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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应用，ChatGPT作为强大的自然语言生成工具，在新闻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面对ChatGPT与新闻生产的深度融合，为探究ChatGPT对美国新闻生产流程的解构与重塑，

对我国的新闻生产进行借鉴与思考，本文对新闻生产方式的变迁进行了梳理，探究人工智能技术在重塑

美国新闻生产的同时如何新闻生产进行解构，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美国新闻生产带来的新闻伦理失

范，分析政府机构、技术公司与新闻记者如何共同实现人工智能新闻生产的伦理建构。最后对人工智能

技术与我国新闻生产的融合进行理论性借鉴与实践性思考，实现人工智能技术与记者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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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atGPT, as a powerful nat-
ural language generation tool, is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eld of journalism. 
Faced with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ChatGPT and news produc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econ-
struction and reshaping of the US news production process, and reflects on the implications for 
China’s news production.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changes in news production methods and ex-
amines 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reshapes US news production while deconstructing it. 
It points out the ethical dilemmas brought about by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
nology in US news production and analyzes how government agencies, 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journalists can work together to establish ethical guidelines for AI-powered news production. Fi-
nally,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news production in China, aiming to achieve collaborative develop-
ment between AI technology and journalists. 

 
Keywords 
ChatGP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s Production,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ChatGPT 是由美国人工智能实验室 OpenAI 开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应用，于 2022 年 11 月上线，

上线仅两个月使用 ChatGPT 的全球活跃用户就已突破 1 亿。ChatGPT 属于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

处理工具，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其核心功能之一。与传统的写作机器人不同，ChatGPT 可以通过 AIGC
实现应用场景的个性内容生产，并在与用户的互动过程中不断驯化，根据用户需求调整表达模式，提升

智能化表现，ChatGPT 改变了人机交互模式，为用户创造全新的内容产品和交互体验。人工智能技术的

发展对新闻生产流程的解构与重塑，为新闻生产的全链条带来了深刻变革，本文通过对美国新闻生产中

ChatGPT 的使用，期望为人工智能与我国新闻生产的融合进行借鉴与思考，最终实现人工智能技术与记

者的协同发展。 

2. 新闻生产方式的变迁 

Table 1. Changes of news production mode 
表 1. 新闻生产方式的变迁 

 PGC UGC AIGC 

生产主体 专业人士 互联网用户 人工智能 

生产方式 单一网络技术 交互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 

分发方式 被动式搜索 算法个性化推荐 智能化预判 

内容特征 垂直化 多元化 去中心化 

人机交互 被动反馈 多维操控 智能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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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新闻生产方式也不断变迁，依次出现了专业生成内

容(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 PGC)、用户生成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以及人工智能生成

内容(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 AIGC)等三种新闻生产方式，反映了网络空间里不同主体的

内容生产、参与程度的不同，也体现了智能技术对内容生产的支撑力。 
如表 1 所示，新闻生产方式的变迁可从生产主体、生产方式、分发方式、内容特征以及人机交互五

个方面进行分析。专业化新闻内容生产、用户新闻内容生产以及人工智能新闻内容生产三种新闻生产方

式的变迁过程并不是新阶段取代旧阶段，而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共存共生的关系。 
(一) 专业化新闻生产：机构生成内容阶段 
PGC 通常指将专门从事新闻生产的大众媒介组织和机构，其生产者多是拥有专业知识、拥有内容相

关领域资质的、拥有一定权威的舆论领袖。是新闻生产的中坚力量。《纽约时报》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

报纸之一，其独有特点是其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广泛的报道网络，但在这种 PGC 的生产模式和结构中，传

统媒体采取从上到下的单向度的传播链条，难以通过技术和社会大众联系起来[1]。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传播格局的演变，目前的专业的内容生产已不为传统新闻媒体所独有，例如商业

性新闻客户端、门户网站以及依托平台进行专业化内容生产的组织和个人等。但无论在传统媒体时代还

是在智媒体背景下，PGC 专业内容生产始终充当着新闻内容生产中的中坚力量，贡献着大量优质专业的

内容，《纽约时报》也在不断探索线上订阅等经营模式，以先进的数字化运营保持其影响力。 
(二) 多元化生产主体：用户生产内容阶段 
UGC 是指用户将自己原创的内容通过互联网进行展示或者提供给其他用户，其主要生产者为业余

