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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对新闻传播产业的影响与变革：以人工智能为例

林子斐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　江苏苏州　215000

摘　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它对各个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包括新闻传播产业。人工智能在新闻生产、信息

推荐和内容审核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将探讨人工智能对新闻传播产业的影响和变革，并分析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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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工智能对新闻传播产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提高了

新闻生产的自动化程度、丰富了新闻信息的数据维度、实现

了个性化推荐和提升了内容审核能力。这些变革使得新闻传

播更加智能化、精准化和互动化。

一、数字技术与新闻传播产业的研究目的与意义

研究数字技术对新闻传播产业的影响与变革，对于推

动新闻传播产业的创新发展，提升新闻传播的效果和价值，

以及培养新时代的新闻传播人才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数字技

术对新闻传播产业的影响与变革，有助于我们了解数字技术

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为相关政策的

制定和新闻传播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可以帮助我们更

好地理解新时代新闻传播的特点和规律，从而提高新闻传播

的效果和价值，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信息需求，为新闻传

播行业注入新的活力。

二、人工智能对新闻传播产业的影响

1. 提高了新闻生产的自动化程度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提高了新闻生产的自动化程度，

使得新闻机构能够更高效地处理大量的信息和数据。人工智

能可以通过自动化算法和机器学习模型，对海量的新闻资讯

进行筛选、分类和整理。传统上新闻编辑需要花费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来搜索和整理新闻素材，而现在人工智能可以通过

自动化的方式，快速地从各种渠道获取新闻信息，并进行自

动化的处理和整理。还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文本生成技

术，实现新闻稿件的自动化生成。利用机器学习算法，人工

智能可以学习和模仿人类写作的风格和语言，生成与人类写

作相似的新闻稿件。这种自动化的新闻生成过程不仅提高了

生产效率，还能减轻编辑的工作负担，使他们能够更加专注

于新闻的策划和编辑工作。还可以通过自动化的方式，对

新闻稿件进行编辑和校对。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

技术，人工智能可以自动检测和修正新闻稿件中的语法错

误、拼写错误和逻辑错误等问题，提高新闻稿件的质量和

准确性。

2. 丰富了新闻信息的数据维度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丰富了新闻信息的数据维度，为

新闻传播产业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传统上新闻报道主要依

赖于文字、图片和视频等形式的信息呈现。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的发展，新闻传播开始融合更多的数据维度，如社交媒体

数据、用户行为数据、地理位置数据等。这些数据可以通过

人工智能算法进行分析和挖掘，从而提供更全面、多样化的

新闻信息。例如，通过分析用户的兴趣和偏好，人工智能可

以为用户推荐个性化的新闻内容，提供更加精准的信息服

务。还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和图像识别等技术，将非结构

化的数据转化为结构化的信息，进一步丰富新闻报道的数据

维度。所以，人工智能的应用使得新闻传播产业能够更好地

把握信息时代的潮流，提供更丰富、多样化的新闻信息。

3. 实现了新闻传播的个性化推荐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实现了新闻传播的个性化推荐，

为用户提供更加个性化和精准的新闻内容。传统上，新闻媒

体采取的是一种“一刀切”的方式，将相同的新闻内容推送

给所有用户。人工智能通过分析用户的浏览历史、搜索记录、

社交媒体行为等数据，建立用户画像，并根据这些画像为用

户推荐符合其兴趣的新闻内容。这种个性化推荐不仅提高了

用户体验，还增加了用户对新闻媒体的黏性和忠诚度。个性

化推荐还为新闻媒体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可以根据用户

的兴趣和需求，精准投放广告和推广活动。个性化推荐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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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个性化推荐可能导致信息的过滤和偏

向，使用户只接触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缺乏多样性和广度。

个性化推荐需要大量的用户数据来进行分析和建模，涉及到

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的问题。

4. 提升了新闻媒体的内容审核能力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提升了新闻媒体的内容审核能力，

