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工智能和算法系列文章（一）：算法规定如何管理 ChatGPT 类产品 

一、 ChatGPT 类深度合成技术的快速崛起 

深度合成（deep synthesis）是一种以深度学习

为支撑的伪造技术，依托于“生成式对抗网络”

（GAN）和“自动编码机”(autoencoders)对海量数

据进行收集、训练，以创造、模拟、合成新的内容。

最早期的深度合成产品一般表现为伪造的人像和

视频，而随着技术的发展，深度合成技术已经广泛

地拓展为包括图像、视频、文本、声音、微表情等

多个领域，并展现出高度的真实性1。2022 年年底以

来，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 OpenAI 新推出的一

种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ChatGPT

的全球爆火，再度将深度合成技术带入人们的视野。

ChatGPT(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即

生成型预训练的 Transformer 模型。作为新一代的

深度合成产品，ChatGPT 能够准确地识别和理解用

户的语言，按照用户要求，生成用于不同场景、不

同形式的文字，包括邮件、小说、论文和代码等，

并在人机交互中进行再学习以改进输出文本的质

量，并可以轻易通过图灵测试，达到了达到以假乱

真的程度。 新一代GPT-4技术能进一步接受图像、

音频等多种输入并提供相应输出2。 

随着深度合成展现出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如何

避免其可能带来的虚假信息危机等负面影响，从而

使深度合成技术成为有效且可信的工具？在技术

 
1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0962497 

领域，相应的深度合成检测和鉴别技术也应运而生。

与此同时，对深度合成技术的规范和引导开始成为

各国普遍的监管趋势。 

二、 深度合成的算法监管框架：从《算法规定》到

《深度合成规定》 

中国较早就开始了算法监管的探索。2017 年 7

月 8 日，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提出了“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和评估体系”的要

求。2021 年九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互联网信

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要求“利用三年

左右时间，逐步建立治理机制健全、监管体系完善、

算法生态规范的算法安全综合治理格局”。 

《个人信息保护法》首次在法律层面，从公平

透明原则、个人的知情权和拒绝权等方面对个人信

息的自动化决策进行了原则性的、相对全面的规定。  

2021 年 12 月 31 日，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

安部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

法推荐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算法规定》”），这是

中国第一部聚焦于算法治理的部门规章，系统性的

规定了算法推荐服务的合规义务。 

与 ChatGPT 这一深度合成产品风靡全球的同

一时期，中国关于深度合成技术的规则亦已落地。

2022 年 11 月 25 日，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

2 https://new.qq.com/rain/a/20230316A09C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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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以

