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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
派出所民警在候车室执勤时，发现
一对带着婴儿的母女形迹可疑。
经过调查，破获了一起卖婴案件，
最终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婴儿被
解救。

通讯员 方逸凡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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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现场盘查刘某；婴儿生父生母被抓获 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供图

买来男婴上不了户口，“退货”途中被抓
买家供称，是孩子亲生父母5万多元卖给她的

收入降了，父亲起诉孩子要减抚养费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沈益 记

者 严君臣）父母离婚后，孩子大多
会随父母一方共同生活，另一方给
付孩子抚养费。随着孩子的成长，
生活消费水平的变化，抚养费也
会逐渐增加。5月29日，现代快报
记者了解到，近日，江苏如东法院
审理了一件父亲起诉孩子要求减
少给付抚养费的案件。

2022 年，李某与张某经法院
调解离婚，约定婚生子李小某随母
亲张某共同生活，父亲李某在李小
某独立生活前给付每月700元的

生活费，在此期间李小某的教育
费、医疗费凭票由李某承担一半。
2024年初，李某以收入减少、负担
较重为由诉至法院，以李小某为被
告，要求降低给付李小某的生活费
至每月500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某未
能提供目前收入明显减少或状况
较之前明显变差的证据，且综合考
虑目前孩子年龄增长、生活水平提
高、生活需求增加等因素，认为李
某要求减少抚养费的证据不足，故
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因父母
离婚而消除。父母离婚时就子女抚养达成的协议，不存在违反法
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对父母双方均有约束力，未与子女共同
生活的一方，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给付子女的抚养费。随着孩子年
龄的增长，生活消费水平往往也随之增长，对未与子女共同生活
的一方父母要求降低给付孩子的生活费，但未能提供目前收入明
显减少或状况较之前明显变差的证据的，法院不予支持其请求。

5月17日17时许，苏州站派出
所民警韩旭在候车室检查时，注意
到一对带着一名婴儿的母女。两
人说话支支吾吾的，说不清和婴儿
的关系。在年轻女子刘某出示的
一本《陕西预防接种证》中，夹带着
一张写有“自愿给好心人抚养”等
字样的承诺书。预防接种本显示，
这是一名男婴，生母为许某。问询
中，刘某始终说不清其与许某和男
婴的具体关系。民警随即将刘某
和其母亲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经调查，男婴是刘某前段时间
和其丈夫周某在陕西买来的，由于

孩子在太仓上不了户口，便决定将
他送回去，当天刘某正是准备和母
亲一起坐车去陕西。刘某称，由于
身体原因，自己一直无法怀孕，其
美容店客户井某得知后，问她是否
需要领养小孩，并表示自己的弟妹
快要生产，可以把孩子给她领养。
后在井某和其丈夫杨某平的介绍
下，刘某与男婴的生父杨某军加上
微信，在线上交易成功后，开车将
孩子带回太仓。

上海铁路公安处刑警支队当
即成立专案组，次日派员赶赴西
安、潼关、太仓等地抓捕男婴的生

父生母，以及介绍人井某和其丈夫
杨某平。据男婴生父杨某军交代，
自己与男婴生母许某是男女朋友
关系，由于自觉无法照看孩子，就
商量着把孩子卖给他人，并在网上
多次寻找买家。后在其嫂子井某
的牵线搭桥下，将孩子卖给了刘
某，收了5万多元。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目前，
杨某军、许某、井某、杨某平、刘某、
周某6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上海铁路
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男婴则
被送往医院进行看护，身体无大
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法官提醒

察言观色，接近真人
近日发表在英国《自然·人类行为》

杂志上的新研究发现，有的大语言模型
在评估解读他人心理状态能力的测试中
与真人表现相当，甚至在识别讽刺和暗
示等测试项目中的表现胜过一些人。

解读和推断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被
称为“心智理论”，是人类社交互动的核
心能力，涉及沟通、共情和社会决策等。
德国汉堡-埃彭多夫大学医学中心等机
构研究人员测试了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
究中心（OpenAI）发布的GPT系列大语
言模型，以及美国“元”公司发布的LLa-
MA2大语言模型在解读他人心理状态
方面的表现，并与人类比较。

