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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机器代替人类全自动生产的新闻， 机器人新闻自产生以来就受到社

会的广泛关注。 目前人们对机器人新闻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它具有精确性优势和可读性差的致命缺陷。 然

而， 从机器人新闻的生产原理和实践过程来看， 它既具有精确性的一面， 也存在出错的可能性， 不能仅仅

基于对电脑程序的表面认识和对科技的迷信而忽略了机器人新闻存在的犯错风险； 机器人新闻虽然是由电

脑程序套用既有新闻模板生产的， 但它能够做到多样化、 个性化， 有立场、 有感情， 有 “温度”、 有 “人

性”， 以可读性差来否定机器人新闻难以成立， 更不能以主观臆断机器人新闻具有可读性差的致命缺陷而

认为人类记者就可以高枕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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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新闻 （ ｒｏｂｏ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又称机器撰写的新闻 （ｍａｃｈｉｎｅ－ｗｒｉｔｔｅｎ ｎｅｗｓ）、 自动化生产的新闻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计算机生成的内容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 算法新闻 （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ｉｓｍ） 等等， 是指利用计算机、 互联网技术搜集、 分析数据信息， 发现有价值的新闻事实， 并利用自然

语言生成技术自动生成的新闻。 机器人新闻的产生使人类第一次实现了由机器代替人类进行全自动新

闻生产， 它是近年来大数据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产物。
“机器人新闻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产方式” ［１］ ， 在业界引起了巨大震动， 在学界和社会上也

引起了广泛反响。 “近两年来， 国内外新闻业界和学界都在热议 ‘机器人新闻’。” ［２］ 梳理国内有关机器

人新闻的观点发现， 人们普遍认为， 相比于人类记者采写的新闻， 机器人新闻具有精确性优势， 同时

又具有可读性差的致命缺陷。
那么， 相比人类记者采写的新闻， 机器人新闻是否具有精确性优势和可读性差的劣势？ 本文对此进

行分析探讨。

一、 机器人新闻的精确性

精确， 是人们对新闻稿件报道新闻事实的基本要求和评判新闻报道质量的基本标准， 是指新闻稿

件在叙述新闻事实时， 构成事实成分的时间、 地点、 人物名称、 数字、 引语、 事件原因、 结果等都做

到准确无误， 没有任何差错。 新闻报道是人们获取外界信息， 认知外界事物和做出判断、 决策的重要

参考依据， 因此精确和真实一样都是新闻的生命， 事关新闻报道、 新闻媒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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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新闻这种全自动化生产的新闻， 目前许多人认为它相比人类记者采写的新闻具有精确性优势， 并

因此而对其大加肯定。
（一） 认为机器人新闻具有精确性优势的逻辑

机器人新闻作为一种主要利用电脑程序自动搜集、 分析数据信息， 并套用既有新闻模板撰写而成

的新闻， 自产生以来， 人们几乎一边倒地肯定它具有精确性优势， 认为相比人类记者采写的新闻， 它

能做到更少出错， 更精确。 如 “机器人新闻相比人类记者具有的优点是错误较少， 精确”， “比人类记

者出错更少” ［３］ ； 机器人新闻写作在 “精确性” 方面 “具有独特优势” ［４］ ； 机器人新闻 “可以做到精

确、 迅捷的生成和发布”， “差错率远低于人工写作” ［５］ 。
人们认为机器人新闻具有精确性优势， 主要基于以下逻辑：
１ 避免了人的主观性和人为干预

一些人认为， 机器人新闻生产， 它是由电脑按照既定程序自动搜集、 分析数据信息， 套用既有模板

自动撰写新闻， 不像人类记者采写新闻那样主观； 同时与人类记者采集数据信息、 撰写新闻不同， 它

自动生成新闻， 自动发布， 避免了人为的干预， 更客观。 如 “相对于人类记者常用的 ‘质化’ 信息采

集方式， 机器人新闻则完全自动采集、 加工和发布”， 因此具有 “准确” 的特点。［２］

２ 电脑对数据的收集处理比人精确

机器人新闻是一种基于数据的发生和变动， 以数据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新闻。 许多人认为， 在对数

