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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传播的现实应用、 理论溯源与未来构想
谭铁牛　 曾静平

摘　 要： 人工智能是近年来热门话题， 而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行业的结合应用， 不仅是新闻传播技术

的革命性飞跃， 更是新闻传播观念的更新换代， 是新闻传播生产模式的彻底颠覆， 是新闻传播产业的爆发

式增长， 是新闻传播人才的 “洗心革面”， 是智能传播逐渐取代传统新闻传播的嬗变前行。 研究智能传播

的发展渊薮， 推演与定义智能传播的概念功能， 展望智能传播的行业前景与产业未来， 既是新闻传播理论

不忘初心继往开来的里程碑， 又是新闻传播理论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时代作为， 是丰富与创建新时代中国

特色新闻传播理论的使命担当， 是世界新闻传播理论宝库的拓荒性前沿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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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法狗击败中韩世界围棋高手余音未了， “人脑移植” 开始在坊间传闻， 人类不老神话仿佛在可

期可盼的某年月即可实现。 人机合一、 人机一体的人智神奇， 瞬间改变着新闻传播行业的思维理念，

重塑着新闻传播行业的竞争格局， 甚至有可能改变新闻传播产业与新闻传播人的命运与前程。

智能机器人写稿等报道令新闻传播行业一片惊呼， 沿袭多年的新闻采访记者是否将要下岗？ 智能

机器人担当主持人评论员叫人耳目一新， 风光无两的 “国脸国嘴” “省脸省嘴” “市脸市花” 会不会很

快面临失业？ 虚拟现实技术再造的 “智能场景” 信手拈来， 让传统传播学 “环境拟态功能” 发挥得淋

漓尽致。 一度风靡全球的统一资源配置、 共建共享统一信息资源分发的 “中央厨房”， 在高度智能分

拣、 智能输送、 智能组合、 智能拼装、 智能 “批发” 等全新 “智能生产传播流水线” 面前， 已然弱智

得 “一钱不值”。

回归世界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 拾萃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的紧密关联， 考量智能传播的实际应用，

求索智能传播理论的基本概念功能特点， 展望与构筑中国特色智能传播理论的美丽图卷， 既是贯彻落

实我国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到 ２０２０ 年新一代人工智能理论和技术取得重要进展” 的宏伟蓝

图， 并有望提前实现 “到 ２０３０ 年人工智能理论、 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的战略目标， 而

且是中国传统传播学理论的开创性成果， 是中国学者对全世界新时期传播学理论奉献的 “中国智慧”

与 “中国创造”。

一、 人工智能发展历程

观察和研究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动态和既有成就， 世界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包括起步发展期、 反

思发展期、 应用发展期、 低速发展期、 稳步发展期和蓬勃发展期。

１ 起步发展期。 这是人类第一次探讨人工智能， 即人工智能诞生期， “机器定理证明智能跳棋程

序”。 在人类人工智能的起步发展期， 即有了传播学者的活跃身影。 １９５６ 年 ８ 月， 在美国汉诺斯小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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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的达特茅斯学院中， 召开了一个让世界永远铭记的 “达特茅斯会议” （Ｄａｒｔｍｏｕｔ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达特

茅斯学院数学助理教授约翰·麦卡锡、 麻省理工学院的马文·闵斯基、 贝尔电话实验室数学家暨信息

论创始人克劳德·香农、 卡内基雷蒙大学的艾伦·纽厄尔和赫伯特·西蒙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国

