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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省西安市高陵

区，个体运输经营者李女士

日前申请到了该区首张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电子证照；

在湖北省荆门市，自2023年

5 月 22 日起，中心城区不动

产抵押登记全面应用电子证

照……随着“互联网+政府服

务”的深入推进，电子证照的

应用推广，为人们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便利。

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提高音乐创作效率，让虚拟数字人与歌手

互动、共同演唱作品……如今，各种技术创新为音乐产业打造新增

量，带来丰富多彩的体验。近期，“AI歌手”成了互联网上热议的

话题。经过训练后的“AI歌手”能模仿明星歌手的独特音色与唱

腔，翻唱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受到不少网友的追捧。“AI歌

手”走红网络的同时，其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也引发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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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深圳电（记者陈宇轩）深
圳市日前发布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高
质量发展高水平应用的行动方案，提出
统筹整合基金资源，形成规模1000亿元
的人工智能基金群，在强化智能算力集
群供给、增强关键核心技术与产品创新
能力、提升产业集聚水平、打造全域全
时场景应用、强化数据和人才要素供给
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方案提出，深圳将整合全市算力
资源，建设城市级算力统筹调度平
台，实现“算力一网化、统筹一体化、
调度一站式”，并集聚政府、企业、科
研机构、高校的智能算力资源，与周
边城市加强智能算力合作，谋划共建
粤港澳大湾区智能算力统筹调度平台。

深圳还将在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
领域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比如，
在医疗卫生机构探索开展临床辅助决

策、医学影像辅助诊断、医用机器人
等人工智能应用试点；依托口岸、机
场、高铁站、地铁站、政务活动场
所、科技文化体育场馆、公园、旅游
景区等公共场所，搭建人工智能体验
场景；在市容巡查、环境卫生领域适
度超前布局市容巡查机器人、扫地机
器人等应用；在消防监管、食品安全
监管、建筑施工安全等领域，开展图
像识别、视频分析、监测预警等人工
智能应用。

此外，深圳提出培育高质量数据
要素市场，搭建全市公共数据开放运
营平台，建立多模态公共数据集，打
造高质量中文语料数据，鼓励行业龙
头企业、平台型企业提供高质量数据
产品和专业化数据服务，引导企业发
掘数据资产、开放数据资源、参与数
据交易，打造一批企业数据品牌。

深圳打造1000亿元人工智能基金群

近日，一批伴游机器人在湖北省襄阳市城市公园投入使用，相比
于简单的景区代步车，伴游机器人更加智能化。游客一键扫码，即可
开启陪伴游览模式，根据需求提供路线导航、景点介绍、路线规划等
个性化导游服务，为市民、游客提供全新的智慧游园体验。图为6月5
日，游客乘坐伴游机器人在襄阳市月亮湾湿地公园游玩。

杨 东摄 （人民图片）

近日，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公安分局交管大队“无人车管所”投入使用。市民可以通过身份证
进行驾驶证到期换证、损毁办证、遗失办证等业务的自助办理。 杨 华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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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科技馆，游客观看机器人弹琴。 王 初摄 （人民图片）

轻松便捷体验佳

电子证照是信息化时代的产物，它充分发
挥了数字资源和数字技术的作用，不仅让老百
姓在生活中获得了便利，更使得整个社会的运
行成本大大降低。

从事医疗用品销售行业的小谢和老张最近
打算联手创业，不过他们一个人在石家庄，一
个人在成都。“要是过去，我们俩人得两头跑上
三五趟，也不见得能把新公司开业的证照办下
来。”小谢打开了“冀时办”APP这个手机线上政
务服务平台，拿身份验证这个环节举例说，以
前需要本人拿着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前往工商
管理部门的营业大厅，现在就是对着手机镜头
人脸识别。

只见小谢按语音提示转头、眨眼，几十秒
的时间就通过了验证。“远在成都的老张也可以
这样操作。”分享着网上办证的经历，小谢对轻
松便捷的体验连连称赞。

“我国对电子证照的探索，起步就是从电子
营业执照的试点开始的。”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
理研究院院长唐任伍说，最初全国确定9个省市
试点“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先期建设与示范应
用”，方式是向市场主体发放智能 IC 卡版的电
子营业执照。2016 年起，伴随着电子证照管理
应用平台的建设、移动版电子营业执照的发行
以及微信和支付宝身份认证、人脸识别比对等
功能的应用，电子证照的功能逐步提升，准确性
和可靠性不断增强。“2020 年开始，申请人扫码
就可通过证照库调取相关信息，无需人工核
验。”唐任伍说，这表明电子证照进入全面应用
阶段。

满足个性化需求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51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已归集汇聚 32
个地区和 26 个国务院部门 900 余种电子证照，
目录信息达 56.72 亿条。国家平台为地方部门
平台提供电子证照共享服务79.5亿次，身份认
证核验服务67.4亿次。

走进上海浦东新区不少“网红”餐厅，食客
会看到叫号显示屏、点餐平板电脑上展示着的
餐厅电子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电子证书。
相较于清晰又方便的电子证照，已经很少有人
会去吧台或收银台看一眼墙上悬挂的纸质版证
照了。据了解，当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基层走
访，了解到许多商户以个性化、电子化展示证
照的意愿。“一网通办”的电子证照水到渠成推
广开来，满足了商户需求。

2022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
进电子证照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的意
见》，就进一步加快推进电子证照扩大应用领域
和全国互通互认作出部署。近年来，已有越来
越多的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了网上办、掌上办、
一次办。