据的收集、 计算、 分析等方面， 特别是对大量的、 复杂的数据的收集、 计算、 分析方面， 电脑比人脑

更不易犯错， 更准确， 因此， 机器人新闻相比人类记者采写的新闻会更少出错， 精确性更高。 如新闻

机器人 “长于处理在人类看来琐碎、 庞杂的数据信息， 通过既定程序对既定算法的实现， 可以保证生

成文本在新闻要素、 新闻事实、 引用数据等方面的完整和准确”； “严格遵守程式设定的数据采集和分

析规则， 套用标准的新闻格式， 使出错概率降至极低” ［６］ ； “面对庞大的数据， 它的精确性也无与伦

比” ［７］ 。
正是基于以上两方面的逻辑， 很多人认为机器人新闻相比人类记者采写的新闻具有精确性优势。
（二） 机器人新闻存在出错风险的原因

应该说， 人们认为机器人新闻具有精确性优势在逻辑上是成立的， 但对机器人新闻的生产原理和

过程的认识并不全面， 以致对机器人新闻的精确性认识存在一定的片面性。
１ 机器人新闻生产同样渗入了人的主观意志和偏见

虽然从表面和机器人新闻的具体生产过程来看， 机器人新闻是由电脑程序自动完成的， 一般没有

人为干预 （少数媒体设有最后人工审核把关环节）， 也不像人类记者采写新闻那样凭人的主观意志， 但

并不是说机器人新闻生产就没有 “人” 的参与， 没有掺进 “人” 的主观意志， 因为机器人新闻的数据

搜集、 过滤、 分析程序， 套用的新闻价值判断模板、 新闻报道模板都是事先由人设计、 编制的， 新闻

机器人执行的是设计人的设想和设计， 体现的是设计人的意志， 甚至不可避免地带有设计者的偏见。
德国传媒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就曾指出， 软件产品中已经事先被嵌入了权力结构， 设定了 “有

限性、 许可、 特权和障碍” ［８］ 。 所以机器人新闻生产， 并不是没有人的参与， 没有人的意志， 因此它就

不可能是完全客观、 完全中立的； 还有， 新闻机器人既然是人的设计， 也就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 就

有可能存在不全面、 不完善的地方。 这些都可能影响机器人新闻报道的精确性。 正因为如此， 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 Ｔｏｗ 数字新闻中心曾发布 “算法新闻责任报告”， 提出新闻机构要 “告知公众机器人在实际

