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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智媒时代，人工智能进入新闻传播行业。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与虚拟图像技术促成了AI主播的产生。

随着AI主播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引发了AI主播在新闻传播领域伦理问题的追问。本文通过工具理性

对AI主播进行价值辨析，进一步对AI主播进行伦理审视，对于AI主播在新闻传播领域中所导致的主体性

缺失问题、受众认识问题、报道责任界定问题进行讨论。以期能够避免由工具带来的技术恐慌，营造人

文与技术和谐共存的媒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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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medi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entered the news and communication in-
dustry. In this contex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virtual image technology contribute to the gener-
ation of AI anchors.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AI anchors in the field of news communication, AI 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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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s have raised ethical questions in the field of news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starts the value 
analysis of AI anchors through tool rationality, further conducts the ethical review of AI anchors, 
and discusses the lack of subjectivity, audience awareness and definition of reporting responsibil-
ity caused by AI anchors in the field of news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avoid the technical panic 
brought by the tools and create a media environment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ity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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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在传媒行业的进一步运用，人们也见证着万物皆媒、人机共生、自我进化的智媒时代

的基本特征，这份特征也表征传统传媒行业在时代背景下的重新建构。在此建构下，传统传媒行业的行

业环境与规则产生了巨大改变，都是对传媒从业者的巨大挑战。 
“AI 主播”以大数据与人机交互等为基础技术，在众多媒介担负着主持与播报的任务。AI 主播作为

智能化在传播行业的体现，相比于传统播音员，具备稳定性、时效性等诸多优势。“机器对人工的取代”

作为工业革命后的一大现象，也在智媒时代下引发公众发起了“AI 主播”是否会取代播音员的追问。 
对 AI 主播进入荧幕的历史进行回顾，从 2001 年世界上第一个虚拟主持人阿娜诺娃(Ananova)在英国

出现，给全世界传媒行业从业者带来了震撼。继而，第一代 AI 主播在世界各国都开始了发展与进一步精

进。但因为技术桎梏，第一代 AI 主播仍与真人主播在外形上具有极大差距。2018 年 11 月，在世界第五

届互联网大会上，新华社与搜狗联合打造了以新华社男主播为原型的 AI 合成主播“新小浩”，在新科技

背景突破下，已经突破第一代一眼“假”的视觉观感，此时 AI 主播已经可以通过技术支持进行微表情的

抓取以及进一步应用诸如唇形、表情动作等。同年五月，科大讯飞与相芯科技联合利用虚拟形象生成技

术(PTA)所打造的 AI 主播“康晓辉”更在直播现场与听众进行了线上交互。在 2019 年央视网络春晚中推

出的 AI 撒贝宁，与两会期间 AI 记者助理“小白”、AI 主播“新小萌”，都在应用中取得极大成功。而

随着 AI 技术进程进一步加快，AI 主播迭代速度也大幅缩短，而 AI 主播的快速迭代与应用也给整个行业

的生态带来了新的变化。 

2. 工具理性视角下“AI 主播”的价值辨析 

AI 主播作为工具，其出现主要是为了解决人类主播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 24 小时不间断的播报、

跨语言播报等。因此，AI 主播在传媒行业中的应用，可以被视为一种工具理性的体现，即技术可以帮助

人类解决问题，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度。然而，我们也需要看到 AI 主播在实际应用中所带来的问题。例

如，AI 主播缺乏情感和个性化，无法传递人类主播所具备的主观能动性和认知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对 AI 主播的优缺点进行评估和平衡，充分考虑其工具理性的应用效果及合

理性。同时，也需要在使用过程中加强对其伦理问题的监督和管理，确保 AI 主播的应用不会对新闻报道

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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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综合理性模式：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从现代性的视角对理性进行了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划分。韦伯的理性二分法理论是现代哲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之一，他认为现代

社会的特征是工具理性全面压倒价值理性。韦伯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区分为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工具

理性是指根据所从事事务的手段进行理性分析，寻找出达到目的的最优路径。工具理性背后的价值观念

同时受到技术崇拜与功能主义的影响。而价值理性则是指从目的本身的意义进行推论，从伦理与道德层

面给出事物的终极解释。 
工具理性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问题。例如，它可能忽视人类的情感需求、道德价值和环境保护等

非实用性的目标。此外，过度追求效率和利益可能导致社会的剥削和不公，甚至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

展造成危害。工具理性还将社会变成一个竞争和利益的市场，使得人们失去了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追求