者，出于个人爱好、经济回报、社区用户感情关系、成就感等原因参与到内容生产。在新媒体时代，媒

介技术快速发展，人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因此传播主体由以精英为代表的传统媒体转向了以草根为代

表的普通公众，公众话语权得到增强。信息传播一家独大的局面逐渐消弭，单一的内容和传播模式已经

不能满足受众的需求，UGC 就成了消解传统的内容呈现的产物。 
UGC 不仅有利于在新闻中融入受众的观点和想法，增强与受众的互动，也拓展了新闻的深度和广度，

是受众在新媒体时代获得更多自主性的一个表现，CNN 国际台互动性节目“iReport FOR CNN”的主要

播出内容来自 iReport 网页上最生动独特且最具有新闻价值的 UGC，编辑人员会对报道内容进行确认，

并会为该报道附上新闻背景信息[2]。但 UGC 也存在的信源真实性难以把握，信息质量鱼龙混杂以及缺

少监管等问题也对新闻内容的生产和传播产生了负面影响。 
(三) 智能化技术驱动：人工智能生产内容阶段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白皮书》将 AIGC 定义为“既是从内容生产者视角进行分类的一类内容，

又是一种内容生产方式，还是用于内容自动化生成的一类技术集合”。人工智能新闻是基于算法将深度

挖掘的数据通过自然语言生成的方式自动进行新闻编写。与 PGC、UGC 不同的是，AIGC 是技术驱动机

器进行内容创作，这使得 AIGC 具有规模化抓取、处理海量数据和信息，对抓取的信息进行精准加工，

并且效率极高的优点。 
早在 2020 年《卫报》(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3, 2020)曾发表了一篇由 GPT-3 撰写的文章，

GPT-3 是运行 ChatGPT 的基本 NLP 引擎。目前自然语言处理(NLP)已经广泛用于新闻和媒体业务，包括

美联社等新闻机构，他们在新闻生产中广泛使用人工智能，从新闻收集、新闻制作到新闻发布[3]。比如

美国数字媒体公司 BuzzFeed 宣布计划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协助个性化新闻的生产，其 CEO 乔纳·佩雷

蒂表示，计划将 ChatGPT 应用于用户互动栏目“Quizzes”中，使栏目可以根据用户回答生成个性化内容。 
相较于新闻写作机器人、智能算法推送以及元宇宙新闻阶段，AIGC 不再局限于特定领域的模式化写

作，而是以新闻生产主体的身份融入新闻生产领域中，新闻生产的主体性发生量级变化，职业新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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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能成为推动 AIGC 成为机器生产内容(MGC)的主体生产者。新闻生产格局的转变将带来新闻职业主

体边界的模糊以及新闻伦理的一系列争议[4]。 

3. ChatGPT 对美国新闻生产的解构 

如同尼尔·波兹曼在《技术垄断》中所言，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

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对于人工智能生产技术的 ChatGPT 而言同样如此。在新闻业

必须意识到，人工智能技术在重塑新闻业的同时也将对新闻生产进行解构。 
(一) 技术垄断导致新闻业失去话语权 
在人工智能技术加快媒介融合的过程中，由于技术公司有着技术和算法优势，传统传媒业依附于技

术垄断平台而存在，技术平台通过技术实现了对文化内容发布渠道的垄断，进而干预整个新闻产业的生

产[5]，逐渐掌握了新闻生产中的话语权。新闻主体多元化的同时也代表着平台技术垄断和数字异化，技

术垄断日益严重不仅标志着用户对社会公众议题的注意力的衰退，还会影响共识建构与舆论引导[6]。
AIGC 技术也可能对新闻记者和媒体专业人士构成威胁，特别是在新闻室预算缩减、媒体普遍紧缩或推动

经济效率的时期[3]。 
(二) 技术权力威胁新闻生产公共性 
在新闻生产中，人工智能技术不仅是新闻采写编发的基础工具，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权力基础，掌握核