运行中带有的偏见、 所犯的错误”。 《纽约时报》 也设立专门网页， 对其机器人新闻的算法原理进行了

通俗易懂的详细解释， 并 “对该机器人算法存在的偏见直言不讳” ［２］ 。
２ 新闻机器人对数据质量的判断、 真伪的甄别存在缺陷

８０１



第 ３ 期 王　 勇　 王　 磊： 论机器人新闻的精确性和可读性

虽然在数据信息特别是大量的、 复杂的数据信息的录入、 计算、 分析方面， 电脑比人脑更不易犯

错， 精确性更高， 但是在对数据信息的质量的判断、 真伪的甄别等方面， 新闻机器人可能比不上经验

丰富的人类记者， 特别是在机器人新闻的生产实践中， 对数据信息质量的判断、 真伪的甄别等方面存

在缺陷。
机器人新闻， 是人类根据某类新闻的通常发生规律， 设计编制一套程序去搜集、 分析数据信息， 并

根据数据信息的发生或变化判断它的新闻价值， 然后套用既有新闻报道模板生成新闻， 它对数据信息

的搜集、 分析和新闻价值判断是设计者根据一定的模式设定的。 例如， 谷歌开发的 “维基百科实时监

测机器人”， 它的程序设计逻辑是， 在维基百科全球 ２８７ 个不同语言的版本中， 如果多人同时对同一个

条目的内容进行修改更新， 就判断为一条重大新闻正在发生， 它就自动进行数据信息抓取和报道。 这

种设计的好处是， 报道全自动化， ２４ 小时全天待命， 报道快速， “一触即发”， 只要有数据信息发生或

变动符合程序的设计逻辑， 它就自动启动， 抓取数据信息报道新闻； 不足之处是， 它对数据信息的分

析和判断是模式化、 机械化的， 分析和判断的依据就是设计逻辑， 对符合设计逻辑的数据信息的真伪、
质量不做分辨、 甄别， 一律采纳。 比如 “维基百科实时监测机器人” 只要发现 “多人同时对同一个条

目的内容进行修改更新”， 它就自动抓取数据信息进行报道， 而不会对 “多人同时对同一个条目的内容

进行修改更新” 的原因和真伪进行分析和辨别， 可是实际上 “多人同时对同一个条目的内容进行修改

更新” 就存在虚假新闻、 谣言甚至人为操纵等多种可能， 这样就可能导致维基百科实时监测机器人采

集的数据信息及生成的报道不准确。 “如果其信源比较权威， 机器人新闻出错的可能性较小； 但如果其

信源来自社交媒体， 机器人记者就可能被操纵”； “机器人 （算法） 既可以快速地采集和发布新闻， 也

可以快速地犯错。 而且， 因其高效率和人无法干预， 它一旦犯错造成负面影响波及面更广” ［２］ 。
总之， 从对数据的精确计算能力和在具体报道过程中免于人为干预等方面来看， 机器人新闻具有

精确性优势。 相比人类记者， 新闻机器人对数据信息的计算处理不易出错， 对数据信息的分析报道也

更客观； 但是从对所搜集的数据信息的质量的判断、 真伪的甄别来看， 机器人新闻也存在出错的风险。
相比社会经验丰富的人类记者， 新闻机器人仅根据设计逻辑机械地判断和搜集数据信息， 对搜集的数

据信息的质量和真伪缺乏深入分析和仔细甄别， 因此有可能因源头数据有问题而导致报道犯错。 此外，
机器人新闻还有可能因程序设计存在片面或偏见而导致新闻报道出现误差。 因此， 既要认识到机器人

新闻具有精确性的一面， 也要认识到它存在出错的可能性， 而不能笼统地说机器人新闻具有精确性

优势。

二、 机器人新闻的可读性

可读性是新闻报道适合人们阅读、 吸引人们阅读的程度， 是影响新闻传播效果的重要方面， 在当今

信息爆炸、 人们注意力有限、 “眼球争夺” 空前激烈的时代， 可读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新闻报道

的成败， 因此， 可读性是评判新闻报道质量的重要指标。 对机器人生产新闻这种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

机器替代人类进行新闻内容生产的新闻生产方式， 一些业界、 学界专家并不看好， 认为相比人类记者

采写的新闻， 新闻机器人生产的新闻存在可读性差的缺陷， 并将其作为否定机器人新闻的重要依据。
（一） 认为机器人新闻可读性差的逻辑

自工业革命以来， 越来越多的产业工人被机器取代， 而新闻记者作为 “知识工人” 一度高枕无忧。
但机器人新闻的产生第一次让从事神圣的内容生产的编辑记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机器人新闻

的发展激起了新闻内容生产者的恐慌， 担心机器的内容生产可能将终结新闻编辑室的工作” ［３］ ； “一些

人在担心这些不知疲倦、 不需报酬且努力工作的 ‘家伙’ 是否会抢走自己的饭碗” ［９］ ； “有些人因此预

言， 机器新闻将会取代新闻记者， 成为未来新闻构建的主力军， 传统的新闻工作者将面临失业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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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地” ［１０］ ； “一些媒体已经径直宣布计算机很快将取代记者” ［２］ 。
然而， 一些人认为， 相比人类记者采写的新闻， 机器人新闻存在一个致命缺陷： 可读性差。 一些媒

