成公证程

序，解决了因个人原因无法回国办理房产继

承手续的难题。

  “真想不到一直困扰我的难题就这么轻

松解决了。感谢华东公证处在此次办理过程

中所做的大量沟通协调工作和专业指导，特

别高效便捷。”蔡先生说。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浙江省共办理海外

远程视频公证服务3166件，公证办理时间从原

先往返7天缩短至线上办理1小时，大大降低

了当事人的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

  浙江省司法厅推出公证E通在线公证服

务平台，运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科

技信息技术开发建设一体化数字公证法律服

务体系，融合了云申办、云审核、云办证、云视

频、云发布等多项服务。

  宁波市作为浙江省公证E通应用的创新

试点城市，截至目前已将公证E通覆盖至全市

乡镇街道，共推出公证掌上办113项、网上办

128项，在线办理量在宁波全市公证总量中占

比超过40%，有效解决了群众办理公证“举证

难、程序繁、核查慢、距离远”等问题。

  在宁波试点成功后，浙江不断扩大服务

范围，目前已在舟山完成12个公证E通服务点

的部署。

  舟山市阳光公证处充分依托公证E通及

舟山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远程视频系统，自

2021年起开展远程视频公证，有效满足了国内

外中国公民，尤其是居住海外的中国公民、远

洋船员以及海上执行任务的海军官兵等特殊

群体的办证需求。截至目前，舟山市阳光公证

处共提供海外远程视频公证服务72件，为海

内外无法亲临现场办事的中国公民解决了

难题。

  “浙江各地公证机构把海外远程视频公

证作为优化公证服务的小窗口、利企便民的

小切口，不断满足群众的涉外法律服务需

求。”浙江省公证协会会长杜归真说。

漫画/李晓军  

政法工作现代化·数智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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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守坤

  “有图有真相，这都是专家认证过的。”

  近日，天津市民李萌（化名）与母亲就一篇“科普文章”发

生了激烈的争吵：母亲坚信文章中有视频、有图，还有各种所

谓博士、医疗团队得出的研究结论，不可能是假的；李萌仔细

辨别文章发现，文章为AI生成，平台也进行了辟谣，肯定是

假的。

  这篇文章的内容与猫有关——— 有一名女生抱着猫玩，得

了一种绝症叫“毛病”，后期整个人变得面目全非。也正是因为

这篇文章，李萌母亲坚决反对她养猫，因为害怕她也患上“毛

病”。李萌对此哭笑不得，“真希望我妈能少上点网”。

  被AI谣言坑骗的远不止李萌母亲。近期，多地公安机关

发布了多起利用AI工具实施造谣的相关案件，如发布“西安

突发爆炸”虚假新闻的账号所属机构，最高峰一天能生成4000

至7000篇假新闻，每天收入在1万元以上，而公司实际控制人

王某某经营着5家这样的机构，运营账号达842个。

  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指出，便利的AI工具大

幅降低了造谣的制造成本，提升了谣言的数量级和传播力。

AI造谣呈现出门槛低、批量化、识别难等特点，亟待加强监

管，斩断背后利益链条。

用AI编造不实消息

传播迅速多人受骗

  6月20日，上海警方发布通报，两名品牌营销人员为蹭热

度，编造了“中山公园地铁站捅人”等不实信息，相关人员已被

警方行政拘留。通报中，有个细节引人注意：一名造假者使用AI

软件生成视频技术，编造了地铁行凶的虚假视频等不实信息。

  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利用AI造谣现象频发，且传播速

度极快，一些谣言造成不小的社会恐慌和危害。

  去年，在上海一女童走失事件中，一团伙以“标题党”“震

惊体”方式，恶意编造炒作“女孩父亲系继父”“女孩被带往温

州”等谣言。该团伙利用AI工具等生成谣言内容，通过114个账

号矩阵，在6天内发布268篇文章，多篇文章点击量超过100

万次。

  公安部网安局近期公布一起案例。2023年12月以来，一条

“西安市鄠邑区地下涌出热水”的信息频繁在网络上传播，出

现如“地下出热水是因为发生了地震”“是因为地下热管道破

裂”等谣言。经查，相关谣言是通过AI洗稿方式生成的。

  近日，“济南一高层住宅楼起火，多人跳楼逃生”“晨练大

爷在济南英雄山附近发现坟中活人”……这些离谱的“重磅消

息”在网上广泛传播，引起大量关注。济南市委网信办第一时

间通过济南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进行辟谣，但还是有不少人

被“有图有真相”的表象迷惑。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今年4月发布

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近两年的AI谣言中，经济与企业类谣

言占比最高，达43.71%；近一年来，经济与企业类AI谣言量增速高达99.91%，其中餐饮外卖、

快递配送等行业更是AI谣言重灾区。

  那么，利用AI制造一篇假新闻究竟有多简单？

  记者用市面上流行的多款人工智能软件测试发现，只要给出关键词，就能在几秒钟内

立刻生成一篇“新闻报道”，包括事情详细经过、评论观点、后续做法等，只要加上时间地

点，再配上图片和背景音乐，一篇以假乱真的新闻报道便制作完成。

  记者发现，很多AI生成的谣言中，都夹杂着“据报道”“相关部门正对事故原因进行深

入调查，并采取措施进行抢修”“提醒广大市民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安全”等内容，在网上

