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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在2023 AI+智媒科技
大会主题分享环节，抖音集团资讯中心
总经理徐一龙围绕“技术、创新与新闻
专业主义”展开演讲。他提到，“技术与
创新，一直是都市报、市场化媒体的核
心竞争力”，并分享了自己职业生涯里
的几个小故事。

“我记得1997年，我在一家都市报
实习时，那家刚刚成立两年的都市报很
快就成为本地销量和影响力第一的媒

体，当所有人都在讨论体制机制的不同
时，其实很多人忽视了技术创新。因为
我当时所在的报社，是当地第一个在采
编流程全面使用计算机的报社。”徐一
龙回忆道，“当年，当同行们回报社还在
用纸笔写稿时，我已经在电脑前编写稿
件，新技术确实给媒体的生产效率带来
了极大提升。”几年以后，徐一龙在另一
家都市报做编辑时，他还发现了另一个
创新——都市报系统内的通联体系，这
个体系让各地的都市报可以在当天交
换各自报社的原创稿件，让各家报纸刊
载内容的时效性大为提前。

在徐一龙看来，率先使用电脑，是内
容生产领域的创新；创建通联体系，是内
容分发领域的创新，是拥抱技术、勇于创

新最好的例证，这个基因延续下来，是全
国各家媒体能够转型成功的重要原因。

“封面科技是由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旗下的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发起，骨
子里是有基因的传承。”大会上，徐一龙
提到，华西都市报是全国第一张都市
报，全国知晓，当前对于年轻人来说，华
西都市报的数字孪生媒体封面新闻更
是走进了全国视野。他举例道：“目前
封面新闻在抖音的粉丝有3217万，仅
2023年的播放量已经达到204亿。这
204亿的每一个‘看见’，都增加了封面
新闻的影响力。”徐一龙认为，封面新闻
一直有一个很独特的标签，就是技术。
说到这里，他又分享了一个故事。2015
年，封面新闻领导带队去他所在的公司

调研，让他记忆犹新的，是当时探讨得
最多的关键词——技术。

随着互联网的到来，技术更是渗透
到了媒体的方方面面。除了技术的发
展，徐一龙补充道，在这个传播技术发
达的时代，新闻的专业主义成为非常显
性的核心竞争力。他向与会嘉宾分享
了抖音的传播机制，并表示，抖音一直
非常重视媒体的内容，重视体现媒体专
业主义的优质内容。

演讲最后，徐一龙认为，“技术、创
新和新闻专业主义，作为市场化媒体的
基因，一定会在移动媒体和未来的信息
世界，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邹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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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集团资讯中心总经理徐一龙：

技术和创新一直是市场化媒体的核心竞争力

11月15日，2023 AI+智媒科技大
会在成都举行，大会现场，中国信息通
信研究院教授级高工、中国通信标准化
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主席杨崑
以《AI技术在传播领域的趋势研究》为
题进行了精彩的演讲。

AI发展进入了全面融合新阶段

杨崑介绍，AI的市场规模在近年来
处于快速增长中。全球AI市场规模预
计2023年达到2496亿美元；国内AI市
场规模预计2023年达到388亿美元，到
2027年市场规模将增长至1150亿美
元。在这一轮增长之中，AIGC是目前
发展的热点领域，可以将现实世界内容
迁移至数字世界（孪生能力），也可以将

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内容互通并辅
助现实世界的内容生成（编辑能力），最
终希望能向模仿人类的创作能力迈进
（创作能力），为应用创新赋能。AIGC
在文字、语音以及图像视频等领域发展
形成了从识别到生成的能力矩阵，并在
日常办公、传媒、影视娱乐、电商等场景
较快落地。

“AI+”应用推动媒体进步

杨崑认为，AIGC在媒体领域的应
用推动了产业的全面进步，随着智能技
术在全过程中的广泛应用，新闻媒体机
构可实现高效策划节目，实现跨场景报
道，隔空全息互动等方式，解决了时空
因素的限制。AIGC技术可运用于媒体
工作中的内容创意、内容制作、内容宣
发等生产全链路。在内容创制、视频剪
辑、文稿修改、内容校对等各环节中优
化传统工作模式、工作形态和工作流
程，提高媒体生产运营效率；实时智能
生成图像、视频和音效，打造可视化和

可听化新闻，提供更符合用户需求的媒
体新闻内容。

AI+媒体内容生产正向更复杂的
方向演进，随着音频、实时性、互动性的
相互融合的沉浸式体验增加，会迎来一
个全新的全维媒体内容时代，而AI+是
无限优质内容供给的保障。

