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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率“超标”加重“毕业
焦虑”

恰逢毕业季，随着越来越多高
校将“AI生成内容检测率”（简称AI
率）纳入论文审核体系，各大社交媒
体平台上有关论文AI率“亮红灯”
的抱怨与求助信息也大量涌现——
小红书平台上“论文 AI 率高怎么
办”相关笔记高达382万多篇，抖音
平台上一条吐槽论文AI率的视频
获得20多万点赞，上万条评论大多
围绕“论文AI率高到离谱”展开分
享和讨论。

一位来自北京某高校的毕业生
张雨凡（化名）说：“自己纯‘手打’的
论文，AI率 85%，难道我是人机？”
记者浏览各大平台发现，原创论文
测出AI率高于60%的学生“一抓一
大把”，甚至有人高达100%。一位
网友表示：“思路和语言都是自己
的，AI率100%，到底咋回事？”

为了一探究竟，有人将《荷塘月
色》和《流浪地球》的片段上传至某
常用论文 AI 率检测系统，结果显
示，两篇作品的AI生成总体疑似度
达到62.88%和52.88%，随后更爆出
《滕王阁序》AI率达 100%，网友调
侃：“建议取消王勃进士‘学位’。”

至此，越来越多大学生开始
“喊冤”。西部一政法类高校学生
秦成（化名）表示，进行 AI 率检测
时，连自己的学院、班级、学号、姓
名都被判定为AI生成，“不明白这
种检测有什么意义”。不少受访者
提出质疑：“AI是人创造的、模仿人
的工具，现在人被 AI 率逼得无路
可走。”

记者了解到，目前并非所有高
校都明确检测论文AI率，但焦虑情
绪已在蔓延。记者浏览各大社交媒
体平台发现，许多毕业生担心因此
影响毕业、找工作，微博一条名为

“论文致恨”的话题下，论文AI率激
发了对毕业负面体验的热烈讨论，
一些教师和非毕业年级学生也加入
吐槽队伍。

伴随愈演愈烈的“降AI率”压
力，“降AI商机”应运而生。记者调
查发现，各大平台花钱“降AI率”的
广告随处可见，价格少则几十元、多
则几百元，一些商家拿钱后没降到
许诺的数字，被要求再降时，称“不
加钱就拉黑”。

记者随机私聊了一位“降 AI
率”服务博主，对方说一篇3万字、
AI率 45%的论文，花150元可以降
到个位数，方法是“纯人工调整”，但
要先付50%的费用。

测 AI 率有必要吗？现
行检测技术靠不靠谱？

西部某政法类高校教授指出，
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是必然趋势，但
要谨防AI滥用导致的学术造假，将
AI技术用于“正道”。记者了解到，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材料整合、写
作等方面越来越“聪明”，对学习和
教育的介入越来越深，为了避免学
生出现“AI依赖症”，干扰毕业论文
考察效果，一些高校已经开始对AI
工具参与学术的尺度进行规范。

例如，复旦大学发文对学生使
用AI工具提出细化要求和惩处措
施，比如禁止使用AI工具进行研究
方案设计、创新性方法设计等。北
京师范大学要求学生使用生成式
AI完成作业时，需标红相关内容，
且直接生成的内容不能超过全文的
20%。天津科技大学规定，若本科
生毕业论文AI率超40%，学院将向
学生发出警示，要求自查自纠，修改
后在相关平台检测通道复检。

记者发现，由于相关技术、标准
尚在探索阶段，目前高校针对论文AI
率超标的处理趋于审慎，更多是引导
修改，而非直接等同于代写、剽窃。

那么，现有的AI率检测模式究
竟靠不靠谱？多名专家指出，首先，

“AI生成”不是“AI原创”，而是AI
基于人类创作的语料、模仿人类思
考表达模式合成的“产物”。AI论
文反识别，本质上是基于概率的可
能性测算，并不能断定“论文由AI
生成或由AI帮助完成”。

同时，现有的AI率检测平台评
判标准不同、检测方式存在偏差，知
网、维普的AI率检测结果普遍低于
PaperYY、PaperPass等平台。记者

将一篇毕业论文进行检测发现，在
PaperYY 和 PaperPass 上的 AI 率
分别为50%和 70%，在知网检测系
统上只有5%。

“我校今年引入知网AIGC（人
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检测系统，从工
科看，虽然AIGC检测在论文结构
完整性等方面能给出值得借鉴的建
议，但也暴露出程式化表达、客观描
述易被误判为AIGC的问题。”西部
某政法类高校教授说。