从个人生活角度看，电子证照正在不断
深入异地就医报销、婚姻与生育登记、不动
产登记、户籍迁移等应用场景。而在企业经
营方面，电子证照不仅会在企业登记、经

营、投资等高频政务服务事项中得到应用，
还会在纳税缴费、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住
房公积金、行政执法、市场监管等领域拓展
其适配度和功能性。

进一步优化功能服务

如何让电子证照发挥更大作用，进而提升
政府治理效率，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院长荆林波
说：“人们都希望在大数据、云存储、区块链等互
联网技术的支持下，实现电子证照‘一次申请、
全国通用’的愿望，然而预期与现实仍旧存在一
定差距。数据安全能否得到保障的担忧，局限
了各部门充分分享电子证照信息的意愿。电子
证照的发展前景是乐观的，优化技术、加强协调
是当务之急。”

而从服务角度看，老百姓个人与市场主体
对电子证照在信息检索、服务引导、咨询问答、
监督评价等方面，存在着“我要看”“我要查”

“我要办”“我要问”“我要评”等需求。尽管目
前电子证照在基本功能上已日臻齐全，但在具
体的服务内容上尚有待完善。唐任伍说，有些
政府服务平台上关于电子证照的信息资讯等
内容不全面、不及时，部分政务 APP 的咨询接
口经常无人回应，群众急需的讯息有时查不
到、查不了。为了使电子证照的使用更便捷、
更轻松，即时性、联通性更强，还需要有关部门
进一步优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方便企业和
群众。

让人耳目一新

腾讯音乐旗下天琴实验室发布的虚拟数
字人“小琴”，身着潮酷卫衣和运动鞋，浑身洋
溢着青春气息，她擅长流行、国风等多个流派
的音乐，音域极广，嗓音清亮。“小琴”还很擅长
舞蹈，可以根据一段旋律任意生成舞蹈，流行、
爵士等各种音乐都难不倒她。据悉，利用 AI
技术赋能，“小琴”具备中、英、粤 3 种语言能
力，输入歌词后即可自动识别、歌唱。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刘大
成接受本报采访时说，AI等技术所形成的沉
浸式体验受到年轻用户的青睐，给人们带来
耳目一新的感觉，也为网络音乐行业带来崭
新面貌。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日前公布的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截至2022年12月，中国网络音乐用户规模达
6.84亿，占网民整体的64.1%。网络音乐与人
们的生活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不少人通过方
便快捷的互联网感受音乐魅力。

各大互联网平台加强人工智能应用，利
用技术创新提升用户体验，推动音乐产业数
字化升级。例如，腾讯音乐推出“音乐创作
助手”与“音色制作人”两款产品，可以协助
音乐人进行作词、作曲、剪辑等，还研发

“AI 歌词海报”，通过 AI 技术对歌曲的分析，
为用户生成相应的歌词海报；网易推出人工
智能音乐创作平台“网易天音”，依托人工智
能技术提高音乐创作效率；“百度元宇宙歌
会”中虚拟数字人与真人歌手互动，共同演
唱AI作词、编曲的作品。

刘大成说，技术创新能够助力音乐创作、
宣发等环节提升效率，为行业发展带来强劲动
力，数字科技与音乐产业正不断交互、融合。

应对技术变革

音乐行业使用 AI，并非新鲜事，学界也

在积极探索。近日，中央音乐学院举行了“面
向未来——电子音乐与 AI 的交响”音乐会。
据悉，音乐会作曲家和音乐科技专家来自中
央音乐学院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

系，他们充分利用人工智能、脑科学等领域
的最新成果，通过协同创作的形式，呈现了
一场深度融合人工智能、3D音频、脑科学等
前沿科技的音乐会。

中央音乐学院曾推出《中国十二生肖》音
乐会，由人工智能伴奏、虚拟数字人主持，
演绎融合中国民歌、戏曲等多种元素的民族
声乐组曲。传统音乐在科技助力下焕发新生
机，带来不一样的审美感受。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
科技系主任李小兵介绍，中央音乐学院音乐
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系包括音乐人工智
能中心、电子音乐中心等，还邀请了多位人
工智能专家一起建设新的学科，拥有本科、
硕士、博士三个阶段共 100 多名学生，师生
以协同研究的姿态拥抱未来、积极应对技术
变革。

应在规则内运行

近期，在各大视频平台，“AI 歌手”以独
特的音色和唱腔轻松驾驭不同曲风的歌曲，
其演唱效果与真人非常接近，有网友说“不看
标题以为就是本人唱的”。

据了解，有人用著名歌手现有的人声样
本，建立起其声音模型，再利用所生成的音
色对其他歌曲进行翻唱。“AI 歌手”基于歌声
转换模型，它可以将一个人的声音转换成另
一个人的声音，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逼真度。

业内人士认为，AI音乐合成能够降低音
乐制作门槛，提高用户参与度，有着广阔的
商业前景，但同样有着法律上的风险。“AI歌
手”使用他人声音表演歌曲，在网络平台公开
播放，可能构成对著作权、表演者权、声音
权利等的侵犯。

刘大成认为，“AI 歌手”的出圈折射人工
智能技术对音乐产业的影响力，AI 音乐可
以成为制作音乐作品的一种工具，进一步
激发音乐产业的创新和发展活力，但“AI 歌
手”可能涉及的侵权问题应该引起重视。相
关部门应加速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加强对这一新业态的监管，让 AI 创新在规
则内运行。

利用技术创新，推动音乐产业数字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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