际商业机器公司 （ ＩＢＭ） 罗切斯特等国际一流科学家聚集在一起， 讨论着一个在当时看来完全不食人间

烟火的主题： 让机器像人一样思考、 认知和学习， 即用机器来模仿人类学习以及其他方面的智能。

２ 反思发展期。 时间大致是 １９６０—１９７０ 年， 任务失败， 目标落空， 机器翻译， 笑话百出。 １９５７

年， 对人工智能科学信心满满的西蒙预言 １０ 年内计算机可以与人对弈下棋并且击败人。 １９６８ 年， 对西

蒙预言深信不疑的麦卡锡和国际象棋大师列维打赌说， １０ 年内程序下棋会战胜列维， 最后赔了列维

２０００ 美元。 正是这个乐观的预言， 给全世界 “袖手旁观” 人工智能的对手留下把柄。 德雷弗斯后来每

年都拿此事嘲讽人工智能， 说计算机下下跳棋还行， 下国际象棋连 １０ 岁的孩子都比不过。 这种说法在

１９９７ 年 ＩＢＭ 深蓝击败卡斯帕罗夫后不攻自破， 西蒙、 麦卡锡等全球人工智能的创立者们才扬眉吐气。

３ 应用发展期。 这一阶段时间大致是 １９７０—１９８５ 年， 人工智能的专家系统遍地开花， 人工智能转

向实用。 专家系统主要是由专家知识库、 专业推论机构和专业知识库管理机构组成的智能优化系统，

可以利用计算机存储的专家知识辅助非专家或专家工作， 是一种具有推理能力和与某专门领域的专家

同等解决问题能力的智能性计算机程序系统。 其中， 医疗专家系统 ＭＹＣＹＮ、 化学专家系统 ＤＥＮＤＲＡＬ

和地质专家系统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ＯＲ 相继推出， 在各自领域大展身手。 化学分析专家系统 ＤＥＮＤＲＡＬ， 能对质

谱仪的实验观测结果进行分析， 医疗诊断专家系统 ＭＹＣＩＮ， 能对血液感染病进行诊断和处方， 地质勘

探专家系统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ＯＲ 成功地应用于铜矿的勘探等等。

４ 低速发展期。 这一阶段大致时间为 １９８５—１９９５ 年， 专家系统进一步发展后劲乏力， 神经网络研

究受阻， 多项研究发展缓慢。 北京邮电大学钟义信教授认为， 人工智能有 “结构学派” “功能学派” 和

“行为学派” 三大流派， 他们相互排斥、 你死我活， 宛如盲人摸象， 无法形成统一理论， 是人工智能这

一阶段发展缓慢的内在原因。 “结构学派” 试图通过构造大规模非线性人工神经元来模拟人类的大脑皮

层， “功能学派” 热衷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模拟人脑思维的功能， “行为学派” 喜欢 “机器人” 用刺

激—响应的模式模拟人类的行为。

５ 稳步发展期。 这一阶段大致时间为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年， 借势互联网全面铺展到全世界， 全球人工智

能进入到稳步发展阶段， 不断创新和实用。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１１ 日， 美国 ＩＢＭ 公司研制的并行计算机 “深

蓝”， 击败了雄踞世界棋王宝座 １２ 年之久的卡斯帕罗夫， 在前五局以 ２ ５ 对 ２ ５ 打平的情况下， 卡斯帕

罗夫在第六盘决胜局中仅走了 １９ 步就向 “深蓝” 拱手称臣， 人工智能的标志产品 “深蓝”， 赢得了这

场具有特殊意义的对抗。 创造和引领人工智能研究的麦卡锡在深蓝赢得比赛后感言： “电脑国际象棋得

到很大程度的发展， 遗传学也可能取得类似成就。”

６ 蓬勃发展期。 ２０１０ 年至今， 在移动互联网、 大数据、 超级计算、 传感网、 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

术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强烈需求的共同驱动下，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 呈现出深度学习、 跨界融合、 人机

协同、 群智开放、 自主操控等新特征， 人工智能发展进入新阶段， 迎来了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期。

纵观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 可以看到人工智能的 “无所不能”， 可以看到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的广

泛结合， 早期香农参与奠基人工智能的 “达特茅斯会议”， 当下风光无限的智能机器人写作、 智能机器

人新闻纠错、 智能机器人音视频检索和智能场景创造与再造等现代新闻传播领域的技术应用， 无不宣

示着 “智能传播” 的特殊地位与价值。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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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智能传播现实应用

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的应用结合， 已经得到新闻传播机构的追逐。 由机器人记者自动生成的新闻

报道， 已经成为路透社、 美联社等全球主要通讯社的常态产品， 也是我国中央级媒体的优先发展战略。

随着智能化程度的逐年提高， 音视频文字转换智能技术也开始应用到一些欧美国家媒体中。 智能机器

人的出现， 为遏制虚假新闻提供了重要的武器。

２０１３ 年以来， 美联社的体育与财经新闻部门为了消化更多数据， 挖掘内幕产生高附加价值的内容，

让智能机器参与工作获得更大成果， 并不断尝到甜头。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美联社与其 ２００７ 年投资的科技公

司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ＡＩ） 合作， 开发了一款名叫 Ｗｏｒｄ Ｓｍｉｔｈ 的软件， 撰写财报新闻， 大大提高了美联