研究人员为大语言模型设置了通
常用于评估“心智理论”涉及能力的 5
项测试：分别为识别错误信念、讽刺、失
言、暗示和含有误导信息的奇怪故事，
并将大语言模型的识别水平与1907名
人类参与者相比较。研究发现，在所有
测试中，GPT-4 有 3 项（识别讽刺、暗
示、奇怪故事）的表现优于人类，一项
（识别错误信念）表现与人类相当，仅在
识别失言的测试中逊于人类；而 LLa-
MA2 仅在识别失言的测试中胜于人
类，其他项目表现均不及人类。

而 OpenAI 本 月 新 发 布 的 模 型
GPT-4o，则在与人的自然交互方面达
到新高度，它可进行文本、音频和图像多
模态的识别与回应，且更具“人情味”。
它与使用者的语音对话基本无延迟，会
倾听，能唠嗑，可变换各种语调。它还能
识别人的面部表情、感知发言者的语气

和情绪，并给出相应回应，让人惊呼“更
像人”了。

欺骗人类，警惕风险
人工智能在拟人方面的进步不仅体

现在“善解人意”上，甚至还学会了人类
的欺骗、奉承等手段。此前，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在美国细胞出
版社旗下《模式》杂志发表综述文章称，
通过习得性欺骗，一些人工智能系统地
学会了“操纵”他人。

研究发现，最引人注目的欺骗案例
是“元”公司的“西塞罗”人工智能系统，
它被设计在一个虚拟外交战略游戏中作
为人类玩家的对手。尽管“元”公司声
称，该系统“在很大程度上是诚实和乐于
助人的”，但研究人员发现，该系统在玩
游戏时为达成比赛目标，背叛了盟友。

其他人工智能系统则具有在扑克游
戏中虚张声势的能力，或在战略游戏“星
际争霸2”中为击败对手而假装攻击，以
及为了在谈判游戏中占上风而采取欺骗
手段。

当人工智能掌握了欺骗技能，是否
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安全隐患？研究人员
认为，“目前不可能训练出一个在所有可
能的情况下，都不能实施欺骗的人工智
能模型”，进而警示如果人工智能继续完
善这套技能，人类可能会失去对它们的
控制。因此建议尽可能用更多时间为未
来人工智能产品和开源模型的更高级欺
骗做好准备。

通用智能，尚未实现
尽管人工智能已在一些方面“进化”

得十分像人，但相关专家指出，目前距离
实现完全类人、具备泛化能力的通用人
工智能还有一定距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机器人实验室主
任陈小平指出，要警惕人类对大模型产
生“幻觉”。大模型学习大量历史数据，
输出的表达方式符合许多人的语言习
惯，让许多人误以为大模型会“说人话”
或“理解人”，继而以为它具有某种“社会
属性”，但实际上它没有心智。

“人工智能的内部工作原理与人类
智能不同，但在某些局部是类似的。如
果认为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相同，差别
只在硬件载体的不同，就会做出很多不
切实际的判断。”他说，目前对大模型测
评的方法，基本上仍是传统软件的测评
方法，因此需对这种方法得出的测评结
果保持适度的审视态度。

汉堡-埃彭多夫大学医学中心的研
究人员认为，大语言模型在“心智理论”
涉及能力的测试中表现与人类相当，并
非表明它们具有等同于人类的能力，也
不意味着它们拥有人类“心智”。他们建
议，未来研究可关注大语言模型在心理
推理中的表现将如何影响人类个体在人
机交互中的认知。

美国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
李飞飞日前也在美国《时代》周刊刊文
称，目前大模型并没有像人类一样的“感
觉”，它可以说“自己脚趾痛”，尽管它根
本没有脚趾，它只是一个编码在硅芯片
上的数学模型。“我们还没有实现有感觉
的人工智能，而更大的语言模型也无法
实现这一目标。”她说。

据新华社

人工智能会骗人、拍马屁了
专家：通用人工智能尚远，但要警惕失控风险

随着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的不断迭代，其在类人智能方面取得不少亮眼进展
——会解读心理、察言观色，进行多轮实时语音对话，甚至还掌握了人类的欺骗、
奉承等手段……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距离实现通用人工智能已不再遥远？当人工智
能“进化”得“更像人”，又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哪些潜在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