下简称“《深度合成规定》”），该规定已于 2023 年 1

月 10 日起正式施行。根据《深度合成规定》第二十

三条定义，深度合成技术是指“利用深度学习、虚

拟现实等生成合成类算法制作文本、图像、音频、

视频、虚拟场景等网络信息的技术”。该条还列举了

一些典型的深度合成技术，包括：（1）篇章生成、

文本风格转换、问答对话等生成或者编辑文本内容

的技术。实践之中对应的例示有，写稿机器人、诗

歌创作、客服聊天机器人、问答机器人等类ChatGPT

产品；（2）文本转语音、语音转换、语音属性编辑

等生成或者编辑语音内容的技术。实践之中例如语

音合成工具、声音模仿、语音播报等；（3）音乐生

成、场景声编辑等生成或者编辑非语音内容的技术。

例如歌曲合成、音效生成等；（4）人脸生成、人脸

替换、人物属性编辑、人脸操控、姿态操控等生成

或者编辑图像、视频内容中生物特征的技术。如 AI

换脸、美颜等；（5）图像生成、图像增强、图像修

复等生成或者编辑图像、视频内容中非生物特征的

技术。例如画质修复等；（6）三维重建、数字仿真

等生成或者编辑数字人物、虚拟场景的技术。实践

之中如元宇宙、VR、数字孪生等。 

三、 《深度合成规定》如何管理 ChatGPT 类产品 

（一） 规制对象 

《算法规定》将规制重点侧重于面向用户且使

用了算法推荐技术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深

度合成规定》则围绕深度合成技术，为一系列主体

设定了行为规范，包括：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深

度合成服务技术支持者、深度合成服务使用者、应

用程序分发平台，并面向不同主体设置具体行为规

范。 

（二）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合规义务 

 
3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1984984 

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是指提供深度合成服务

的组织、个人。《深度合成规定》项下服务提供者的

合规责任涵盖了各个方面和环节，包括，建立健全

用户注册、算法机制机理审核、科技伦理审查、信

息发布审核、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反电信网

络诈骗、应急处置等管理和技术制度，具有安全可

控的技术保障措施。（第七条） 

具体而言，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应特别注意以

下合规义务： 

（1）管理者责任 

作为深度合成互联网信息服务渠道和平台的

运营者，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一方面直接面向服务

使用者乃至公众，一方面又连接和依托着技术支持

者，在深度合成服务生态中具有特殊的定位。因此，

《深度合成规定》将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作为最主

要和最核心的规制对象，强调其作为管理者的身份

和责任。 

《深度合成规定》要求，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

应当依法依约履行管理责任，包括，制定和公开管

理规则、平台公约，完善服务协议，以显著方式提

示深度合成服务技术支持者和使用者承担信息安

全义务（第八条）；依法对深度合成服务使用者进行

真实身份信息认证（第九条）等。 

（2）内容安全义务 

深度合成技术易成为散布谣言和虚假信息的

工具。相关测试表明，类 ChatGPT 产品可能在原有

信息的基础上快速生成大量表面上令人信服但却

无实际依据的内容，成为互联网上制造和传播网络

谣言的工具。近期，一则有人用 ChatGPT 生成的

“杭州市政府 3 月 1 号取消机动车依尾号限行”的

假新闻稿在网上流传，由此可见 ChatGPT 生成虚假

内容的迷惑性，警方也已介入调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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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深度合成规定》明确规定了深度合成服

务提供者信息安全和内容审核义务，包括但不限于：

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制作、复制、发布、传播虚

假新闻信息（第六条）；采取技术或者人工方式对深

度合成服务使用者的输入数据和合成结果进行审

核；建立健全用于识别违法和不良信息的特征库、

存留网络日志、建立健全辟谣机制；发现违法和不

良信息的，依法采取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及

时向网信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报告，并对相关深度

合成服务使用者依法依约采取处置措施。（第十条、

第十一条） 

（3）合成内容的标识义务 

第一，对于使用深度合成服务生成或编辑的信

息，应当采取技术措施添加不影响用户使用的标识，

并依照有关规定保存日志信息。 

第二，对于具有生成或显著改变信息内容功能

的五类服务，在可能导致公众混淆或者误认的情况

下，应当对其生成、编辑的信息合理进行显著标识，

向公众提示深度合成情况。具有生成或显著改变信

息内容功能的五类服务包括：（一）智能对话、智能

写作等模拟自然人进行文本的生成或者编辑服务；

（二）合成人声、仿声等语音生成或者显著改变个

人身份特征的编辑服务；（三）人脸生成、人脸替换、

人脸操控、姿态操控等人物图像、视频生成或者显

著改变个人身份特征的编辑服务；（四）沉浸式拟真

场景等生成或者编辑服务；（五）其他具有生成或者

显著改变信息内容功能的服务。 

第三．针对其他深度合成服务，服务提供者应

当提供显著标识功能，并提示深度合成服务使用者

可以进行显著标识。（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上述规定进一步发展了《算法规定》第九条中