心技术的主体权力不断扩张，使新闻生产在公共领域逐渐退缩，新闻成为获得流量与公众注意力的利器，

并且 AIGC 基于框架生成的同质化新闻剥夺公众发表言论和反驳的机会。新闻业正面临全面工具化的危机，

文化正面临被技术垄断的危机[7]。并且由于技术平台本身的商业性，依附于商业性技术平台的传媒业如何

恪守新闻专业主义，保证新闻生产各环节的独立性、客观性、公共性将成为未来新闻业发展的重大问题。 
(三) 信息过载加剧碎片化思维 
信息过载是指社会信息过多，导致接受者难以对信息进行接受或有效利用，并导致故障的状况。信

息过载所带来的内容过载会进一步分散用户的注意力，使用户难以对接受的信息进行深入思考。信息的

增多并不代表人们对环境的了解增多，反而容易使用户陷入信息焦虑症中。信息的碎片化传播使多元化

的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嵌入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8]。ChatGPT 提高了新闻生产的效率，

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过了社会需要，其带来的信息过载问题极为严重。 

4. ChatGPT 对美国新闻生产的重塑 

人工智能和新闻生产的融合对现有的新闻生产流程进行了重塑，在信息采集环节，人工智能拓宽了

新闻报道信息采集的维度；在内容生产环节，人机协同进行内容生产；在分发反馈环节，精准化、场景

化的“用户画像”投入应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入为新闻生产流程带来全新变革。 
(一) 信息采集环节：从人工到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拓宽了新闻报道信息采集的维度，传统媒体时期新闻报道的信息采集主要依赖于记者的新

闻嗅觉、现场观察力以及采访深度。但随着人工智能应用到新闻生产之后，新闻工作者可以实现精准抓

取用户关注的话题、对社会舆论更高效的识别，高效完成新闻信息采集工作[9]。如《华盛顿邮报》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中使用新闻机器人“Heliograf”，利用大数据算法获取最新比赛信息，并将获取信息自动

以短消息的形式发布，在此次奥运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运用人工智能可以进行深度的数据挖掘，并建立起实时信息采集及管理智能系统。人工智能采集工

具主要用于新闻数据的挖掘、对抓取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生成可视化数据，帮助记者迅速找到新闻

事件中的重要价值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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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内容生成环节：人机协同进行内容生产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和算法，新闻内容生成过程中可以高效地整合碎片化信息，同时，由计算机抓取的

信息可以避免人工带来的失误，提高新闻精度与准度，但新闻记者对新闻现场的观察与对新闻背后深度信

息的挖掘，仍是新闻报道不可获取的部分。对于人工智能抓取的数据，新闻记者仍需进行审查和判断。 
ChatGPT 应用于新闻生产使得新闻机器人不再局限于金融、体育等特定领域结构化的新闻写作，而

是以主体的身份融入新闻生产之中，生产的信息量级呈几何级别增长。同时，人工智能可以学习不同语

料库的语言风格，实现内容生产的个性化，最终通过人机协作帮助新闻工作者完成内容生成的工作[10]。
《纽约时报》的新闻机器人 Blossom 可以通过对数据及其结构的分析进而对社交平台热点进行预测，基

于此帮助编辑进行报道以及选择以何种方式呈现更具推广性。 
(三) 分发反馈环节：精准推送实时监测传播效果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运用 ChatGPT 不仅能够实现新闻内容对用户的精准触达，还可以提供更加个性

化的新闻信息。美国新闻媒体平台可以通过 ChatGPT，在完善大数据与算法的同时，实现智能化服务，

在新闻分发环节中按需分配，并根据算法推荐实现内容的个性化分发，从而为用户提供个性化、人性化

的服务[10]。 
ChatGPT 可以将传播效果细化，通过大数据算法深入挖掘分析用户个性化消的数据，使新闻传播效

果的评估更加精准。从谷歌的搜索引擎结果到 Facebook 等平台的新闻推送，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下的个性

化设计极大地提升了用户体验，并推动了新闻业分发机制的进步。 

5. ChatGPT 引起的新闻伦理失范问题 

人工智能产生对新闻生产的解构与重塑，为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带来了深刻变革。但在人工智能与

