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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稿机器人写稿机器人：：
我们的对手还是帮手我们的对手还是帮手??

■好机友

机器人给你送货

媒体，内容是王道。没有深
度的媒体人可能会被写稿机器
人淘汰。

表述明确，文笔犀凌！未来的某天，一早翻

看新闻的你，不禁赞叹起某位记者的高水平。

不过你心里也清楚，即便当面听到，这位从不吃

饭、睡觉的“作者”也不会说声谢谢。因为“他”，

是机器人。

预言完毕，让我们回到今天。奥运会虽然

结束了，但写稿机器人在新闻界所引发的震动，

乃至恐惧，依然余音未消。有人预言，在不远的

未来，写稿机器人将彻底取代人力记者。

那么，所有的媒体同行，以及看热闹的围观

群众，写稿机器人到底是我们的对手还是帮手

呢？

人工智能注定将渗透到各个行业，媒体业

亦不能“幸免”。

奥运会期间，写稿机器人“张小明”通过直接

对接奥组委的数据库信息，实时撰写新闻稿件，以

电视直播的速度发布稿件，主要报道了乒乓球、网

球、羽毛球和女足的比赛，在16天的时间内共发

布456篇奥运简讯和资讯，平均每条新闻生成到

发布时间不到2秒钟，为103万读者提供了第一时

间的赛事报道，单篇最高阅读量超过11万。

随着自然语言处理、大数据计算等人工智

能技术的发展，国内外许多媒体已经开始了机

器人报道的探索与实践。以写稿机器人为代表

的人工智能可让大数据从负担变成便利，重塑

媒体的内容生产和分散发布。

美国《纽约时报》在财报季、运动比赛报道

中用机器人写稿已成惯例，其数字部门开发的

机器人编辑 Blossomblot 每天推送 300 篇文章，

受推荐文章的平均阅读量是未推荐文章的 38

倍；美联社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均使用 Word-

smith系统编发企业财报；国际文传电讯社计划

用雅虎的机器人算法来发布美式橄榄球回顾式

报道；成立于 2007年的 Automated Insights是一

家有美联社融资背景的科技公司，2015 年写了

150 亿篇文章，宣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内容

生产者；路透社也在尝试发表机器撰写的文章，

其负责人称在一次盲测中，机器的作品表现得

比人类作品更具可读性……有专家预言，机器

人将在 20年内竞逐普利策奖。

写稿机器人在国内的发展也十分迅速。

2015 年 9 月，腾讯财经一篇名为《8 月 CPI涨 2%

创 12 个月新高》的文章刷爆各大媒体头条，其

作者就是腾讯开发的自动化新闻写作机器人

“Dreamwriter”。今年 5 月 29 日，四川绵阳发生

地震，一条题为《绵阳安州发生 4.3级地震》的新

闻开始流传于网络，写下这篇 560 字的新闻稿

件并第一时间发布在网络上的正是国家地震台

网研发的智能机器人，且全程仅花了 6秒钟，可

以说几乎跑赢了地震波的速度。

机器记者能拿普利策奖

媒体领域遭遇机器人入侵，原因就在于自

然识别和信息数据库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

度，且这种成熟度是和新闻媒体的要求很好地

匹配了起来。

写稿机器人的背后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海

量信息网，无论是文案、信息图表或其他表达形

式，机器人编辑都可以像音乐家摆弄音符一样

去重构组装。无论是天气预报还是地震预警再

到赛事报道等各种信息，都最终能够放入到机

器人数据库中去，这样的系统潜力巨大，可以构

建无限可能。

北大计算机研究院教授万小军告诉记者，

写稿机器人实际上是一种数字技术和智能写稿

编程系统。它用机器代替人完成实时监控信息

源，利用文本解析和信息抽取技术实现自动信

息抽取，采用机器学习算法并融合编辑记者团

队的经验和智慧，以模板和规则知识库的方式，

根据实时抽取的信息作出判断，输出相应的模

板及规则知识库内容，从而产生新闻，以此应对

海量、高速、多样的大数据产生的信息。

和传统媒体人相比，写稿机器人可以瞬间