有效应对了信息爆炸时代的挑战。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利用

自然语言处理和图像识别等技术，对新闻内容进行自动化的

审核和筛选。例如，人工智能通过分析文本中的情感和情绪，

识别出可能存在的虚假信息或不实言论。还可以通过图像识

别技术，检测和过滤掉含有不当内容或违规信息的图片和视

频。这些自动化的审核技术不仅提高了审核的效率，还能减

少人为因素对审核结果的影响，提升了新闻媒体的内容审核

能力。人工智能技术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对语义理解的准

确性和对多样化内容的识别能力等方面的改进仍然需要进

一步研究和发展。

三、人工智能对新闻传播产业的变革

1. 从人工生产向人工智能辅助生产的转变

传统的人工生产方式依赖于人工劳动力的直接参与，

生产效率受到人力资源和技能的限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

快速发展，人工智能开始在生产过程中发挥重要的辅助作

用。人工智能辅助生产的核心是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生产

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和优化。

例如，在生产计划和调度方面，人工智能通过分析大量数据

和算法模型，实现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生产进度的优化。

在生产操作和控制方面，人工智能通过机器视觉和自动化控

制技术，实现生产设备的自动化操作和故障检测。在质量控

制方面，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和模式识别，实现产品质量的实

时监测和异常预警。人工智能辅助生产的转变带来了许多好

处。它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质量，减少了人为因素对生产过程

的影响，提升了生产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降低了生产成本，

减少了人力资源的需求，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还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数据和信息，为决策提供科学依

据，推动企业的创新和发展。

2. 从传统新闻向智能新闻的转变

智能新闻的核心是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新闻生产和

传播过程中，通过分析用户的兴趣和行为数据，实现新闻内

容的个性化推荐。通过智能算法的支持，智能新闻可以根据

用户的浏览历史、点赞和分享等行为，精准地推送用户感兴

趣的新闻内容，提供更符合用户需求的阅读体验。智能新闻

的转变带来了许多好处。它使用户能够更加方便地获取到感

兴趣的新闻内容，提高了信息的获取效率。智能新闻的个性

化推荐可以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提供更加精准和有针对

性的新闻服务。此外，还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和模式识别，发

现新闻事件的潜在关联和趋势，为用户提供更加全面和深入

的报道。但智能算法的准确性和公正性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

素，需要避免算法的偏见和误导。智能新闻的个性化推荐也

可能导致信息的封闭性和碎片化，用户容易陷入信息的过滤

泡和信息孤岛。所以智能新闻平台需要加强对算法的监管和

调优，确保新闻内容的多样性和公正性。

3. 从大众传播向精准传播的转变

从大众传播向精准传播的转变，是数字媒体发展的重

要趋势。精准传播是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型传播

模式。分析用户的兴趣、偏好和行为数据，可以将信息和内

容精确地传递给目标受众。例如，通过个性化推荐算法，根

据用户的浏览历史和兴趣爱好，向其推送相关的新闻、广告

和推广内容。同时，还可以根据用户的地理位置和社交关系，

将信息传递给特定的地区和群体。精准传播的转变带来了许

多好处。首先，它提供了更加个性化和定制化的信息服务，

满足了用户多样化的需求和兴趣。其次，可以提高信息传递

的效率和准确性，避免了信息过载和广告骚扰。还可以为企

业和广告主提供更精准的广告投放和营销策略，提高广告的

转化率和效果。随着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意识的增强，精准

传播需要更加注重用户数据的合法获取和保护，避免滥用和

泄露。建立更加可靠和准确的数据分析和算法模型，提高传

播的精准度和效果。

4. 从被动接收向互动参与的转变

传统的媒体模式中人们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只能通

过电视、广播等媒体平台获取信息，缺乏互动和参与的机会。

互动参与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平

台主动参与信息的传播和分享。通过点赞、评论、分享等操

作，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参与到信息传播的过程中。

可以通过互动工具和应用程序，参与到媒体内容的创作和编

辑中。例如，通过在线编辑工具和平台，可以自己创作和发

布文章、视频等内容，实现个人表达和传播。被动接收向互

动参与增强了人们对信息的参与感和归属感，提高了信息的



科研管理
2023 年 5卷 5期

185    

可信度和影响力。可以促进信息的多样性和广泛性，吸纳更

多的观点和意见，推动社会的多元发展。还可以促进人们的

创造力和创新能力，激发个体的潜能和积极性。推动从被动

接收向互动参与的转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加强数字素

养教育和技术创新，营造良好的互动参与环境。

四、结束语

人工智能的发展为新闻传播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它提高了生产效率、丰富了信息维度、实现了个性化推荐

和加强了内容审核能力。然而，人工智能也面临着数据隐

私和算法透明性等问题。未来，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人工智能将继续推动新闻传播产业向更智能、精准和互动

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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