社编辑部的工作效率。 此前， 美联社的编辑们每季度只能写出 ４００ 篇财报， 有了智能机器人之后， 每季

度能生产近 ４０００ 篇财报新闻。 ２０１７ 年， 美联社每天有 １５００ 篇新闻稿出自智能机器人之手， 大大提高

了新闻写作效能。

我国也有不少媒体在探索和布局机器人写作， 腾讯、 新华社、 今日头条和第一财经等媒体时尚先驱

抢先试水。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份， 腾讯推出了新闻写作机器人 Ｄｒｅａｍｗｒｉｔｅｒ， 这是由腾讯财经开发的一款自动

写作新闻软件， 根据算法在第一时间自动生成稿件， 瞬时输出分析和研判， 一分钟内将重要资讯和解

读送达用户。［１］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０ 日， 写稿机器人 Ｄｒｅａｍｗｒｉｔｅｒ 发出第一篇稿 “８ 月 ＣＰＩ 涨 ２％创 １２ 个月新

高” 后， 在朋友圈广为流传。 这篇稿子引用了统计局的数据， 还分别有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

余秋梅以及银河证券等分析师对数据的分析和预测， 与媒体记者日常的消息稿无异。［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新华社迎来了 “新员工” 写稿机器人 “快笔小新”。 这一由新华社技术局自主研发

的 “快笔小新” 供职于新华社体育部、 经济信息部和中国证券报， 可以写体育赛事中英文稿件和财经

信息稿件。 “快笔小新” 在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报道的写稿测试中表现出色， 能够生成中英文数据消息，

速度快效果好。 “快笔小新” 在财经新闻报道中同样表现出色， 从一句话的报盘到一段话的公司财报，

再到根据 “行情触发” 写出 “站上 ／ 跌破某某整数点位” 快讯， 正在变得越来越聪明， 写市场行情的稿

子越来越上手了。［３］

在 ２０１６ 年巴西里约奥运会上， 一款由今日头条媒体实验室同北京大学计算机所万小军团队共同研

制的写稿模块 “张小明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ｂｏｔ） ” 大出风头， 奥运会开始后的 １３ 天内， 共撰写了 ４５７ 篇关于羽

毛球、 乒乓球、 网球的消息简讯和赛事报道， 每天 ３０ 篇以上。 “张小明” 的新闻稿囊括了奥运会从小

组赛到决赛的所有赛事， 其发稿速度之快几乎与电视直播同步， 令人咋舌。［４］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中国第一个媒体人工智能平台 “媒体大脑” 由新华社正式发布上线。 “媒体大

脑” 目前提供 ８ 个模块的服务内容， 覆盖从线索、 策划、 采访、 生产、 分发、 反馈等全新闻链路， 让

云计算、 物联网、 大数据、 ＡＩ 等多项技术为媒体赋能， 代表着新华社在探索媒体智能化这一方向上迈

出了重要的一步。

“媒体大脑” 首先意味着对记者感官的强化和延伸， 平台上线后， 摄像头和 “采蜜” 等智能采集设

备将变成记者的 “眼睛” 和 “耳朵”。

智能媒体生产平台通过摄像头、 传感器、 无人机、 行车记录仪等智能采集设备， 结合新闻发生地附

近的多维数据， 实时检测新闻事件， 智能生成数据新闻和富媒体资讯内容等新闻线索和新闻素材提供

给媒体和记者。 专业级录音应用 “采蜜” 实现了将录音内容自动转写为文字的功能， 适用于采访、 会

议等多类场景， 并无缝衔接移动端和 ＰＣ 端， 显著提高了记者的工作效率和内容生产力。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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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新华智云的大数据能力， 用户画像功能可以为媒体提供读者阅读习惯、 位置变化、 行为偏好等

更详细、 精确的信息。 智能分发系统则依托国内一流的新闻分发渠道， 通过大数据在智能硬件等设备

上， 为读者精准推送新闻资讯。 这两者相辅相成， 拉近了媒体与用户间的距离， 从而达到媒体影响力

扩大、 用户体验提升的双赢效果。

新华社抓住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行业深度融合的契机稳步推进这一新型业务， 成为我国 “国字号”

媒体机构新时期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 在 ２０１７ 年阿尔法狗与柯洁进行的围棋人机大战中， 新华社在这