新闻生产的融合过程中，ChatGPT 的应用仍不可避免带来一系列新闻伦理失范问题。新闻记者的主体功

能不断被人工智能削弱，新闻内容也以利益为导向，缺乏人文关怀，公众的信息安全不仅难以得到保障，

还会陷入信息茧房之中。 
(一) 新闻记者主体功能被削弱 
人工智能驱动新闻的模式导致了新闻记者主体功能被削弱。ChatGPT 虽然减少了新闻工作者的信息

采集、整合方面的劳动，但同时导致了其新闻内容生产的主体功能削弱，使新闻记者的主体角色受到挑

战。当人工智能技术被引入新闻生产，对新闻生产中的模式化流程进行迭代和升级，新闻工作者一定程

度上成为新型“数字劳工”。 
(二) 新闻内容人文关怀缺失 
ChatGPT 内容生产以受众需求为导向，过分注重传播效果，个性化的新闻生产导致人们对社会的共同

利益关心被个人兴趣所代替，使真正重要的新闻被边缘化。在新闻质量方面，AIGC 新闻缺乏语义连贯性，

其知识的范围和深度以及批判性或创造性地思考的能力存在局限性，文本内容也会充当反映偏见的“镜

子”[11] [12]。在无节制的大数据算法的个性化推荐技术的应用于新闻生产中时，新闻机构的公共服务职

能受到贬损[13]，并且目前人工智能只能通过抓取的数据生产新闻报道缺乏新闻工作者的人文关怀[14]。 
(三) 公众信息安全受到侵犯 
在信息采集过程中，人工智能展现出高效、迅速、精准的特点，但以 ChatGPT 为主的人工智能无法

像新闻记者一样分辨筛选数据是否涉及个人隐私，在搜集和处理数据信息时容易以精准挖掘为名入侵个

人隐私，而数据涉及每一位用户的上网信息，隐藏着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风险[11]。过于天真地将 ChatGPT
投入新闻生产领域会带来事实不准确、剽窃、欺诈和侵犯版权的风险[15]。 

(四) 受众易受困于信息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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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传播中，因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

通讯领域，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ChatGPT 使信息分发更能迎合新闻受

众的信息偏好，用户在筛选信息过程中倾向于获取与之态度相一致的新闻，逐渐失去异质化信息的接触

能力和接触机会，沉浸于自己营造的“拟态环境”之中，从而导致伦理价值固化。“信息茧房”效应易

导致用户视野的偏狭和思想的封闭甚至极化[16]。 

6. 规制人工智能新闻伦理失范的对策 

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应用的环境下，对于 ChatGPT 所引起的新闻伦理失范问题应该从新闻内容

生产的把控、完善技术以及明确人工智能技术的边界三方面来解决，政府机构、技术公司与新闻记者需

要多方协同，共同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挑战与风险，实现人工智能新闻生产的伦理建构。 
(一) 发挥记者主体性，实现“人机共生” 
规范人工智能技术的适用范围和使用标准，记者应该发挥主体性，使新闻生产保持人文关怀，而非

人工智能技术决定新闻报道的走向。新闻记者要主动接收 ChatGPT 为新闻生产带来的变革，利用人工智

能技术的优势，强自身的综合素质，不再做“单向度的记者”，发挥人的主体地位，对生产流程的链链

条运作进行深入思考。新闻工作者可以利用 ChatGPT 的进行海量数据检索，进一步挖掘人工智能无法触

达的新闻背后的信息，对整合处理后的数据再进行深度分析，提升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与把控，实现

“人机共生”[17]，使未来的新闻生产流程变得更加高效、智能。 
在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引起的伦理失范困境，新闻工作者应坚持新闻专业主义，创作 AIGC 所不具备

的具有人文关怀的新闻报道，坚守新闻真实的底线，对通过技术获得的资料进行把关，准确全面地还原

新闻事实。新闻工作者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时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人依然是新闻生产最终的把关者，