体记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将机器人新闻的可读性缺陷看作 “救命稻草”。 “面对来势汹汹的机器人新闻，
记者们往往指出， 机器生产内容的质量低下或一般” ［３］ ； “记者们往往质疑机器人新闻的内容质量， 认

为它们只能满足读者对清晰和准确信息的最低要求， 通常认为机器人新闻缺少精妙的描述， 机械化且

无聊” ［１１］ ； “ ‘机器人记者’ 的报道必然是单调、 乏味的， 这样的报道已经无法满足受众的品位需求，
得不到读者的喜爱。 这是 ‘机器人记者’ 在文风方面的劣势” ［７］ 。 可读性差也成为当前许多人否定机器

人新闻的重要依据。
一些人断定机器人新闻可读性差主要基于以下逻辑：
一是新闻报道的模式化。 机器人新闻依靠自然语言生成技术， 套用既有的新闻模板自动生成新闻，

因此新闻报道具有模式化的特点。 “机器人记者完全依靠人工录入的知识库和模板”， “新闻稿件呈现出

模式化、 固定化、 单一化、 同质化的特点” ［１２］ 。
二是缺乏立场和情感。 新闻机器人不像人类记者那样有血有肉， 有立场有感情， 也不可能像人类记

者那样带着立场和感情去选择新闻报道的主题， 采集新闻报道素材， 撰写新闻稿件， 因此机器人新闻

缺乏人类记者采写的新闻所具有的立场和所包含的感情。 “从机器人手中传递出来的新闻虽然是新鲜的

却是冰凉的”， “因为机器本身没有办法判断情绪” ［９］ ； “新闻是有 ‘温度’ 的， 机器人做新闻却没有

‘温度’， 很可能在昙花一现之后， 优雅地死掉” ［１３］ 。
正是基于以上逻辑， 一些人认为机器人新闻存在可读性差的致命缺陷， 无法对传统的新闻生产方

式构成挑战和威胁。
（二） 可读性差不是机器人新闻的致命缺陷的原因

从上可知， 一些人认为， 机器人新闻具有报道模式化、 缺乏立场和情感， 因此具有可读性差这一致

命缺陷。 但是从机器人新闻的生产原理及实践来看， 以上两点并不成立， 机器人新闻并不像有些人所

断定的那样可读性差， 更不是其致命缺陷。
１ 机器人新闻可以多样化、 个性化

虽然机器人新闻的生产， 不管是新闻报道的主题、 角度、 结构， 还是写作语言都是套用既有的模

板， 但说 “机器人新闻目前主要仍是基于少数几种有限的模板， 风格和语调较为生硬” ［２］ 就不太准确，
实际上机器人新闻生产所能套用的新闻报道模板数量非常多， 比如被美联社、 《纽约时报》、 雅虎等美