和维护。最后，工具理性造成了价值观念的混乱和缺失，导致了道德危机和文化危机。工具理性将价值

观念归结为实用性、效率、利益等可量化和可交换的标准，使得人们失去了对绝对真善美的认同和追求。

工具理性也将价值观念视为相对而非绝对的，使得人们失去了对普遍道德原则和文化传统的尊重和继承。

工具理性还将价值观念视为可被操纵和改变的，使得人们失去了对价值观念的批判和反思。 
价值理性认为科学和技术不仅是人类探索真理和改善生活的手段，也是人类表达自我和实现自由的

目的。价值理性强调以人类整体福祉为导向，追求公正、美好、和谐等价值目标。 
因此，在运用工具理性解决问题时，需要考虑到伦理、社会和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以达到更加全

面、可持续和有益的解决方案。这就需要借助于价值理性来弥补和制约工具理性。 

2.2. AI 主播的优势 

1) AI 主播突破生理性桎梏 
AI 主播本质上是利用语音合成技术，模仿新闻主播的声音，根据文本自动生成新闻语音，再捕捉新

闻主播的形体、动作和神态结合图像技术进行合成，让虚拟的“AI 分身模型”进行新闻报道[1]。在播报

活动中，AI 主播的应用与传统播音员的有声语言创作模式存在巨大差异。 
AI 主播作为编程语言在交互过程中的体现，作为技术应用，不具有任何生理性的桎梏。在交互过程

中，AI 主播通过编程的管理可以在没有任何风险的前提下完成播音任务，且极具稳定性，不受任何生理

性的限制，诸如在口播、长时间直播等对播音员要求极其高的播报任务。 
AI 主播可实现全天候、及时即时的内容输出，生产效率优于真人主播，赋能媒介内容的“全时传

播”[1]。AI 主播的应用可使信息传播准确度与传媒工作的生产效率提高，同时大幅降低传播成本。 
2) AI 主播降低时间成本 
传统播音员能力训练具有极长的周期性。其在进行播音活动之前，需进行长时间段练习并逐年坚持，

才能达到理想的播音状态，并确保播报任务顺利完成。且在播报任务中，主持人的个人能力将直接影响

着节目质量，即便作为富有经验的播音员，在面临高难度的播报任务时，也难免会因为诸多因素，影响

到节目播报的效果，面临着极高风险。而 AI 主播的应用能轻松突破传统播音员培养周期长与播报不确定

性的问题。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与 AI 主播的快速迭代，AI 主播制作成本大幅降低。 
3) AI 主播具备深度学习能力 
AI 主播的深度学习能力是指其能够通过深度神经网络学习并掌握语音、图像、文字等多种数据表达

方式的能力。深度学习是一种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机器学习方法，通过多层次的神经元相互连接构成的

神经网络结构，实现对大量数据的自动分析和学习。 
AI 主播的行为逻辑是基于其本身数据库的深度学习，AI 主播具有强大的知识储备和数据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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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义识别、语义分析、语音合成、语音翻译等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多语种智能主播走进一线，在各语

种之间灵活切换，突破语言传播障碍，给受众带来崭新的体验。AI 主播具有强大的知识储备和数据处理

能力，在语义识别、语义分析、语音合成、语音翻译等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多语种智能主播走进一线，

在各语种之间灵活切换，突破语言传播障碍，给受众带来崭新的体验[2]。此学习逻辑使得 AI 主播可以

利用其深度学习能力，其相较于真人播音员没有知识边界的限制，且 AI 主播在播报的实践表现中更具多

样性。 

2.3. AI 主播的价值辨析 

随着 AI 主播的兴起，其所带来的价值也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从技术角度来看，AI 主播可以实

现无人化、高效化的播报，提高了媒体的工作效率，提高了播报的一致性和准确性。这种技术价值被广

泛认可，并在现实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然而，AI 主播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伦理规范和价值观念的挑战。首先，由于 AI 主播的虚拟性质，

人格认定和道德评价变得困难，难以确定其真实的社会角色。其次，AI 主播的全自动化新闻生产线对真

人主播的就业也产生了冲击，这种商业价值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问题，也需要进行深入的讨论。针对

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在技术创新的同时，注重伦理审视和价值观念的引导，以确保 AI 主播的可持续发展

和更好地服务社会。 
AI 主播是工具理性在传媒领域的典型体现。工具理性是指以实用性为核心的理性模式。在这种模式

下，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使用的工具、技术和方法，通过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分析问题、量化问题，制

定目标并实施方案，从而达到预期的效果。AI 主播就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工具，根据文本生成语音