对于“显著标识”的要求。根据《算法规定》，算法

推荐服务提供者发现未作显著标识的算法生成合

成信息时，应当作出显著标识后，方可继续传输。 

就目前的类 ChatGPT 产品而言，其生成的智能

对话或文本应用场景较广，且易于复制、传播。其

将如何满足上述要求，添加不影响用户使用的标识

或显著标识，向公众提示深度合成情况，需待根据

具体产品形态进一步进行评估。 

（4）训练数据管理 

《深度合成规定》规定，服务提供者应加强训

练数据管理，采取必要措施保障训练数据安全；训

练数据包含个人信息的，还应遵守个人信息保护的

有关规定；并强调了在涉及生物识别信息编辑功能

室的单独同意要求。（第十四条） 

海量的训练数据是类 ChatGPT 产品开发和运

行的关键。在大量采集的数据过程中，数据的具体

类型、数据采集的方式都可能带来合规的风险，例

如，个人信息保护风险、隐私权纠纷、数据权属纠

纷、竞争纠纷、知识产权纠纷导致的民事、行政乃

至刑事责任。尤其是类 ChatGPT 产品会在实时对话

过程中不断采集对话内容并用于生成、反馈和训练，

这进一步增加了数据采集带来的不确定性。 

（5）算法模型安全 

算法的透明度与可解释性是算法监管和合规

的基本要求。类 ChatGPT 产品所使用的算法模型往

往更加复杂，如果算法模型存在偏见、歧视、不公

正的因素，可能会对输出的结果产生影响，进而带

来道德、伦理风险。 

《算法规定》、《深度合成规定》均规定了定期

审核、评估、验证生成合成类算法机制机理这一基

本要求。《算法规定》的算法评估侧重于规制诱导用

户沉迷、过度消费等违反法律法规、伦理道德的算

法模型。而《深度合成规定》则更关注深度合成算

法的安全性问题，对特殊类型的深度合成服务（包

括：①生成或者编辑人脸、人声等生物识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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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生成或者编辑可能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形象、国

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特殊物体、场景等非生物

识别信息）提出了安全评估要求，服务提供者应当

依法自行或者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安全评估。（第十

五条） 

（6）备案及安全评估义务 

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动员能力的深度合成

服务提供者履行备案和变更、注销备案等义务（第

十九条）。若涉及开发上线具有舆论属性或者社会

动员能力的新产品、新应用、新功能的，还需要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安全评估（第二十条）。 

（7）设立用户申诉、投诉和举报渠道义务 

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应当设置便捷的用户申

诉和公众投诉、举报入口，公布处理流程和反馈实

现，及时受理、处理和反馈处理结果（第十二条）。 

（三）深度合成服务技术支持者合规义务 

深度合成服务技术支持者是指为深度合成服

务提供技术支持的组织、个人。技术支持者的合规

义务主要包括：（1）数据管理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

（第十四条）；（2）定期审核、评估、验证生成合成

类算法机制机理，以及对特殊类型深度合成功能的

模型、模板等工具（如编辑人脸、人声等生物识别

信息，或可能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形象、国家利益

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安全评估义务（第十五条）；以

及（3）算法备案义务（第十九条）。 

（四）深度合成服务使用者合规义务 

深度合成服务使用者是指使用深度合成服务

制作、复制、发布、传播信息的组织、个人。随着

类 ChatGPT 产品的广泛普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深

度合成服务使用者。  

深度合成服务使用者的合规义务，除了一般性

的信息内容安全义务外，还包含敏感个人信息处理

场景下的单独同意要求。《深度合成规定》第十四条

第二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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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深度合

成规定》征求意见稿，正式稿删除了“法律、行政

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一合法性基础的兜底规定，

将处理生物识别信息的合法性基础仅限定于单独

同意。  

（五）应用程序分发平台合规义务 

应用程序分发平台应当落实上架审核、日常管

理、应急处置等安全管理责任，核验深度合成类应

用程序的安全评估、备案等情况；对违反国家有关

规定的，应当及时采取不予上架、警示、暂停服务

或者下架等处置措施。（第十三条） 

四、 我们的观察 

从《深度合成规定》的具体内容来看，部分问

题仍待市场实践和监管意见的进一步明确，包括：

显著标识的具体方式、安全评估的要求、单独同意

的取得和查验、深度合成的鉴别验证加密、内容审

核的具体方式、算法模型安全的具体标准等。我们

将对这些问题持续保持关注。 

同时，我们注意到，《深度合成规定》的出台后，

“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备案系统”已经发布《<互联

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备案填报指南》，说

明了服务提供者和技术支持者开展算法备案的流

程和要求。截止目前公布的三批境内互联网信息服

务算法备案清单中，已有 10 个生成合成算法，涵盖

了问答对话、语音转换、视频生成、人物形成生成

等技术类别，其中，智能客服主题的生成合成算法

的占比接近一半。 

ChatGPT产品的爆红折射出人工智能和算法技

术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世界各国都开始探索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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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人工智能和算法规制框架。例

如美国颁布了《深度独合成工作任务法案》

（Deepfake Task Force Act）、欧盟颁布的《2022 年

虚假信息强化行为准则》（2022 Strengthened Code of 

Practice on Disinformation）。在本系列的后续文章中，

我们将继续关注人工智能的伦理治理、人工智能的

域外立法发展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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