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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发射降本 太空经济迎新

AI版权寻边界

B站UP主的停更风波还有续集。
4月24日，影视UP主“木鱼水心”的一

条回复上了热搜。尽管帖子里对于停更传
闻予以否认，但“四个多月没有接到广告”
“流量激励不够支付房租”显然更有看头。

千万粉丝博主的变现难题，优质长
视频“劣币驱逐良币”， 成了行业的痛
点。当然，这个劣币自然指向了流量和
资本双重加持的短视频。

其实，讨论“木鱼水心”的本质，不外
乎是优质原创内容的生存空间、长短视
频的流量拉锯、平台压力之下的算法倾
斜，以及互联网广告退坡与KOL投放之
间的艰难取舍，而这些几乎是所有依靠
博主打造生态圈的平台所面临的通病。

追溯下来， 资本捕捉到草根内容的
重要性，其实给了平台契机。这种契机预
示着“人人都是自媒体”的UGC时代浩浩
荡荡地驶来了。 各路大V、KOL更如雨后
春笋，在影响力经济下赚得盆满钵满。

但自媒体时代发展到今天，平台的
增加、MCN机构的崛起以及内容传播
形式的多样， 注定了用户注意力的分
流，谁都做不了常胜将军。

抖音、快手、小红书、知乎，哪一个
平台拎不出大把像样的博主，哪一个平
台没有自己打造爆款的特有逻辑。

岁月静好固然好，但“大家都好”的增
长幻境不会一直存在， 一旦平衡被打破，
被粉饰的太平就会瞬间坍塌，原形毕露。

红利退潮，用户生产内容的黄金年
代也已经接近尾声，这不仅是博主们要
面临的行业现实，也是平台需要跨越的
业务瓶颈。

长短视频的博弈， 恰恰发生在这个

时代交叠的复杂时刻。 抖音与爱奇艺、腾
讯视频的合作，不只应该看到双方各自业
务发展之下的最优解，还应看到这场“世
纪大和解”的背后，长视频平台对用户、流
量流失的无奈和行业变天的无力。

平台可以开辟多种玩法扩充自己的
业务线，图文衍生视频，长视频衍生短视
频，短视频扩围长视频，但UP主却很少
能精通十八般武艺， 在各个不同赛道上
都能风生水起。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最
后都会以“变现困境”这个简单粗暴的形
式反馈在创作者身上。

划重点了。 在优质原创UP主身上，
变现困境最为明显。“恰饭”的标签会让
UP主担忧广告影响口碑砸了招牌，流
量主导的操作模式又容易让UP主产生
“削足适履”的无措。

内容生产可以靠兴趣， 但长期稳定
的内容生产却不能一直靠“为爱发电”。从
内容生态上看，用户、博主以及平台更像
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如何让原创的优质内
容赚钱，是博主要思考的问题，也是一路
狂奔在业务扩张中的平台要思考的问题。

激励之外，还有什么办法？或者激
励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又如何催生优质
内容与变现渠道形成良性循环，或者更
直白地说，在短视频时代，如何找准长
视频安身立命的独特性所在？

“为众辟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
在“木鱼水心”讲解水浒传的视频

下，有人留下了这样一条评论。这条视
频时长超过35分钟，网友却说，在这个
短视频博眼球刷流量的年代，却让人舍
得花费半小时听他认真讲解娓娓道来，
何其难，何以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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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生意不只是UP主的难题
杨月涵

北京商报2023.4.25

责编 方彬楠 编辑 卓洋 美编 代小杰 责校 唐斌 电话：64101949��bbtzbs@163.com

AI技术的发展给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一系
列难题，AI作品是否拥有知识产权等问题持
续引起广泛讨论。4月24日， 国新办举行新闻
发布会，介绍2022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介绍，下一步，将
统筹推进各类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则
的制修订工作，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基因技
术等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规则研究， 助力
相关领域创新发展。

争论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的重要驱动力量， 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
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
产业在技术创新、产业生态、融合应用等方面
取得积极进展，已进入全球第一梯队。中国信
通院测算，2022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
模达5080亿元，同比增长18%。

随着近来新一代生成式AI等前沿技术的
快速发展，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迅速出圈，
也为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一系列复杂问题。

AI作品是否享有知识产权保护？ 河南泽槿
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对北京商报记者介绍，目
前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并没有对人工智能
生成的作品是否拥有知识产权做出专门的法律
规定。学术界也存在肯定说、否定说两种观点，
否定说认为， 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不具有独创
性，不属于“作品”，不能通过一般著作权加以保
护。肯定说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不同于传
统作品，虽然不可直接纳入著作权法保护，但人
工智能的创造者、 使用者为作品生产付出了努
力，应当享有财产性质的有限产权保护。

付建表示， 只有法律主体才能享有权利，
而目前人工智能在我国并不是法律主体。所以
人工智能生成作品的知识产权只能由对作品
的生成具有贡献的人享有，这些人包括人工智
能软件开发者、所有者和使用者。