和图像，并进行同步匹配和优化处理，从而实现新闻报道的目标。AI 主播认为科学和技术是现代社会发

展的主要动力和源泉，强调以人类自身的利益为导向，追求效率、效益、便利等实用性的目标。 
然而，在追求工具理性目标时，也需要考虑到价值理性目标。价值理性是指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理

性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问题的解决不仅要考虑实用性，还要考虑符合道德、法律、文化等价值观念。

AI 主播作为一种新兴媒介形式，在传递信息时也要遵循传媒伦理规范，并尊重受众、社会和自身的权利

和义务。AI 主播应该保持客观、公正、真实、负责等传媒职业道德，并尊重受众和被报道对象的隐私、

尊严和多元化需求。AI 主播也应该避免制造或传播虚假、误导、有害或不良信息，并及时纠正错误或不

当信息。 

3. “AI 主播”的伦理审视 

AI 主播在播音活动的应用过程中，其背后的技术使用者与活动中作为客体的观众都会受到影响。在

智媒时代背景下，AI 主播作为时代产物，看似能够享受由其所带来的时代红利，然而如若沉溺技术理性的

视角，或是面对诸如 AI 主播所代表的新技术时使用不当，则更可能是被技术异化甚至支配，遭遇伦理风险。 

3.1. 受众认知风险问题 

AI主播的身份和形象都是由程序员设计和开发，其外表和声音等方面都是通过技术手段制造出来的，

与现实中的个体并不完全一致。因此，AI主播的虚拟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与现实世界的脱离和异化。

其次，在言行方面，AI 主播可能会模仿人类的言行举止，但其语言表达和行为动作往往也会存在一定的

不真实性和机械性，难以完全模拟人类的自然表达和情感交流，这也进一步强化了 AI 主播的虚拟性。 
传统传媒行业中的主体为机构和其从业者，其工作环境不会形成 AI 主播应用产生的虚拟性。在此背

景下，受众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认知上不会产生模糊性。但在 AI 主播的参与播报活动后，其作为编

程语言为内核但具有人类样态的传播工具，同时具备人所带来的真实感与编程语言内核所带来的虚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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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时以 AI 主播为主体的新闻传播活动便会使得观众具有对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边界的认知风险。此种

由主体性缺失最终导致的认知风险问题，引发的便是公众对于身份安全的信任危机。 

3.2. 报道责任界定问题 

AI 主播是通过程序控制的虚拟存在，其虽能突破生理性桎梏进行长时间报道，但报道活动中所涉及

到的信息真实性、客观性和准确性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面对 AI 主播在参与播报活动产生错

误的责任界定问题便陷入了困境。 
在智媒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大幅参与传播领域，但如今的法律法规对 AI 参与生产过程的相关规定却

是一片空白。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传播主体异化成 AI 主播，此时新闻责任的主体应该如何明晰？是应该

由 AI 主播的原型负责？还是其编程人员？AI 主播虽然在交互过程中相较播音员有更高的准确性，但仍

无法避免错误。此种行为主体模糊的现状便会导致最后的责任界定的困难，无法订正 AI 主播与相关人员

的关系与共处的法则，在面对播出事故时，便会遭遇相应的伦理困境。 

3.3. 人主体性的丧失 

AI 主播是由人类程序员设计和开发的，其行为和表现完全由程序控制和决定，不存在自主意识和自

由意志。因此，AI 主播不具备个体性和主体性，也不应该被视为具有人格特征的存在。然而，从实际操

作和社会意义上考虑，AI 主播却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人格”属性。它们可以通过深度学习等技术学习和

模仿人类言行举止，具有模拟人类行为的能力，也能够产生某种程度的情感共鸣。在 AI 主播参与生产与

听众进行交互时，其行为可能对受众基本生活与价值观产生影响。因此，如何对其行为进行监管与规范，

以确保不对人类产生负面影响便陷入了困境。 
正如鲍德里亚的“拟真–仿像理论”就曾经提到过现代电子媒介技术和数字模拟技术几乎割裂了虚

拟形象和真实物体之间的联系，虚拟形象自身成为具有真实性的客体，虚拟的仿像占据了日常生活，复

制取代了模仿，假的比真的更真实[3]。现如今，AI 主播在技术飞速发展所引发的快速更迭下，其外貌设

计与真人主播并无过大差距。同时，其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更使得真人主播在主播播报活动中不占据