“AI+”带来媒体运行形态的改变

杨崑认为，AI+使得媒体平台可以
激发创作者生产内容积极性并通过算
法赋能不断追求更高质量的内容。同
时，AI+也给媒体信息流推送服务带来
创新可能，针对用户个性化需求，通过
输入判断精准生成所需要的高质量信
息，以及所需要的信息呈现方式，进而
形成针对用户的娱乐化内容、教育内
容、音乐、新闻组合、应用甚至广告。AI
系统与现有的信息流之间并不是替代
关系，而可能成为新的一种信息生产与
交付方式，社交与内容平台会更精准高
质量地通过AI生成信息。

“AI+”时代媒体应建立自己的算法

互联网供过于求的海量信息、虚假
新闻、无效信息、低俗内容等成为受众的
困扰，算法可以帮助受众接收对自身有
效的新闻。杨崑认为，目前算法在应用
中暴露出一些问题：精准推送导致信息
窄化，受众长期沉浸于同质化的信息而
坠入“信息茧房”；算法推荐推送的标准
是受众的兴趣与需求，在点击量是唯一
评判准则的标准下，导致部分低俗、恶
俗、庸俗的信息被大量推送给受众；群体
极化与过度娱乐被放大，算法推荐不代
表推送的新闻信息就是社会的重要话
题。在“AI+”时代，媒体应该建立自己
的媒体算法思维，对于算法进行优化调
整，解决存在的现实问题。另外，还要针
对“AI+”时代新的状况提出可行的应对
方案，要在准确把握大模型等技术带来
的影响基础上，建立符合新情况的理论
标引和工具手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闫雯雯

信息通信专家杨崑：

AI技术将影响媒体的全环节及最终业态

清华大学教授陈昌凤：

人工智能正在催生传播新模式

生成式AI正在革新知识生产

如今，人工智能已经渗透进人类生
活、工作的各个领域。无论是媒体的融
合升级，还是世界各个国家的发展战略，
都将人工智能纳入其中。因此陈昌凤认
为，人工智能已经进入到深层的应用阶
段，在这一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革
新知识生产，从而改变人类认知。

北京时间11月7日凌晨，Open AI
举办首届开发者大会，作为相关领域的
研究学者，陈昌凤渴望见证AI的最新
发展。大会也不负她的期待，会上展示
了许多前人无法想象的生成式人工智

能应用场景。
“对我来说，很震撼的一个应用是

你输入的信息可以多到什么程度？可
以输入到类似于300页的书那么多。”
她解释，比如你将一本300页的书输入
人工智能AGI，它就可以形成摘要、解
读，还可以与读者进行交流。

在陈昌凤看来，这是人工智能AGI
的一次颠覆性革命。生成式人工智能
正在改变知识生产模式，它不仅可以
读、听，还可以说，甚至可以跟人类进行
互动。

AI改变着新闻传播的模式

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在催生新闻传
播新模式。陈昌凤描述了人工智能在
新闻采编过程中的一个应用场景：记者
将采访对象的简历输入人工智能应用
软件，要求它“拟出10个深思熟虑、敏

锐的采访问题”，软件就可以交出一份
精彩的采访提纲。

除了类似小场景的应用，大模型也
有机会在媒体行业落地，在人工智能赋
能下，策、采、编、审、发、评全流程、全链
条都可实现数智化。

陈昌凤特别提到了封面科技设计
的大模型应用：“我们可以看到，封面科
技现在确实是非常快速的，已经把大模
型过渡应用、落地到小模型来垂直化训
练，并且用媒体的数据来训练。”

数据是生成式AI时代的中心

分享的最后，陈昌凤也剖析了中国
在人工智能发展中面临的挑战——数
据的限制。

她认为，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
数据就是中心。“比较可惜的是，中国没
有经过从数字化时代到数据化时代非

常好的转向，很多数字化信息，还没有
办法形成结构化的数据，这就导致现在
中文的可用数据是非常有限的，这对我
们整个中华文明发展是很大的一个挑
战。”她说。

因此，陈昌凤呼吁媒体工作者能够
真正担起一些责任，不只是做好一个新
闻报道，还要想到为未来、为中华文化
和文明多作一些基础性贡献，多作一些
数据的贡献。而且，这些贡献最好不要
限制于中国范围内，最好能够在国际上
造成影响，也就是对外传播。

新闻工作者会被人工智能替代
吗？分享中，陈昌凤也没有绕开这个问
题。她说：“人工智能有可能让很多人
失去职业，但是最先占领技术高点，最
先理解并推动、使用技术的人，他是永
远不会被替代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菲

智驱媒联，生生不息。11月15日上午，2023 AI+智媒科技大会在成都举行。会上，清华大
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进行了题为《人工智能时代新闻传播模式的创新》的主题分享。

她认为，生成式AI正在颠覆知识生产方式，也催生出新闻传播新模式。同时，她呼吁年轻媒体工
作者拥抱前沿科技，并且能够担起责任，为中华文明的传播作基础性的、数据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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