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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吉森

“接下来是人工智能的时代，不会使
用AI的人将会被淘汰。”

近期，在短视频和自媒体平台上，这
样一句话流传较广，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
注。与此同时，很多互联网商家纷纷推销
AI智能课，称可以通过人工智能软件代替
自己工作，实现写文案、写总结、制作PPT
等功能。更有一些AI智能课将目标锁定
在灵活就业人群身上，称人工智能技术可
以智能配音、一键制作短视频、AI图文带
货，将自动生成的文案、小说、视频发到各
大平台上，可以赚取流量收入和广告分
成，成为自媒体达人。

近日，《咬文嚼字》编辑部公布了
“2023年十大流行语”，其中排第三名的
就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足见AI技术在这
一年的热度和影响力。在专业人士看
来，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广应局限在IT圈
内，其面向的对象应该是企业和公司，而
不是大量的灵活就业人员。而且，当前
很多互联网课程采用的软件是ChatG�
PT和其他国外软件，与中文语境不同，
功能并未强大到能代替自己工作、帮自
己赚钱的程度，还面临着法律纠纷等方
面的风险。

以变现和赚钱为诱饵，灵
活就业人群纷纷“上钩”

36岁的希熙（网名），半年前从一家
单位离职。离职后，她在招聘软件上投
递简历，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也没有找
到工作。与她有过沟通的招聘单位都很
介意她的年龄。她有两个孩子要抚养，
家里正是用钱的时候，她为此而焦虑，期
盼能尽快找到一份工作来养家。

三个月前，希熙找到了一份便利店
收银员的工作，按小时计工资。工作了
半个月后发现，这份工作需要上夜班。
因为值夜班无法照顾孩子，她只得再次
离职。思来想去，她开始在自媒体平台
创建账号，从事图文和短视频创作。创
作的内容是分享自己育儿的经历，以及
如何辅导孩子写作业的经验。

希熙期望自己的账号能快点超过
1000名粉丝，成为“自媒体达人”，以后
就能带货了，创作的视频和图文也能有
更高的流量收入。然而，两个月过去，她
的账号粉丝量仅有200多人，自媒体创
作的收入也很微薄。

一天，希熙在短视频平台浏览信息
时发现有商家在推销人工智能课，称当
前社会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几乎所有
的工作都能被替代，而且人工智能技术
比人做得更好。人工智能课的价格也不
贵，29元就能上五天课，声称可以教会
初学者如何让人工智能软件写文案脚
本、写小说剧本、制作短视频等。

希熙此前有过制作短视频的经验，
自己辛苦拍摄的视频，经过剪辑美化后，
在平台上的浏览量并不高。她搬运其他
资料库整合的短视频，浏览量反而会高
一些。她也想着，以后就用各种软件整
合制作短视频，人工智能课的一大卖点
就是“能快速制作短视频”，正好符合她
的需求。

在网络付费后，希熙被拉入了一个
微信群，群里发来了上课的直播间链
接。第一天，她按时上课，老师主讲的内
容是如何在一个软件后台输入指令，软
件会自动生成想要的内容，再根据内容

调整指令，直到满意的作品出现为止。
授课老师演示的功能是“写一部悬

疑小说剧本”“写一篇以挫折与成长为主
题的中学生作文，800字左右”“画一张
海边雪景的照片”“画几张宠物的卡通
照，表情呆萌”。老师演示功能后表示，
这些剧本还可以智能配音，图片结合其
他素材能一键生成文案和视频，发到自
媒体平台上赚取流量收入。

此后的四节课，老师授课的内容变成
了如何在网络上“变现”和“赚钱”。比如，
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生成精美的商品
图，结合自动生成的文案，在拼多多和抖
音上开个人无货源网店。还可以生成“种
草”帖，结合图片，在自媒体平台上以图文
带货，根据销售数量分得带货收入。

老师演示，前一期某位学员注册了
自媒体账号，内容创作的方向是“民间故
事”。学员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剧
本，通过智能配音后，在软件上结合其他
素材生成时长在2分钟左右的视频，两
个月的时间播发了100多个类似的短视
频。目前已积累6000多名粉丝，流量收
入超过1万元。

传授完这些变现和赚钱的方法后，
不少学员在直播间兴趣高涨，表示要进
一步学习高阶课程，请老师继续分享人
工智能赚钱的方法和案例。希熙也动了
心，想尽快学习人工智能技术，提升自己
的账号粉丝量，让机器人代替自己创
作。商家也顺水推舟，接着推出了售价
299元的人工智能课程，报名者非常多。

想赚钱需先花钱充值做会
员，课程实为推销软件

希熙也报名学习了更高价位的课
程，还被拉进一个专属的对接群，由一
位技术老师指导操作。在操作时，希
熙并没想好要做什么内容和风格的剧

本、图片和视频，她只是尝试着在人工
智能软件对话框里输入“画一张体育
比赛的照片”“写一篇猫和老鼠的故
事”，也尝试着给写出的故事配音，整
体感觉输出的内容还可以，但达不到
精美的程度，需要进一步调整指令，修
改部分内容。