优势。当 AI 主播更进一步被应用，未来的受众便不会在播报活动中注重分辨 AI 主播与真人主播。同时，

在传媒领域岗位选择中，面对生产效率极高的 AI 主播，可以全时段投入生产，节约了大量时间成本，甚

至可搭建完整的新闻自动化生产线，真人主播也不具备任何优势。 
从鲍德里亚的“拟像–仿像理论”来看，AI 主播是一种超真实的拟像，在模拟人类行为时并没有一

个真实、可以归属于自己的原型或本源。它们只是通过数字代码生成并运行于媒介系统中的虚拟形象。

它们既不反映也不表现任何真实存在或意义。它们只是通过复制、模仿、替代等方式创造出一种超越真

实或取代真实的幻象。这种幻象可能会误导受众对于真实世界和真实事件的认知，并影响他们对于自身

身份和价值取向的判断。因此，在人工智能应用于信息传播产业时，不仅要充分发挥其技术优势和价值，

也要注意其伦理风险和挑战，并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寻求平衡与协调。同时，在拟像社会中，应

保持清醒地辨别真假与善恶，并抵抗超真实拟像对于个体意识和社会秩序所造成的混淆与瓦解。 

4. AI 主播伦理困境的对策建议 

在 AI 主播的技术应用中，我们不能陷入到工具理性的一元论中。采用批判的视角，在技术应用中，

同时兼顾人文性的统一，综合的考虑，才能营造出人文与技术和谐共存的媒体环境。具体对策建议如下： 

4.1. 受众提高媒介素养 

面对人工智能自动化生产的新闻，受众必须提升自己的信息素养，即辨别信息真伪、发掘有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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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有效信息的能力，才能够更好地避免隐藏在 AI 主播所报道的新闻中的“算法歧视”[4]。随着 AI 主
播进入新闻传媒领域，产生新的新闻传播生产方式，受众需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使得自身在 AI 主播应

用所产生的虚拟性与现实性的共同作用下，不受其影响。在受众进一步提高媒介素养后，明晰智媒时代

AI 主播应用背后的伦理困境所带来的风险，营造出良好的媒体环境。 

4.2. 新闻主播提高核心竞争力 

面对 AI 主播应用所导致的真人主播在新闻传播活动中主体性缺失的情况，真人主播更应提高基本的

业务能力水准来应对该挑战。在具体的播音实践活动中，保持播音员主体性地位，强化情感表达能力，

提升业务水平能力，提高随机应变等能力，这些能力需要持久的训练与知识的不断拓展与更新。面对 AI
主播的到来，真人主播更应调整心态，将 AI 主播进入传播活动当作一场业务水平的良性竞争，面对 AI
主播进入播报活动，真人主播更应在原本基础上对自身采取更高水准的磨练。 

4.3. AI 主播应用精细化 

第一位被 AI 主播模仿的主持人邱浩在面对是否担心自己的岗位被 AI 主播替代的问题时回应说：“人

工智能可以报道战争，但无法感知和平的意义；人工智能可以深入灾难现场，但无法体会人间大爱；人

工智能可以描述发展进步，但无法知晓劳动者的辛苦……”[5]。AI 主播在应用中相较于真人主播可以突

破真人主播的生理性桎梏，然而对于充满人文情怀与社会价值的相关报道，AI主播却无法产生相关共情，

并在播报活动中突出其内涵。 
在播报过程所产生的交互活动中，受众面对真人主播时更能对社会事件产生共情。在播报活动中，

AI 主播虽然具备更优秀的生产效率，然而其编码内核的虚拟性仍将与现实世界的真实性相矛盾，受众能

从真人主播的情感运动、情感表达中产生共情，而这种共情在与没有情感的 AI 主播之间是很难产生的。

因此，在将来应用中，我们可以把 AI 主播放置在大量数据处理、生产稿件、简易播报岗位上，而在极具

宣传意义的播报上则选用真人播音员。 

5. 结语 

AI 主播在传媒行业的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伦理困境。AI 主播作为技术应用，

可以解放生产力，然而在应用中所带来的人主体性缺失、虚拟现实边界模糊性的问题更应该引起人们的

重视与思考。不应该得益于技术应用的高效，而忽视了播报活动本身的人文性内核。“美好生活”的状

态必须被视为“存在更多”(成功的、有吸引力的和有价值的)，而不是“拥有更多”(物质商品、收入和

财富)，反映了“人类的上升”，而不是在发达国家经常观察到的物质商品的过度消费[6]。面对 AI 主播

进入传媒领域，我们应该具备思想清明，而不是一味沉溺于技术应用无限制增长状态。营造出人文与技

术和谐共存的环境，才是技术应用的向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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