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0月17日 星期四

责编 /版式 王文燕 07关 注

随着人工智能时代到来，只用一条指令，就能在没有人力参与的情况下写出一篇新闻稿件；只需几个

关键词，就能自动绘制一幅“以假乱真”模拟现实世界的图像；只要讲一个故事，就能生成一段流畅而富有

创意的高清视频。

14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的第六届世界媒体峰会上，来自全球106个国家和地区的208家媒体、政

府部门、国际组织等机构的500多名代表，围绕“人工智能与媒体变革”的主题，就如何引导科技向善、报

道真实中国展开深入交流。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对全球经济社会

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着深远影响。

“人工智能技术为传媒发展带来的

机遇和挑战是巨大的，‘媒体变革向何处

去’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道必答题。”新

华通讯社社长傅华说，新闻媒体要积极

拥抱人工智能，加快推动媒体系统性变

革，坚持“赋能而非替代”，始终强调人的

主体性，坚守新闻伦理，注重对技术使用

的规范和治理，共同走向更加美好的智

能未来。

中宣部副秘书长陈文俊说，媒体不

仅是人工智能发展的见证者、记录者，也

是推动者、实践者，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带

来的机遇和挑战，应拥抱技术变革，积极

创新创造，坚持智能向善，坚守价值追

求，加强媒体交流，促进共同发展。

与会者认为，人工智能不但能大大

提高新闻报道生产效率，也能有效扩大

新闻报道受众范围。

“我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三个关

键领域的潜力感到特别兴奋：减少编辑

部的机械工作，用机器增强记者的工作

能力，以及通过构建和运用新的人工智

能工具来改变我们的业务未来。”路透社

社长特别代表、路透社亚太副总裁颜灵

思说。

半岛媒体集团执行总裁穆斯塔法·

苏瓦格的特别代表萨拉赫丁·阿卜杜拉

举例道，人工智能可以帮助预测各领域

的发展从而确定公众更感兴趣的新闻选

题，可以通过一些领域的快速成稿让记

者专注于深度调查性报道，可以使实时

语音识别和翻译变得更加容易，可以为

受众定制更加个性化的创新内容和互动

体验。

秘鲁安第斯通讯社社长菲利克斯·

巴斯介绍，其媒体实验室开发的人工智

能数字人使用多种生成的土著语言播报

新闻，突破了西班牙和英语两种语言的

限制。“这个案例证明，我们可以积极利

用高科技生产高质量的内容，目的是让

更多的人看到，同时也维护媒体的基本

理念：提供信息和教育。”

“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工具，

它正在成为竞争力的一个基本因素，将

决定谁能留在媒体的前沿。”匈牙利ATV
集团首席执行官科瓦奇·陶马什说。

本届峰会，既是全球传媒

界的盛大聚会，也是全球媒体

实地了解中国、报道真实中国

的重要窗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

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艾尔

肯·吐尼亚孜表示，世界媒体

峰会是各国媒体对话沟通和

思想碰撞的重要平台，更是文

化交融与深化合作的广阔舞

台，希望媒体朋友把亲眼看

见、亲耳听到、亲身感受到的

全面、客观、真实的新疆介绍

给国际社会。

“我迫切希望更多了解新

疆在扶贫攻坚、基础设施建设

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

取得的重大成就。这不仅对

新疆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包

括非洲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也

具有指导意义。”南非独立传媒

集团总编辑维尔森·苏博拉蒙

内说，“作为媒体从业人员，我

们有责任保证讲述真相，披露

事实，并与世界分享有关进步

和发展的真实故事。”

《拉曼查周刊》是塞万提

斯的故乡——西班牙卡斯蒂

利亚－拉曼恰自治区的一份

报纸。“尽管存在地理上的距

离以及各种差异，但在这一片

我习惯称之为堂吉诃德和风

车的土地，我们同样对中国发

生的事情十分感兴趣，我们将

目光投向这个伟大的国家，深

信我们的关系对双方都意味

着巨大的潜力。”周刊社长罗

莎琳达·利萨诺说。

而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

新科技，正在帮助“中国故事”

更好地呈现在世界面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

长胡劲军介绍，今年以来，总

台推出了中国首部文生视频

AI系列动画片《千秋诗颂》、首

部 AI 全流程微短剧《中国神

话》、首部AI译制英文版微纪录

片《来龙去脉》等，持续以具有

时代感、科技感的视听艺术新

样态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

“‘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

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

也是世界多元文化共同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新闻

工作者联会主席李大宏说，“多

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

更是世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

源。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各

成体系的思想创见，各不相同

的制度模式，只有互通有无、取

长补短才能获得共同发展。”

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执行

社长莎宾·奥斯曼·哈塔克说，

“一带一路”倡议让沿线国家看

到了新的选择、新的可能。“这

是一条联结不同文明的道路，

这个平台为我们在多样性中寻

求和谐共生提供了基础。”

与会者认为，全球媒体应

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先进适

用技术，推动全行业共同走向

更加美好的智能未来，更好履

行媒体肩负的责任与使命，为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记者：白瀛 范思

翔 关俏俏 于涛）

新华社乌鲁木齐10月14日电

伴随人工智能技术更新

迭代，新闻生产在向高质、高

效、高产、高能方向发展的同

时，人工智能生成图片、视频

等加剧着虚假信息传播风险，

媒体发展面临挑战。

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协

调员常启德援引联合国秘书

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话

说，如果不加以控制，人工智

能所带来的危险可能对民主、

和平与稳定产生严重影响，这

可能从虚假信息与误导性信

息的传播、仇恨言论的扩散以

及所谓深伪技术的使用开始，

而要确保人工智能被用作提

升公民参与度的有益工具，媒

体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工智能只是一种工

具，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每项

创新的背后永远是人。”塔斯

社社长安德烈·孔德拉绍夫呼

吁，在人工智能已开始改变媒

体行业面貌的当今世界，新闻

工作者应保持专业水准，客观

理性思考，齐心协力地利用这

一机会增进人类共同福祉。

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秘

书长余继军说，主流媒体既要

加强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研

究和应用，也要高度重视技术

滥用导致的个人数据泄露、虚

假信息生成、知识产权侵权等

潜在问题，强化新技术新应用

安全风险评估和防范，促进其

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总

编辑郭清江认为，在人工智能

时代，假消息事件将在全球不

断重演，使社会秩序变得愈发

脆弱。“流量固然重要，但绝不

能饥不择食；对于媒体行业而

言，我们需要的是正能量的流

量，以加强与巩固本身存在的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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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多元文化共同发展需要“中国故事”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