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
授罗杨洋指出，AI率检测和复制率
检测本质上都是语言检测，不仅可
以通过语言修改规避检测，使“李
鬼”逍遥法外，还存在误判风险，使

“李逵”蒙冤。只有跳出语言“查重”
思维转向成果内容评价，才能保护
创新，促进创新。

“知AI善用”，探索AI赋
能教育“良策”

专家指出，AI工具已成为学习
的重要助力，高校一方面要避免“唯
AI是从”，不让工具凌驾于人的思
考和判断之上，另一方面亟须优化
检测技术、提升AI率检测参与学术
规范的灵活度，分层分级分步探索
AI赋能教育。

某受访教授指出，学术论文包
含大量专业术语和逻辑论证，检测
模型的适用性极为重要。建议相关
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形成合力，研
发适配学术论文的自然语言处理算
法和机器学习模型，拓宽数据库覆
盖面，从而对文本特有的语言风格、
语义结构等进行细致、准确分析。

该教授认为，用“一把固定的尺
子”丈量不同标准的论文过于“一刀
切”，建议高校根据自身学科特点甄

选AI率检测工具，同时探索设置适
用于学术论文的AI率阈值区间，针
对不同学科特点、论文类型设置不
同比例的AI率限制，提升AI率检
测参与学术考察的灵活度，让学生
不再被动地“削足适履”降AI率。

提升巩固AI率检测背后的“支
撑项”也尤为重要。教育部人工智
能助推教师队伍建设行动试点工作
指导专家组秘书长郭绍青指出，培
养AI通用大模型“成长”的语料来
源多元、真假难辨，极易出现偏差。
提升AI率检测的准确性和可参考
性，除了匡正大模型，还要对其背后
的语料库进行检测和监管，建议相
关部门连同高校，探索建立基础性、
常识性、权威性的知识信息语料库。

其实，公众对“AI率”的讨论背
后，是对人工智能时代新型高等教
育模式的期望。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执行
主任余胜泉指出，智能技术在教育
教学中应用的方向，是成为支撑学
生认知能力扩展的工具。建议高等
教育领域探索适应信息时代的育人
模式，实现从个体认知到人机结合
分布式认知的转变，构建多态、多
境、跨越的课程体系，打造面向成长
的发展性评估模式。

记者了解到，一些高校已将人
工智能课程纳入教学体系，如复旦
大学计划推出“AI大课”，实现“AI
课程覆盖全体本研学生”。在兰州
大学等高校，“人工智能+课程”的
教学模式正逐渐应用。

罗杨洋指出，我国高等教育领
域的AI技术应用刚刚起步，在体制
机制、基础设施层面加强规范和引
导的同时，建议开发更加多元的AI
课程，同时提升师生AI素养，加强
技术伦理教育。 据《新华每日电讯》

用小孩哭闹打架来“吸睛”？
“试一款不脱妆的粉底液”“这个

口红好用”……记者调查发现，在一
些短视频平台上，商家让儿童测试成
人化妆品，稚嫩的面孔在镜头前熟练
地介绍产品效果。一名美妆博主用
儿童模特测试粉底液的“不脱妆效
果”，用水壶喷脸、隔着纸巾大力拍打
脸部，并称产品“儿童都能用”。

也有一些博主为了售卖服装，
以成人妆造打扮儿童，美其名曰“潮
童”。有的儿童衣着暴露，穿着露背
装走“猫步”；有的一头卷发，戴着墨
镜，涂着烈焰红唇在镜子前跳舞。

还有一些博主和MCN机构刻意
摆拍“博流量”短视频，故意制造矛盾
冲突，用哭闹打架“吸睛”。在某社交
平台中，多个“高赞”视频记录儿童在
室内外“爆哭”的场景，围观的人忙着
拍摄记录，没有人安抚劝导。

一些视频甚至以“姐妹争宠”
“兄弟互殴”为主题设计剧本。某平
台一位博主的作品中，有近三分之
一是记录双胞胎兄弟两人吵架、哭
闹。其个人主页上，“定格”在孩子
哭喊状态的封面赫然在目。

此前，有关部门虽进行了专项
整治，但一些以拍摄儿童暴饮暴食
场景为主题的短视频账号仍活跃在
多个平台上，它们以“吃货儿童”为

噱头，炒作儿童“大胃王”。在一名
博主的视频中，幼童用小手疯狂抓
取食物、塞满嘴巴，酱汁残渣遍布面
部和衣服，家长看似在阻拦，实则未
真正制止。在另一个账号发布的视
频中，3岁孩子体重已达71斤，视频
里的妈妈说：“今天已经吃了100个
草莓，腿粗得像猪一样。”