场全球瞩目的重大新闻报道创新大战中占得先机， 在世界各大媒体机构中率先建立由 ＡＩ 驱动的新闻全

链条生产， 在人机协作的研发和运用上走在了欧美同行的前面， 获得了国际国内各方面的肯定。

近几年来， 为遏制海量信息中虚假新闻的泛滥， 中国、 美国、 英国的媒体机构都开发出了新的工具

来帮助新闻事实的核查。 新华社 “媒体大脑” 的人脸核查功能， 为新闻的真实性保驾护航。 基于精准

的人脸识别系统， 可以在海量的图片、 视频素材中确认特定人物， 大大减轻事实核查环节的工作量，

在源头上防止虚假新闻出现。

版权监测功能是新华社 “媒体大脑” 为原创者开辟的一道护城河， 各类原创内容都将纳入 “媒体

大脑” 的保护。 通过对全网近 ３００ 万个站点的监控， 各类内容侵权行为将无所遁形， 抄袭、 洗稿等乱

象将受到有效遏制。［５］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美国苹果公司为了保护用户隐私， 在其 Ｓａｆａｒｉ 浏览器上推出了智能防追踪功能， 该功

能限制利用 ｃｏｏｋｉｅ 来追踪用户的浏览历史。 受此举影响最大的当属广告科技公司， 这些公司大量使用

ｃｏｏｋｉｅ， 通过将在线广告与最可能点击这些广告的用户相匹配， 实现广告价值的最大化。 美国德克萨斯

大学阿灵顿大学的一个团队一直在改进 Ｃｌａｉｍ Ｂｕｓｔｅｒ， 从电视节目和议会辩论中辨认相关信息和证据的

真伪。 在英国， 事实核查机构 Ｆｕｌｌ Ｆａｃｔ 正在开发追踪各类政治声明的工具。 杜克大学也开发出了 Ｓｈａｒｅ

ｔｈｅ Ｆａｃｔ 的小部件， 帮助搜索引擎查找事实检查文章。 同时， 它还建立了一个 Ｃｈｒｏｍｅ 浏览器扩展程序，

在诸如总统辩论这样的新闻现场， 提供即时的弹幕事实检查。 作为虚假新闻的重灾区， 脸书也宣布将

开发一款事实核查类 ＡＰＰ， 以遏制虚假新闻蔓延的势头。 在事实核查工具日渐成熟的当下， ２０１７ 年成

为事实核查工具开发的关键年份。［６］

三、 智能传播理论溯源

自从有了 １９５６ 年人工智能开天辟地的科学家聚会， 就有了 “信源信道信宿理论” 创始人传播学者

香农的参与， 就有了人工智能与新闻传播的不解渊源。 香农的 “信息论” 是传播学者、 社会学者和未

来学者争相拜读的信条， 香农的单向传播行为模式， 奠定了其在传播学学术领域的开拓性地位。

智能传播指的是充分开启人脑动能的基础上， 以超级大数据为依托， 以计算机技术为主轴， 交叉融

入数学、 生理学、 仿生学、 哲学、 心理学、 社会学、 生物学、 语言学、 逻辑学等多类学科， 应用于现代

传播作品组合拼装配送等生产环节、 内容识别和产业管理等的方方面面， 包括智能机器人写稿、 人工

智能 “环境拟态” 和 “场景再造”、 新闻图片智能识别、 新闻素材智能转换 （声音文字转换、 视频文字

转换）、 新闻源头事实核查和新闻内容的个性化推送等。

１ 智能传播改变了传统传播理论的演进步阶。 智能传播是现代传播的新成员， 其多枝蔓多触角发

展裂变渗透融入， 益发显示出在传播递进过程中独树一帜而且无以取代的重要地位， 进一步拓宽了传

播领域的疆土， 壮大了传播理论的势力范围， 传播演进步阶上从此变成了 “原始传播—口语传播—印

刷传播—电子传播—智能传播—未来传播” （见图 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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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传播的演进［７］

２ 智能传播集中了原始传播、 口语传播、 文字传播、 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等全部精华， 又是人工

智能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渗透延伸。 智能传播是每一项传播进阶的传承阶梯， 又是下一项传播进阶

的起点与奠基， 一直连接到 “未来传播”， 并按照各种传播渠道终端的差异、 传播受众人群的不同需求

和要求进行 “智化” “异化” 和 “组合化”， 将人工智能＋现代传播合二为一产生叠加效应的独有传播

功能与传播特色发扬光大。

３ 智能传播是人类智慧与科学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嵌入滋长， 是技术进步与传播市场需求的碰