定论

知识产权是指人们就其智力劳动成果所
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 通常是国家赋予创造
者对其智力成果在一定时期内享有的专有权或
独占权。北京市知识产权专家库专家、投资人董新
蕊认为，人工智能作品，如果确实是有原创性或独
创性，可以有知识产权保护，但必须说明的是，“计
算机生成作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作品，权利
人对其享有的也不是著作权， 而是邻接权。但
是由人类控制下的机器人操作下的产品可以
由相应的权利人拥有知识产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
版权保护的对象是文学、艺术、科学等领域的智
力成果，包括文字作品、口述作品、音乐作品、曲
艺作品、舞蹈作品、杂技作品、美术作品、建筑作
品、摄影作品、视听作品、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
计算机软件以及符合作品特征的智力成果。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知
识产权业务委员会主任李洪江认为， 从著作
权角度来看， 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是知识产
权的客体范畴。“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实质上是
编程人员以人工智能生成特定内容为目标，
通过设定一系列算法、公式、程序等手段，根据
其不同需求、不同风格生成的内容。在此过程
中，编程人员付出了大量智力劳动，其生成内
容饱含了人类思想和智慧， 属于具有一定思
想的表达，可以成为著作权的客体，受到著作
权法的保护。”李洪江说。

而在专利权方面， 目前国际上普遍认为
AI不能作为专利发明人。2022年9月28日，韩
国知识产权局（KIPO）以“不允许将非自然人
的人工智能作为专利申请的发明人” 为由，认
定人工智能发明专利申请无效的决定。此外，
2021年12月KIPO组织召开美国、欧盟、中国
等7个专利局参与的国际会议。会上各国一致
认为，目前尚未达到无需人类介入、人工智能
就能单独进行发明的技术水平。

寻路

“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离不开基础制度的支
撑，只有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才能打通数据
生产、加工、使用、流通的全周期、全链条。这其
中数据的产权制度至关重要。”申长雨说，中国
目前正在努力探索符合国情的数据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了《生
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其中提到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或服务应
当遵守法律法规的要求，尊重社会公德、公序
良俗，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道德。

李洪江认为，目前需要从国家层面积极回
应人工智能相关的新型风险挑战，全面规范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研发、利用，以确保生成式人
工智能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因此，面对人工智
能生成物，需要在满足现有法律法规框架的基
础上， 积极引导从业者规范人工智能软件开
发、利用，不仅从知识产权角度，还要从合规、
风险控制、产业政策等多个角度引导人工智能
软件的开发利用。

“人工智能产业正成为国际竞争的新领
域，在知识产权方面，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能
够获得专利保护，保护期限、责任划分等都是
新的挑战。人工智能作品的可专利性、数字经
济下的不正当竞争问题等都是人工智能产业
面临的不可避免的挑战。除此之外，企业层面
也面临严重的知识产权挑战，各类创新和应用
日新月异，企业必须前瞻性地了解业务的新动
向， 及时调整企业内部业务方向、 技术路线
等。”李洪江说。

董新蕊表示，目前知识产权人身权利制度
无法适用于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技术特点决定
其无法适用目前的知识产权权利期限，如果后
续立法对人工智能作品进行保护，除了认定主
体之外，可能还需要适当缩短保护期限。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袁泽睿

共同的成本难题

回望过去一年， 中国航天以高质量创新
引领高质量发展， 全年实施宇航发射任务64
次，再创历史新高；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梦
圆“天宫”；我国首次在月球上发现新矿物“嫦
娥石”，中国再添“太空印记”；高分专项完成
天基部分建设， 遥感应用服务华夏， 惠及全
球；“羲和”“夸父”双星逐日，我国初步建立综
合性太阳观测网；“句芒”就位，遥瞰祖国绿水
青山，助力低碳减排；成功召开联合国/中国
空间探索与创新全球伙伴关系研讨会， 推动
构建新型空间伙伴关系， 开创空间探索和创
新合作新局面。

2023年，中国航天踏上新征程，对于商业
化航天的探索也在持续推进当中， 但与此同
时， 现代运输火箭高昂的发射成本正成为航
天发展道路上的一块拦路“巨石”。

资料显示， 运载火箭每次发射需要消耗
大量的燃料，此外还有设计和制造成本、场地
费用、测控费用等等。

《航空知识》主编、中国科协航空科技文
化普及首席科学传播专家王亚男曾公开介
绍，目前，欧美的常规运载火箭，一次发射的
总报价基本都已经超过1亿美元，例如美国宇
宙神5和欧洲航天局的阿里娅娜5， 发射报价
分别为1.5亿美元和1.6亿美元。俄罗斯的运载
火箭发射报价要便宜一些， 但是一次发射的
价格也基本超过5000万美元。

“全世界的太空经济都面临同一个问题：
成本。” 职业投资人程宇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程宇指出， 目前降低成本的主要方式还是可
重复使用火箭。

在此方面，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曾因其低
发射成本而名声远播， 但由于其是一次性火
箭，继续降低发射成本的空间有限。如今，长
征八号火箭采用可回收式设计， 以实现芯一
级和固体助推器的回收， 可以极大地减少火
箭发射的成本，同时还大大缩短发射周期。