有的父母成“儿童经纪人”？
当下，“亲子”成为短视频平台

的重要内容品类，部分家长和MCN
机构由此盯上了“童年经济”：镜头
前的家庭生活被精心编排成“商业
剧本”，父母褪去监护人身份转型成
为“儿童经纪人”，编造故事只为收
割流量、谋求经济利益。

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搜索“带
娃带货”字样，出现大量“全职妈妈”

“宝妈”介绍打造带货账号的经验。
一些传媒公司也会将这一类型的头
部账号作为成功案例拆解分享。例
如，一名博主在视频中宣称：“每天
拍拍吞金兽（孩子），一个月保守
10W+。”还有博主称，“零投入”做
到了1000万元销售额。

不少MCN机构看到了亲子萌
娃类视频的商机和潜力，批量孵化
账号。据调查，某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旗下有“母婴”“亲子”视频账号约
180个，其中粉丝超过50万的就有

26 个，粉丝超过 10 万的有 72 个。
公司批量为账号提供策划、运营服
务。该公司平台数据显示，公司年
度带货销售额可达5000万元以上，
其中母婴类商品比例达到90%。

流量背后是高额的报价合同。
记者在飞瓜平台上了解到一些博主
的合作报价，其中某短视频账号常
记录一名肥胖儿童暴饮暴食的经
历，该账号凭借200万粉丝，单条广
告报价为4.5万元；记录双胞胎日常
冲突的另一账号，粉丝量达400万，
商务合作报价为10万元/条。

“在真金白银的诱惑下，有的家

长将运营亲子账号视为‘家庭事
业’，宁愿辞职做全职助理。一旦为
了涨粉，底线就开始模糊了。”一位
业内人士透露，有的家长为维持账
号热度，要求孩子日更视频，甚至停
学专注“网红事业”。一条广告报价
过万元的诱惑，让一些家长对此趋
之若鹜。在一些视频中，“宝宝”们
的服装、玩具、食品和生活中的各种
用具，都随着带货内容更换，孩子懵
懂间就变成了“带货主播”。

亲子类视频之所以能“火”，也
与各大平台的流量倾斜相关。据记
者了解，多家平台主动通过推广活

动和打榜赛等方式，刺激相关内容
生产。

警惕“透支”童年的商业“闭环”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

进法》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应当合理安排未成年人学
习、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
避免加重未成年人学习负担，预防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国务院 2002
年 10月 1日发布的《禁止使用童工
规定》指出，任何单位或个人不能为
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介绍就业、
不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能开业
从事个体经营活动。

亲子账号签约MCN机构，是否
涉嫌违反上述法规？中国政法大学
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朱巍指出，
判断儿童签约MCN机构是否违法需
要看协议内容是否侵权。10周岁以
下儿童不能做广告代言，机构在签约
后让儿童代言则违法；对于10周岁
以上儿童，法律未明确禁止。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
海表示，即便监护人同意，有关方面
也应建立评估机制，不能让拍摄短
视频影响儿童的日常生活和学习。
家长不能将个人意志强加给孩子，
而应从孩子长远发展出发，摒弃短
期思维，为孩子筑牢成长根基。

“绝不能将儿童变成赚钱的工
具。”朱巍说，如果家长或机构发布
的内容侵犯儿童权益、强制儿童劳
动、影响儿童正常发展，就会存在违
法风险。平台要强化对低俗、侵权
内容的管控，限制其传播，平衡商业
运营与儿童保护。 据《半月谈》

论文AI率检测“误伤”引争议
近两年，高校对毕业论文AI生成内容进行规范已成

趋势，但一些论文AI率被误判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近期，
《荷塘月色》《流浪地球》等经典作品被检出高AI率，再次
引起“原创论文被判高AI率”等话题的讨论。

据调查，许多学生担心论文AI率被误判过高影响毕
业，甚至不惜花钱降AI率。检测论文AI率有必要吗？现
有的AI率检测方式靠不靠谱？如何避免“唯AI论”？记
者进行了调查。

亲子账号火爆，部分沦为父母赚钱的工具

视觉中国供图

哭闹打架、暴饮暴食、测评成年人化妆品、模仿奇怪
行为……记者发现，多个社交平台上的亲子账号虽流量
火爆、吸粉众多，但其发布的短视频引发争议。一些“亲
子流量”账号已从记录孩子成长异化为制造营销“商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