撞火花， 是新闻传播内容生产技术、 新闻产品分拣分送技术、 音视频文字转换技术、 新闻素材 （虚假

新闻） 甄辩技术 “把关” 技术等的革命性飞跃。 随着智能技术进一步发展， 新闻传播智能应用会不断

深化， 应用手段也会更为多样， 新闻传播智能化程度还将有一个新的飞跃。

４ 智能传播率先应用机器人写稿模块， 大大提高了新闻写作效率， 把更多传统新闻采访记者从繁

杂繁重的重复性体力劳动中彻底解放出来， 使之有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新闻策划、 新闻评论、 深度报道、

产业布局谋划和产业营销与推广等人脑擅长专长的领域， 这是新时期新闻传播生产模式、 产业模式和

管理模式的彻底颠覆。

５ 智能传播是世界新闻传播理论宝库的拓荒性前沿成果， 是人工智能＋现代传播的有机组合， 逐渐

取代传统新闻传播嬗变前行， 是传统新闻传播观念的更新换代与深化升华， 是中国新闻传播人兼收并

蓄、 海纳百川， 丰富与创建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的使命担当。 智能传播在带给新闻传播产业

的爆发式增长的同时， 也让多年一贯制的新闻传播人才 “洗心革面除旧布新”。

当前， 我国智能传播研究方兴未艾，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新媒体传播研究转向人工智能研究， 瞄

准人工智能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技术应用与产业变化， 言必谈人工智能言必谈智能写作等时尚命题。 在

各种各样的论坛期刊上， 随处可见 “人工智能” “机器人写作” 等话题的宏论。 必须引起高度关注的

是， 当下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方向在哪里？ 现下和未来谁可主导谁来主导智能传播？ 是政府机构权力主

导还是技术主导？ 内容主导？ 产业主导？ 笔者更倾向于技术开发与理论研究并行的研究方式， 并综合

考虑国家战略与民族特色， 可能更符合智能传播的研究主旨。

四、 智能传播发展方向

当前， 伴随着人工智能研究热潮， 人工智能产业化应用也正蓬勃发展， 并成为诸多行业转型升级的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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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抓手和创业投资的热门方向。 谷歌、 微软、 脸书以及中国的百度等 ＩＴ 巨头纷纷抢滩布局人工智能

产业链， 力图掌握人工智能时代的主动权。 笔者就曾提出，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对传统行业产生颠

覆性影响， ‘智能＋Ｘ’ 将成为创新时尚。 人工智能将在国防、 医疗、 传播、 工业、 农业、 金融、 商业、

教育、 公共安全等领域取得广泛应用， 催生新的业态和商业模式， 引发产业结构的深刻变革。” ［８］

研究认为， 当下的人工智能系统 “有智能没智慧 （无意识和悟性， 缺乏综合决策能力）、 有智商没

情商 （机器对人的情感理解与交流还处于起步阶段）、 会计算不会 ‘算计’ （有智无心更无谋）、 有专才

无通才 （会下围棋的 ‘阿狗’ 不会下象棋） ” 的短板， 还存在 “数据瓶颈、 泛化瓶颈、 能耗瓶颈、 语

义鸿沟瓶颈、 可解释性瓶颈、 可靠性瓶颈” 等急需解决的问题， 全面考量现代传播理论与人工智能技

术的融合样态， 结合笔者总结的人工智能 １０ 大发展趋势， 智能传播的发展将会朝着以下方向前行：

１ 智能传播从专用智能向通用智能方向发展， 即智能机器人写作会从 “体育智能” “财经智能”

转向 “无所不能大包大揽”，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智能专才” 转向 “智能通才” 是人工智能之大势

所趋， 通用智能是人工智能皇冠上的明珠， 是全世界科技巨头竞争的焦点。

２ 人工智能的普适应用将重塑经济社会格局， “人工智能＋Ｘ” 应用范式日趋成熟， ＡＩ 向场景和行

业快速渗透融合进而重塑整个社会发展， 这是人工智能驱动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最主要表现方式。 智能

传播即是 “人工智能＋Ｘ” 应用典范， 有望在 “人工智能＋Ｘ” 优先发展并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就。

