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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页面，少女身着中式元素服装款款而
来，清新灵动；收到实物，裤子裹在腿上，腰带
状若抹布。日前，“国风毛衣第一批受害者”登
上各大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的网络热搜。

仅仅是因为消费者自身条件不如走秀模
特带来差异吗？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这些模
特图几乎全部是AI生成，一些服装业内人士
认为图中服装效果几乎无法实现，部分电商
是靠卖图“预售”而后找人紧急加工。

AI在服装领域已不可避免地展开运用。
在一些法律界人士看来，尽管对于商业领域
使用AI技术尚没有专门法规，但仅靠几张AI
图就开始卖货依然存在违法之嫌。

““国风毛衣国风毛衣””让消费者成受害者让消费者成受害者？？

不久之前，市民杨女士在电商平台刷到
一组“国风毛衣”图，走秀模特身着色彩淡雅、
轻盈飘逸的服装，让她十分心动：“一直想尝
试国风元素，又觉得汉服太过隆重，这些服装
一下就抓住我的心。”加之已进入“双十一”折
扣期间，这些服装又是毛衣，她立即在同一家
店下单了三套。

然而收到第一套服装她就大感不妙。“首
先材料就不太好，裤子裹在脚上，服装无论怎
样调整，也不像走秀图那样有廓型。”杨女士
表示，自己身高171cm、体重59千克左右，虽
不如模特纤细但也在健康合理范围，“穿上这
套衣服就是膀大腰圆。”

后来杨女士才发现，网上已有不少跟她
有同样困扰的消费者，“国风毛衣第一批受害
者”登上多个平台热搜。一些不同身材的视
频博主还买了“国风毛衣”测评，效果和杨女
士自己尝试如出一辙。“我跟这些博主还有一
点消费感受相同，就是有些款式一直拖着没
发货，问客服就说‘还在排单’。”最终杨女士
选择全部退货。

点开多个电商平台搜索“国风毛衣”，能
找到不少销售此类商品的店铺，这些店铺虽
然各有“品牌”，使用的图片几乎完全一样。
这些被反复使用的系列图片均是模特走秀的
场景，背景空间陈设相似，看上去的确像一场
真实存在过的走秀活动。杨女士表示，“当时
看到是走秀图，以为是新的国风品牌。我当
时以为既然能办走秀应该是比较大的品牌。”

不过细看之下，这些图片依然露出诡异
的端倪：在AI图最容易露出破绽的手部，有
模特“长”着几乎完全一样长的6根手指；看
秀的人群中，有人面部结构和身体姿态奇异，
有人干脆没有五官；而舞台背景出现的文字，
呈现出一种与汉字结构相反的奇特字型。

““概念图概念图””变实物还有很长的路变实物还有很长的路

“为什么很多人下单之后迟迟收不到
货？因为货要等到足够多人下单后才会去
做。”一些从事过服装行业的人也表示，如今
部分电商直接卖 AI 图的做法“非一日之
寒”。曾开过 20 余年服装店的周女士表示，
相比过去开服装店拿货压货现场交易，一些
电商手上根本没有货，只提供展示和咨询，下
单后工厂直接发货；后来直播兴起，一些主播
自己购买价格高昂的品牌服饰出镜带货，等
下单的人够多后再“打版”仿造，“这样发展下
来可不是只要出假人图就好了？”

“其实看到这些图片的时候我就知道这
些图肯定有问题。”目前旅居欧洲的行业从业
者马女士注意到这一争议，“AI是大量喂图后
人工选择关键词，由它选择各类元素拼贴合
成。这些图中的裙子，看上去就是汉服轮廓

加上针织质感合成。但现实中针织面料很难
做出这些图中的飘逸效果。”马女士介绍，这
种既挺括又飘逸的“矛盾感”，知名品牌香奈
儿曾推出过一条名为“冬夜”的礼服，是通过
在雪纺纱上刺绣实现的，“一条裙子做了一个
月”。类似质感可以用相对较轻的马海毛制
作，但电商平台上从50元至300元的不同售
价，“都不可能涵盖设计制作成本。”