国著名媒体引入使用的新闻机器人 Ｗｏｒｄｓｍｉｔｈ， 就有 “超过 ３ 亿可使用的新闻写作模板”， “且随着机器

人记者应用领域的拓展， 这一规模还在不断扩大” ［６］ 。 而且从理论上来说， 新闻机器人可以将其认为合

适的人类已有的所有新闻写作模板都储存起来供其选择使用。 而当新闻机器人在新闻生产中所能套用

的写作模板足够丰富时， 其在新闻生产中实际所选择的写作模板也足够丰富多样时， 比如 ２０１４ 年

Ｗｏｒｄｓｍｉｔｈ 就创造出 １００ 多种报道类型， 新闻机器人所生产的新闻产品就不会给受众以 “模式化、 固定

化、 单一化、 同质化” 的感觉。
而且在机器人新闻生产实践中， 有的新闻机器人能够灵活使用基本故事模板， 它结合元数据， 组合

使用， 花样繁多， 例如根据主语的单复数而配套使用相应的动词形式， 或者变换使用同义词， 从而使

文本读来不那么单调、 枯燥； 还有的新闻机器人还会在报道文本的生成过程中加入随机因素， 并且可

以选择多种复杂的叙事语气 （如 “冷漠的”、 “自信的”、 “悲观的” 和 “充满激情的” 等等）， 以让文

本显得更多样。
所以新闻机器人虽然是套用既有的新闻报道模板来生产新闻， 但它在实际生产中不断变换模板，

灵活使用不同的句子和用词， 从而能有效避免新闻产品的模式化、 单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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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随着自然语言生成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成熟， 机器人新闻报道不但可以避免模式化， 而且可

以实现个性化。 它突出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针对特定受众提供有针对性的新闻服务， 实现新闻服务的 “个性化”。 如叙述科学公司能依据

受众群体特征选择报道角度和内容， 比如针对某球队的支持者进行赛事报道时， 尽量避开使用负面消

息和用词； 腾讯公司的新闻机器人 Ｄｒｅａｍｗｒｉｔｅｒ 在财经报道方面， 针对不同目标用户的个性化需求， 同

步推出 “研判版” 和 “民生版” 两个个性化版本； 有的新闻机器人甚至根据不同受众群的语言表达习

惯提供不同表达方式的新闻作品， 比如 “９０ 后” 群体、 女性群体、 低文化群体等在语言表达习惯上存

在差异， 新闻机器人能针对他们的语言表达习惯分别提供不同表达方式的新闻作品， 实现同一新闻题

材针对不同受众群体提供不同表达方式的个性化新闻服务。
二是模仿特定媒体或人物的写作风格， 实现报道的 “风格化”。 新闻机器人通过学习， 可以模仿一

些媒体的报道风格， 比如新闻机器人 Ｗｏｒｄｓｍｉｔｈ 能模仿美联社的 “平实” 新闻风格， 经过调整后也可以

模仿 ＮＰＲ 的 “华丽的” 或 “更人性化的” 新闻风格； 有的新闻机器人还可以模拟知名记者或作家的写

作风格， 实行文风的定制。 新闻机器人主要学习和套用以往新闻作品和记者所使用的词汇来组成句子，
生成新闻作品， 对知名记者或作家的句式和用词习惯的学习和模仿能使其作品呈现出某位知名记者或

作家的写作风格， 如叙述科学公司的垒球报道， 就主要学习和模仿了 ２０ 世纪早期知名体育评论家林·
拉德纳的写作用词习惯， 呈现出林·拉德纳的报道风格。

总之， 机器人新闻可以实现报道的多样化、 个性化， 避免单调、 同质、 呆板、 枯燥。
２ 机器人新闻也可以有立场和情感

随着智能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新闻机器人越来越 “聪明”， 语言学习能力越来越强， 语言表

达能力也越来越强。 有实验表明， “如果对机器人写作所依托的模板更加精致化， 乃至通过输入 ‘悲

伤’ ‘快乐’ ‘崇高’ 等词语， 机器人便可以遣词造句， 极为迅速地写出符合上述需求的， 注入了更为

细腻情感的文字。” ［４］一些新闻机器人开发者也通过总结人类记者在新闻报道中表达立场和感情的方式，

并让新闻机器人学习， 从而使新闻机器人在新闻生产实践中能用合适的句子和语言表达立场和细腻的

感情。 美联社表示， “机器人写作软件按照程序使用不同语气的能力越来越强”， “如将读者喜好的语

气、 角度甚至幽默融入一篇报道之中， 以机器人报道篮球赛事为例， 可能机器人会用同样的数据生成

两个版本的新闻： 一个版本为获胜球队的粉丝所写， 一种欢天喜地的气氛； 另一个版本则是为失败的

球队准备的， 读起来让粉丝沮丧低落” ［９］ 。 ２０１７ 年， 南方日报的新闻机器人 “小南” “写的春运火车票

的新闻中采用了不少卖萌的句子”， “小南” 开发者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万小军坦承：