３ 脑科学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协同发展优势日益显著， 北京师范大学的神经认

知传播研究在吾舍尔院士领衔下， 使得学校既有的生理学、 仿生学、 哲学、 心理学、 语言学、 逻辑学

等学科底蕴和喻国明教授团队擅长的新闻传播产业经济研究成果相得益彰， 已经占据全球前沿高地。

４ 人机混合智能将是未来的主流智能形态， 混合智能将人的作用或认知模型引入到人工智能系统，

通过人机协同可以高效解决复杂问题。 情感计算使人工智能更有 “温度”， 逻辑智能、 情感智能和人机

“共情” 大有可为， 人机一体人机共情使得音视频检索成为可能， 并且为音视频传播的技术管控与内容

把关做出贡献。

５ 人工智能产业生态系统的构建成为竞争制高点， 基础平台开源化已经在百度 （自动驾驶 Ａｐｏｌｌｏ

开放平台）、 谷歌 （基础平台 Ｔｅｎｓｏｒ Ｆｌｏｗ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基础平台 Ｔｏｒｃｈ ｎｅｔ）、 微软 （基础平台 ＤＭＴＫ） 和

ＩＢＭ （基础平台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ｌ） 全面运用。

６ 新闻稿件批量生产， 一场新闻发布会， 在智能传播时代可以变化出多种多样的新闻稿件， 通讯

社 （会议组织方） 可以根据不同新闻单位的需求， 一次性快速批量生产出文字类的 “长篇通讯” “现

场速评” “广播稿” “电视稿” “ＰＣ 网络稿” “手机网络稿” “新闻客户端稿” 及杂志社需要的 “学术

论文稿”。

７ 智能场景将 “粉墨登场”， 随时应用于电视节目制作现场、 电影电视剧拍摄合成厂棚， “环境拟

态” 变得轻而易举， “议程设置” 唾手可得。 在此智能背景下的智能主持多变出镜， 在 “智能魔法” 变

奏曲引领下， 既可以充当风华正茂英俊少年， 也可以瞬间变为秃顶白发儒雅智者， 既可以做 “韩乔生

式” 段子手， 也可以合身为 “黄健翔式＋宋世雄式＋段暄式” 的百搭混搭解说员， 还可以在一个节目中

“变脸” 为 １８ 岁到 ８１ 岁的 “主持穿越”。 因此， 现时的热门专业有可能最先下岗， 第一线的现场采访

记者、 化妆师、 舞美师、 灯光师等成为 “濒危职业”。 斯坦福教授卡普兰做了一项统计， 美国注册在案

的 ７２０ 个职业中， 将有 ４７％被人工智能取代。 在中国， 这个比例可能超过 ７０％。

８ 智能化信息纠偏将在新闻传播领域广泛应用， 智能传播不仅仅可以使新闻稿件 “出口成章”， 而

且可以使 “出口成章” 不再有口误笔误， 既往主持人提心吊胆生怕念错稿件 （特别是重大新闻稿件）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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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智能把关人” 将守卫在新闻传播生产线传播线的每一环节， 将虚假新闻、 重复新

闻、 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图片音视频等不良信息彻底消灭， 这是未来智能传播内容生产与传输的新

方向。

９ 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受到更加广泛的关注， 智能化社会矛盾与智能化社会问题将 “出乎意料”，

人工智能社会学的研究应该在国家有关部门支持下提前规划， 未雨绸缪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深入分析

人工智能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文化艺术等发展的可能影响， 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与法律法规， 规避可能

风险， 确保人工智能与智能传播发挥出更多更广的正面社会效应。

１０ 智能传播伦理问题日益尖锐， “人类控制人工智能” 还是 “不断发达的人工智能控制人类消灭

人类”， 会时时困扰人类社会。 在云技术、 超级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社会里， 人与自然的

边界越来越模糊， 男女边界长幼边界种族边界亲疏边界或远或近， 人类想象力创造力无限延展扩张，

引发出很多的伦理问题是以往道德伦理无从涉及甚至不可思议的。 这就需要人工智能技术精英时刻紧

绷传播伦理这根弦， 让技术与伦理道德和谐共处。

为了在 “智能＋Ｘ” 方面有所作为， 笔者率团队在湖南工业大学创立了人工智能学院， 并在有关方

面的推进下与中科院、 中南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 湖南工业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浙江传媒学院、 北

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等联合筹建 “中国智能传播研究院”， 开创出世界上最先进的智能技术＋中

国第一流新闻传播理论相结合的经典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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