马女士也坦言，尽管业内看法不一，但AI
不可避免对服装设计制作产生冲击。“比如学
设计一开始，大家都会用‘灵感簿’，把自己有
感觉的元素集合在一个板子上，看起来跟AI
喂图没啥区别。”马女士强调，设计师的想法
看上去天马行空，但设计时一定会考虑服装
版型、材料、工艺等因素的适配度，或者有执
行力强的团队帮助设计师完成落地。“很多知
名设计师展现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就是天马行
空般快速画几张概念图，实际上还有团队细
化出制作草图。如今 AI 图不管看上去如何
逼真，本质上还是一张概念图，没有专业团队
审核甚至不具备消费时的参考价值。”

目前，也有国产品牌开始探索AI设计的
可行性道路。在社交媒体上，有设计品牌搜
集民族服装元素和工艺细节融入设计，利用
AI技术展现了一系列含有国风元素的服装，
收获超 3 万点赞。但这些服装均未投入生
产，仍在研究其版型、面料和结构，目前仅有
的产品是两款丝巾。即便如此，该品牌的AI
图已被四家电商直接拿去使用并公开销售。

仅卖仅卖AIAI图涉嫌违法图涉嫌违法

仅靠几张 AI 图片就吸引消费者付款的
店铺，是否涉嫌诈骗？在一些法律界人士看
来，目前对 AI 技术运用尚没有明确法律条
文，对AI生成图文的版权归属也未明确。而
且从目前的商品图和实物图对比看，其颜色、
造型等要素仍基本一致，认定诈骗有一定难
度。但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规
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
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
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记者在这些使用AI图片的店铺发现，绝
大多数店铺都未提供任何与商品相关的材料、
保养等信息和细节图。在这些商品的详细页
面里，店铺只是将同一张走秀图不断截取放大
细节。这些销售“国风毛衣”的店铺里，评论区
里几乎清一色的好评，只有零星评价附上了实
拍图。然而一些带图的好评中，所谓的“消费
者”身着的根本不是商品页面的服装。

此前有消费者质疑时，商家称“模特实拍
图”，甚至有商家在介绍页面称“图片实拍，不
得盗用”。随着事件发酵，如今一些商家坦承
用的是AI生成图。

相比之下，普通的服装品牌则大多包含
商品的详细信息。以优衣库为例，其介绍页
面中商品说明、面料组成、上市季节、洗涤和
护理信息等一应俱全，还有多张图片展示领
口、面料、口袋等细节。如今社交媒体和短视
频平台对AI合成内容已有明显提醒，但多个
电商平台对AI图没有这项内容。

今年开始实施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
合成管理规定》中明确，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
提供人脸生成、人脸替换、人脸操控、姿态操
控等可能导致公众混淆或者误认的，应当在
合理位置、区域进行显著标识，向公众提示深
度合成情况。一些法律界人士也表示，随着
技术快速发展，相应的法律规范也必将进一
步完善。 本报综合消息

票务平台真有内买渠道？

“对方言之凿凿，说用我本人的账户下
单，有短信通知，门票也会出现在我的账户
里。”消费者小齐因对一个细节生疑，最终
没有落入假票陷阱，“我收到了‘门票已预
约，请尽快付款’的短信后，对方发给我一
个声称是‘平台内买财务账户’的二维码，
让我付款。怎么证明这个二维码是平台财
务的呢？”

在搜索社交平台的相关帖子后，小齐
坚定了对方是骗子：他一旦给这个账户转
账，对方能立刻拿到票款，然后消失；至于
此前收到的“门票已预约”短信通知，大概
率是骗子冒充正规票务平台的口吻发送
的。

小齐的判断没有错。上海辟谣平台
留意到，已有不少歌迷粉丝被所谓的“票
务平台内买”套路所骗，少则数千元，多则
上万元。梳理相关骗局，套路几乎一模一
样——

骗子先用“本人账户官方票务平台下
单，有短信通知，可在官网查收门票”让受
害人放松警惕；

然后用假冒的“预定成功通知”骗取信
任；

再要求付款，付款方式不限于“票务平
台内买财务账户”二维码、假冒票务平台的
付款页面等；

当受害人付款后，骗子失联，受害人票
财两失。

整个过程中，部分骗子还会用“身份
证”“工作证”等证明自己在正规票务平台
任职。可不要忘了，这些证件都有可能造
假，光凭照片无法鉴别真伪。

上海辟谣平台注意到，在这类骗局中，
“大麦内买”最常出现。可事实上，大麦早
在今年6月就通过官方微博澄清：“不存在
内部购票通道；客服不会通过 QQ、闲鱼、
微信等外部聊天工具联系用户；任何以大
麦或大麦员工身份要求私下转账的都是骗
子”。