“这也是把我们的新闻记者的语言表达做了很好的总结， 最后使我们的机器人也能这样表达出来。” ［１４］

他说他们对新闻机器人的进一步改进目标就是让新闻机器人 “在写稿中加入态度和立场， 让稿件更加

生动和具有人性” ［１５］ 。 因此， 虽然新闻机器人是没有血肉、 没有思想和感情的程序和机器， 但它们可以

通过模仿和学习人类， 从而像人类一样生产出有立场和感情、 有 “温度” 和 “人性” 的新闻作品。
总之， 机器人新闻并不是像一些人想当然认为的那样存在报道模式化、 固定化、 单一化、 同质化，

没有感情和 “温度”， 可读性差等致命缺陷， 机器人新闻不但可以做到快速生产、 以数据说话， 而且可

以做到报道多样化、 个性化， 有立场、 有感情。 实际上， 在国外， 经新闻机器人生成的 “财经和体育

类新闻报道， 大多数读者都无法将其与人类记者生产的新闻区别开来” ［２］ ， 在我国， “从今日头条的用

户反馈来看， 很多人没有区别机器人的稿子和记者的稿子” ［１５］ 。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 在可读性方面，

目前机器人生产的新闻与人类记者采写的新闻已经没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而且随着新闻机器人的不断

进步， 机器人新闻的可读性会不断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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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 　 　 语

机器人新闻是当今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进步的产物， 是人类不断引进和采用最新科学

技术改进新闻生产、 提高生产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的结果。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机器代替人类全

自动生产的新闻， 机器人新闻自产生以来就在新闻业界引起极大的震动， 也受到了学界和全社会的广

泛关注。 对电脑程序自动生产新闻这种对新闻行业产生巨大冲击的革命性新闻生产方式， 人们最关注

的是它相比传统新闻生产方式具有哪些优势和不足。 然而就像对所有新技术、 新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

由模糊到清晰、 由肤浅到深入、 由片面到全面、 由偏差到准确的过程一样， 目前对机器人新闻也存在

一些不够深入、 不够全面的认识。
一些人基于电脑程序的精确计算能力和在具体报道过程中免于人为干预表象， 认定机器人新闻具

有精确性优势， 但是， 由于对搜集的数据的质量和真伪缺乏深入分析和仔细甄别， 以及程序设计可能

存在片面或偏见， 机器人新闻也存在出错的风险。 我们既要认识到机器人新闻具有精确性的一面， 也

要认识到它存在出错的可能性， 不能仅仅基于对电脑程序的表面认识和对科技的迷信而忽略了机器人

新闻存在的犯错风险。 从某种意义上看， 正由于机器人新闻出错的风险具有隐蔽性， 容易被人忽略，
加之机器人新闻生产速度快、 效率高、 生产量大、 人为干预少， 一旦犯错影响面大， 因此尤其需要警

惕， 切不可盲目迷信其精确性。
另外一些人则基于机器人没有 “人性”， 报道新闻主要套用既有的新闻模板而断定机器人新闻具有

模式化， 缺乏立场和感情， 因而可读性差的致命缺陷。 但实际上， 新闻机器人在新闻生产中能够灵活

使用丰富多样的模板、 句子和用词， 从而使报道呈现出多样化； 而且随着新闻机器人的语言学习能力、
表达能力越来越强， 新闻机器人还可以实现报道的 “个性化”、 “风格化”， 甚至可以像人类一样生产出

有立场、 有感情， 有 “温度”、 有 “人性” 的新闻作品。 因此， 以可读性差来否定机器人新闻难以成

立， 更不能以主观臆断机器人新闻具有可读性差的致命缺陷而认为人类记者就可以高枕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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