信息的真伪判断、价值判断、风险判断需要建立在良好的专业能力基础上。 
(二) 明确技术责任，增强人工智能技术透明度 
由 ChatGPT 等人工智能进行生产的新闻应明确进行标注，从新闻生产源头上避免人工智能带来的道

德问题。新闻媒体机构与技术公司应发挥好“把关人”的作用，对人工智能应用于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

做好审查工作[8]。 
算法透明的目的是打破算法“黑箱”，让用户预期“透明”，确保用户或公众能够一定程上了解算

法运行的原理，并对涉及其权益的算法决策建立合理的方向性预期。算法透明度包括“信息透明”、“理

念透明”以及“程序透明”，需要对“用发展的方式来解决发展问题”以及“用技术的方式来解决技术

问题”此类理念保持警惕[18]。 
(三) 法规政策和监管力量双管齐下 
政府作为伦理治理的规则制定者与底线管控者，应制定明确的关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政府政策、法规

依据和监管框架[13]。对 ChatGPT 在新闻生产中的应用做到有法可依，政府用过政策与法规加强对隐私

权、版权等各方利益的保护，明确人工智能技术的边界，形成算法安全综合治理的格局。 
欧洲议会成员就《人工智能法(The AI Act)》提案达成临时政治协议，要求部署 ChatGPT 等生成式人

工智能工具的公司披露用于开发其系统的受版权保护的材料。相较于欧盟，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发布的

法律监管文件相对较少，监管模式也遵循其一贯的“自由”原则，确保“百花齐放”的前提下，将人工

智能纳入现有的监管体系中[19]。 

7. 结语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每一次技术的跃升都会为媒介带来变革，ChatGPT 入驻新闻领域就是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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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的一种全新的新闻生产模式，通过探究 ChatGPT 对美国新闻生产流程的解构与重塑，

可以看到人工智能技术通过高效的信息采集、高质量的新闻编辑以及个性化的新闻分发重塑着美国新闻

生产流程。面对技术垄断导致新闻业失去话语权、技术权力威胁新闻生产公共性、信息过载加剧碎片化

思维对新闻生产的解构，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引起的新闻记者主体功能被削弱、新闻内容人文关怀缺失、

公众信息安全受到侵犯以及受众受困于信息茧房的伦理失范现象，记者应该发挥主体性责任，实现人机

协同发展，技术公司明确责任，增强人工智能技术的透明度，法规政策和监管力量双管齐下。 
ChatGPT 与新闻工作者的人机协同，在使新闻内容生产在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同时，可以创作高

质量的新闻内容，提高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引领力和社会责任感，进而促进新闻行业和社会的积极健康

发展。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新闻生产的深度融合，我国新闻业可以对 ChatGPT 应用于美国新闻生产的进行

借鉴与探索。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23 年上半年，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取得突破，网络新闻媒体积极跟进布局。在深度合成内容检测方面，人民日报社发布了“深度合成内容

检测平台 AIGC-X”，可以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精准识别，促进构建健康安全的人工智能生态。在

内容生产方面，新华社发布“新华融易”下一代融媒体生产云服务项目，通过技术赋能，解决非媒体机

构的融媒互动内容生产和发布问题。 
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和应用中的不透明问题，2022 年 11 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互联

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建立了全面的算法审核机制，通过主动评估、算法备案、算法公示等

程序破解算法黑箱，使得人工智能利用的各个环节变得透明，推动人工智能按照法律和政策要求发挥正

向价值。并且我国《网络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明确表示，网络运营者应当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

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范，明示收集、

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要严格按照已有的法律法规来进行数据采集、使用等

活动，避免数据引发的纠纷与伦理问题。 
我国新闻生产也正经历着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解构与重塑，面对人工智能技术为新闻生产带来的变

革，需要国家政府、技术企业和新闻机构等多方主体的协同治理和守正创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下新闻

生产的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新闻信息的舆论导向作用[16] [20]。我国新闻工作者应该意识到这既是机遇

也是挑战，恪守新闻职责，坚持新闻专业主义，充分对人工智能时代引起的伦理困境进行思考，创新转

变思维以适应新技术的发展趋势，促进人工智能在新闻生产领域的长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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