火箭发动机是关键

事实上， 我国航天行业已在采取多种方
式来降低成本。

一种是较为直接的“降本”。资料显示，根
据所使用的燃料区别， 发动机可分为固体发
动机和液体发动机，相比之下，液体发动机在
实现火箭可回收的技术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因
而，液体发动机一度被称作可回收火箭的“心
脏”。

北京商报记者从蓝箭公司相关负责人处
了解到， 该公司在发射使用更环保经济的液
氧甲烷燃料火箭，其中，蓝箭公司在2022年12
月就曾尝试使用更适合于重复使用的液氧甲
烷发动机将朱雀二号发射至太阳同步轨道。

此外，4月22日， 航天科技集团六院发布
了三款为商业航天量身定做的液体火箭发动

机，其中的YF-102发动机是航天科技六院研
制的中国首台开式循环、 可重复使用的液氧
煤油发动机， 综合性能达到同类发动机的国
际先进水平。

除了直接的“降本”之外，还有一种是相
对间接的“增效”。“为了降低成本，在允许的
情况下，一枚运载火箭会尽量多带几枚卫星，
尽量‘满载起飞’。”王亚男曾公开表示。

近日，助力“满载起飞”的国内首款平板
式卫星的1:1模型在2023年中国航天日主场
活动暨中国航天大会上展出， 该卫星为银河
航天自主研发的可堆叠平板卫星。“多颗‘平
板’卫星可以在火箭整流罩内，一层层整齐堆
叠起来， 使用四套压紧杆将卫星组合体压紧
在火箭的适配器上， 从而大幅节约整流罩内
部空间。”银河航天研究员杨巧龙向北京商报
记者介绍，“同时， 这种新型的堆叠压紧分离
机构重量更轻，可以降低对火箭运力的损耗，

一发火箭可以发射更多数量的卫星。” 目前，
该卫星的正样正在进行电性能测试， 预计于
2023年三季度发射。

太空旅游的畅想

“高成本”这块巨石背后，是太空经济广
阔的想象空间。起源太空创始人、哈佛大学天
体物理学博士苏萌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太空
旅游便是成本下降之后极具发展潜力的领
域。“成本的下降是太空旅游能够快速发展的
核心。”苏萌指出，太空旅游的商业化发展是
宇航技术的低成本化发展、 国家经济增长和
人民生活水平整体提高的必然趋势。

“目前太空旅游商业化相关的旅游产品
价格依然异常昂贵，时常与‘奢华’‘炫富’等
关键词一同出现。”苏萌表示，“受目前成本因
素所限， 太空旅游的单次票价在定价策略上

不得不以奢侈品定价，普通人只能望‘空’兴
叹。 或许真正能普及的太空旅游票价还需要
再便宜一百倍。”

此外，在程宇看来，太空经济前景广阔，
在旅游以外， 在太空上的科学试验也是一大
重点。“太空的特殊环境对于科学试验是一个
良好的场景。既可以在太空环境下发现更多不
为人知的科学内容，也可以在太空环境下完成
许多在地球无法完成的试验，比如育种。”程宇
介绍，“这些内容是巨大的价值空间，但发射成
本无疑是打开这扇大门的关键。”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程宇认为，想要打开这扇“大门”，美国
SpaceX的经验或可供我国借鉴。 据报道，
SpaceX的猎鹰9和重型猎鹰火箭已具备重复
使用的能力，因此可以大幅降低发射成本，猎
鹰9和重型猎鹰火箭单价仅为美国同类火箭
的一半， 比曾经推出的性价比火箭欧洲航天
局的阿里娅娜5还要低20%左右，此外，有消
息称，星舰的发射成本已降至10美元/公斤。

程宇指出，SpaceX公司其实最重要的核
心能力是他的系统工程能力和工业智能化能
力，其中，要实现低成本快速迭代、快速生产，
就要靠工业智能化。“传统上火箭设计需要实
物发射验证，从生产、试验到分析都是高成本
且缓慢的过程。 但如果是在工业智能化平台
上， 设计修改的数据就可以传输到工艺和制
造环节，形成相应的工艺指标和流程，在系统
中自动完成验证， 省去工艺生成和试生产的
过程。所以，系统工程结合工业智能化平台，
就可以省掉大量验证、调试、修改的成本和时
间。”

在程宇看来， 这些是工业发展的必然规
律，中国航天要赶上，也只能在同样的道路上
积累功夫。“系统工程上， 中国的智能化程度
可能还差一点；工业智能化方面，中国还处在
起步阶段。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北京商报记者 方彬楠 冉黎黎

“全世界的太空经济都面临同一个问题：成本。”一位投资专家说。

4月24日，我国迎来第8个中国航天日。回望过去的一年，中国航天行业持续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必须面对

火箭高昂的发射成本这一“拦路石”。不过，我国已开始探索降低火箭发射成本的路径。可以预见，一旦实现成本

持续下降，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下场切入赛道，给太空经济带来更多商业想象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