票款放第三方账户 观演后确认
就安全？

也有网友询问，有的“二手票卖家”声
称可以将票款放在第三方账户，等成功观
演后再确认收货，这样的交易是不是就安
全些？

事实证明，“票款放第三方账户”也不
保险。骗子以“第三方账户”为障眼法，通
过话术一步一步诱导受害人主动放弃第三
方账户，选择直接转账或外链交易，最终落
入陷阱。

消费者金晶通过闲鱼与一名自称有票
的卖家沟通转让某场演唱会门票，对方称
可以通过闲鱼付票款，票款暂存关联闲鱼
的支付宝账户，待观演
后，金晶确认收货，他才
能收到票款。“听他这么
说，我觉得没什么风险，
如果演出看不了，就找
平台介入，还是可以把
钱拿回来。”金晶由此在
闲鱼付款下单，没想到，
套路刚刚开始。

对方说，金晶付款
时没有备注姓名、场次
等票务信息，由于订单
量太多，搞不清到底是

哪个客户支付的票款，所以无法出票。
紧接着，对方又说门票热门，同一时间

已有其他客户付款下单，所以金晶想要的
门票“没有了”，还提供了他人下单的截屏。

当金晶提出能否协调时，对方称可以
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门票“抢”回来，因
为他人的票款也在第三方账户，所以通过
银行转账有机会“先到先得”。

此时，金晶已经通过闲鱼的“退款”服
务拿回了之前支付的票款，“我觉得对方挺
诚信的，钱也退回来了，所以就根据他的要
求直接银行转账了。没想到，之后就再也
联系不到他了。”

可见，骗子用“第三方支付平台”只是
为了骗取受害者信任，他们的目标不是第
三方支付平台中的票款，而是利用“识别失
败”“标注不清”“付款未到账”等理由，最终
诱导受害人脱离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

“正规平台”的支付链接靠谱吗？

一家专业票务公司向上海辟谣平台提
供了其最近监控到的另一种诈骗手段：伪
造正规平台支付链接。该手段不仅隐蔽性
强，还可能出现在不同的陷阱中。

具体来看，骗子伪造了官方购票网站
和支付链接。比如，骗子会生成假的闲鱼
分享图片，图片里面的二维码本身就是假
的，普通人恐怕很难分辨。再比如，骗子模
仿不同平台的页面，如闲鱼、京东、大麦等，
制造假网站和链接，等着受害人点进去填
写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等隐私。

利用这些假网站或假链接，骗子或是
通过社交平台等招揽生意，如果有人上钩，
就发布假页面和链接，直接骗取票款；或是
把这些假网站、假链接“嵌”在其他陷阱里，
欺骗受害者。比如，在“内买”骗局、当消费
者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失败”时，骗
子发送这些链接，表示可快捷跳转到正规
的付款页面，提高支付效率。很多歌迷认
为平台付款安全有保障，不疑有他，不想进
入的却是钓鱼网站。

这一骗局到这里还没结束，之后还会
有套路：有的链接在受害人付款后，会显示

“银联账户存在风险，需要向银联工作人员
申请解除异常订单”等，骗子再假扮银行工
作人员，骗取更多钱财……

上海辟谣平台了解到，就演出门票交
易而言，正规企业应当至少具备营业执照、
演出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资质，消费者在交
易前可要求对方提供相关文件以查验。

同时，选择服务时，尽可能通过提供第
三方支付账户、具有售后服务的平台，而不
是交易者自行提供的网站、小程序、微店等
渠道。

交易过程中，务必使用平台自带的各
种服务，警惕各种分享链接，不通过链接跳
转的方式选购或交易商品。本报综合消息

热销的“国风毛衣”算不算诈骗？

小心演出票二手交易骗局小心演出票二手交易骗局！！

最近，数场将在上海举办的演唱会开票信息登上了热搜榜，
很多歌迷晒出了成功抢购到门票的截屏，“手慢”的歌迷却表示又
遗憾又不甘心。与此同时，社交平台和二手交易平台上有关“门
票转让”的信息多了起来。

上海辟谣平台调查发现，很多转让信息的可信度不高。有的
骗子冒充正规购票平台工作人员行骗，还有的利用公众对第三方
支付平台的信任制造陷阱。由于票款价格不菲，不少网友因此损
失惨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