正当希熙准备把脚本、照片、语音组
合起来生成完整的短视频时，人工智能
软件提示，体验次数已超过了限额，需要
购买会员才能继续使用。三个月的会员
价格是299元，半年和全年会员价格是
599元和999元。希熙想借用老师的账
号，试一下人工智能软件，看一下最终的
成品。

然而，老师拒绝了希熙的请求，而且
接下来老师讲解的重点变成了推销这款
人工智能软件。据了解，这款软件是集
成版，集合了国外的ChatGPT、绘图软
件MJ、文字转视频软件VideoChat以及
国内的文心一言等。开发者是南方某城
市的一家软件企业，购买了国外软件公
司的访问端口和服务器。

课程学到中间，却被要求充钱买会
员，这事有点儿闹心。但是，学了一半的
课程不想半途而废，希熙只得继续交了
299元会员费。交了费后，老师并没有
带着她操作，而是转而推销其他的人工
智能课和新的软件，这让希熙感觉非常
莫名其妙。

她试了购买的人工智能软件后发
现，生成的短视频卡通风格太重，语言
虽然通顺，但缺乏真人的情感表达，整
部短视频并不算精美。她把短视频用
自己的剪辑软件处理后，发到自媒体
平台上，一周过后，阅读量仅停留在了
260多次。这样的结果显然并不能令
人满意。

在学员微信群里，很多学员表示，
软件的功能并没有当初宣传的那么强

大，生成的短视频作品达不到心理预
期。只有单独生成的文案、图片和语
音，稍微还算可以，而一旦整合制作成
短视频后，整体质量便下滑了一大
截。少数学员表示，里面生成的中学
生作文质量还算可以，最多只能输出
几篇中学生作文范文，减轻一下辅导
孩子写作文的压力。

大学生茜茜（化名）也在网上付费购
买了人工智能课，花费了99元，之后又
花了399元购买了某款集成版人工智能
软件。她对软件的主要功能要求是写小
红书探店视频脚本和生成零食类商品的
图片，用这些生成的作品发到自媒体平
台上带货、卖团购票。她体验多次后发
现，这些软件的功能并不成熟，文案只能
算是初学者的水平。使用的次数多了以
后才发现文案内容重复，不能再次使用，
有抄袭和侵犯版权的问题。

两个月后，希熙基本不再使用人
工智能软件生成视频了，而是自己使
用原来的剪辑软件。“要想提高短视频
创作的质量，还是得自己写文案、拍摄
原视频，再细心地剪辑整理。人工智
能软件根本靠不住，做出的产品数字
化痕迹明显，缺乏真情实感。”希熙这
样感慨道。

在学员群里，有学员反映，现在已基
本把人工智能软件当成了娱乐工具而不
是工作助手。有人在对话框里输入想听
的歌曲名或者想看的电影片段，它就发
来链接；有人想测试一下人工智能的情
商，就输入一些黑色幽默，看看它的反
应。“说得苛刻一点，这人工智能软件就
是一个强化版的搜索引擎而已。课程和
软件的钱花得一点儿也不值。”一位学员
愤愤不平地表示。

卖“铲子”的多，做“铲子”的少

在互联网商家圈，向来有“卖铲子”
一说。该说法起源于淘金热，某地发现
河里有金子，周围的人纷纷涌到河底挖
金子，有人借机卖铲子，每个挖金子的人
都购买了一把铲子。最后，买了铲子的
人，99%都没有挖到金子，而卖铲子的人
却稳赚了一大笔钱。

这个典故也反映了当前互联网的现
状，当大家都想在互联网平台上挖金子，
有人就把人工智能当成了铲子，卖给大
量想淘金的人。其结果也必然是99%的
买了人工智能课程和人工智能软件的
人，最终没有挖到金子，失望而归。

在12月16日举办的“极客公园创新
大会2024”上，百度创始人李彦宏称，我
们本土的互联网公司要去卷AI原生应
用，把这个做出来了才有价值。中国现
在有好几百个基础模型，这是对社会资
源巨大的浪费。

在人工智能和大模型应用方面，当
前大量的互联网商家都在推销课程，以
知识付费的方式包装，推销的是换了壳
的国外软件，这样的现状让人忧心。尤
其是，绝大部分商家以能赚钱、能变现为
卖点吸引学员，其结果却并不能令人满
意，大部分学员并没有实现赚钱的目标。

专业人士提醒人们，当前在互联网
上销售的人工智能课程应以面向企业和
公司为主，不应面向个人学员。针对灵
活就业人群和普通的自媒体创作者销售
所谓的人工智能课程，是明显的“割韭
菜”行为，参与的学员大多没有得到自己
想要的结果。

互联网商家销售的人工智能课程，称可以自动生成精美商品图，在网络平台

开无货源网店。 （网络截图）

互联网商家大力推销人工智能课，宣称能让买课的网友通过人工智能为自己增加收入

人工智能课，真能让人“躺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