发布后人们往往难辨真伪。

  除了AI新闻，科普文章，图片、配音视频、换脸后模仿声音，这些都可以利用AI产生，

在人工进行微调并融入一些真实的内容后，它们就会变得难以辨别。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研究员曾持说，“生成式AI”的拼接本质和谣言有

很强的亲近性，二者都属于“无中生有”——— 创造看起来真实合理的信息。AI让造谣更加

简单和“科学”了，AI根据热点事件总结规律、拼接情节，很快就能制作出符合人们“期待”

的谣言，传播更加迅速。

  “网络平台可以用AI技术反向对图像和视频的拼接进行检测，但很难对内容进行审

查。当下人们并没有能力完全拦截谣言，更何况有许多未经证实或无法证实、模棱两可的

信息。”曾持说。

为获流量牟利造假

涉嫌构成多种罪名

  有些AI软件的“造谣效率”非常惊人。比如，出现了“一天能生成19万篇文章”的造假

软件。

  据查获该软件的西安警方介绍，警方提取了该软件7天保存的文章，发现总量超过100

万篇，涉及时事新闻、社会热点、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账号的使用者有组织地将这些“新闻”

发布到相关平台，再利用平台的流量奖励制度等获利。目前，该案涉及的账号已被平台查

封，有关软件和服务器也被关闭，警方还在对案件进行深挖。

  在多起AI造谣事件背后，造谣者的动机主要源于引流和借此牟利。

  “用AI批量生产爆款文案，突然你就变有钱了”“让AI帮我写推广文，1分钟搞定3篇”

“图文创作，AI自动写文章，单号轻松日产500+，可多号操作，小白轻松上手”……记者检索

发现，很多社交平台上都有类似“致富”文章流传，评论区还有不少博主在推送。

  今年2月，上海公安机关发现，在一家电商平台上出现了某艺人“命运多舛、含恨离世”

等短视频，引发大量点赞和转发。

  经查，该视频内容系伪造。视频发布者到案后交代，他在某电商平台上经营一家土特

产网店。由于销量不佳，他便通过编造夺人眼球的虚假新闻给网店账号吸引流量。他不会

视频剪辑，便利用AI技术生成文本和视频。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强告诉记者，利用AI编造网络谣言，尤其是编造、故意

传播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可能涉嫌刑法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如果影响到

个人或企业的名誉，可能涉嫌刑法诽谤罪和损害商业信誉、商业名誉罪。如果影响到股票

证券、期货交易，扰乱交易市场，可能涉嫌刑法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

持续完善辟谣机制

明确标注合成内容

  为治理AI造假乱象，深化网络生态治理，近年来相关部门和平台出台多项政策和

措施。

  早在2022年，中央网信办等就发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规定任何

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信息，不

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损害国家形象、侵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

经济和社会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活动。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

和使用者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制作、复制、发布、传播虚假新闻信息。

  今年4月，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发布《关于开展“清朗·整治‘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专项

行动的通知》，要求加强信息来源标注展示。使用AI等技术生成信息的，必须明确标注系

技术生成。发布含有虚构、演绎等内容的，必须明确加注虚构标签。

  针对疑似使用AI技术的内容，一些平台会在下方贴上“内容疑似AI生成，请谨慎甄

别”的提示，并对包含虚构、演绎等环节的内容，明确加注虚构标签，对违规账号采取“封

号”等举措。部分大模型开发者也表示，会通过后台设置的方式，对通过大模型生成的内容

打上水印，告知用户。

  在张强看来，人们对于生成式AI还没有足够的了解，也缺乏应对经验。在这种情况

下，通过媒体提醒人们注意甄别AI信息，是非常必要的。同时需要在执法层面加大响应力

度，对于通过AI造谣、诈骗等行为及时予以查纠。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认为，应进一步完善现有的辟谣机

制，一旦某一条信息被甄别为谣言，要立刻进行标注，并且向浏览过该谣言的用户再次推

送，进行辟谣提示，以免该谣言进一步传播，造成更大的伤害。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主观上可能并无造谣意识，只是将AI合成内容发布在网络上，

结果被大量转发，让不少人相信，从而产生危害。

  对此，曾持认为，一个最简单的防范方式就是通过有关部门或平台制定规定，必须在

所有AI合成内容中都标明“此图片/视频为AI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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