完成海量阅读、海量分析，尤其是针对上市公司

的公告、财务报表、官方发布、社交平台、证券行

情等信息源。与此同时，又可以根据互联网活

跃点击量数据，瞬时筛选出下一个热点新闻，并

通过后台的算法快速合成新闻。整体上看来，

写稿机器人在速度和数量上有着不可忽视的绝

对优势。

依靠海量的大数据平台和不断演进的算

法设计，生成一篇深度报道的时间已经由最初

的 30 秒缩短到 2 秒以内，其精度和准确率还在

不断提升，而且拟人化、情感化的技能也在持

续加强。

“张小明”团队的技术总监李磊说，近两年

的国际自然语言大会（ACL）给人感受最深的

是，在自然语言处理和理解方面，机器深度学习

的进步非常之大，2016 年几乎超过 2/3 的论文

在研究深度学习领域。虽然深度学习和自然语

言处理在文本方面还没有达到语音和图像处理

技术一样的成熟度，但现在也已有了很大进

步。事实上，国外已经出现了新一代智能写作

软件“Narrative”。

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然，纯技术角度做新闻编辑报道还是存

在一定局限性。万年进化而成的人脑，绝非几

十岁的机器人能轻易代替。

美国密苏里大学教授唐纳德·里诺兹曾表

示，大多数自然语言系统都在简单描述一个事

件，但大多数新闻都是描绘性的，甚至是事件驱

动型的。人工智能系统在进行新闻创作时需要

解决海量技术难题，包括自然语言处理中的自

动摘要、文本分类等，还有知识库和知识发现

（KDD）等相关技术，比如实体定义、关系抽取、

问答系统等。简单来说，就是机器首先需要理

解自然语言，然后通过知识管理弄明白新闻中

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

有 问 题 ，就 有 答 案 。 谷 歌 开 源 了 Syn-

taxNet，将神经网络和搜索技术结合起来，在解

决歧义问题上取得显著进展，该软件能像训练

有素的语言学家一样分析简单句法；Facebook

推出了文本理解引擎 DeepText，每秒能理解几

千篇博文内容，语言种类多达 20 多种，准确度

接近人类水平。

今年 6月，人工智能创业公司 Maluuba公司

发表了一篇关于机器理解的论文，提出了目前

最先进的机器阅读理解系统 EpiReader，该模型

在 CNN 和童书测试（CBT）两个数据集上的成

绩都超过了谷歌 DeepMind、Facebook 和 IBM。

EpiReader 采取两个步骤来确定问题答案。第

一步(Extractor),使用了一个双向 GPU 逐字阅读

故事和问题，接着采用一种类似 Pointer Net-

work 中的 Attention 机制在故事中挑选出可能

作为答案备选的单词。第二步(Reasoner)，这些

备选答案被插入（完型填空）式的问题中，构成

一些“假设”，接着卷积神经网络会将每个假设

与故事中的每个句子加以比较，寻找文本蕴涵

（Textual Entailment）关系。简单来说，蕴涵是

指，两个陈述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因此，最近似

故事假设的蕴涵得分最高。最后，将蕴涵得分

与第一步得到的分数相结合，给出每一个备选

答案正确的概率。

万小军教授说，记者联系采访对象，观察对

方，用心去感受人物，再对大量资料进行整理，

做出取舍，对这些复杂细致的情感工作，目前人

工智能机器人用深度学习的算法尚不能搞定。

由于目前的技术制约，写稿机器人还无法开展

自行思考，智能写稿系统在稿件的深度以及稿

件个性化上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从这个

意义上讲，写稿机器人为传统记者节省了大量

查阅资料的检索时间，有助于人力记者写出更

有深度和富含情感的新闻作品。新闻的字里行

间包含着记者的判断、价值观与人文关怀，未来

新闻人应该把精力重点放在机器人无法完成的

调查性、深度解释性报道上，这样双方才可以真

正实现互相补充、相得益彰。

李磊说，新闻机器人并不会取代记者，相反

会成为记者的好帮手。机器人写稿将大大提高

记者产出新闻的数量和速度，节省媒体的时间

成本和运营成本，提升媒体运营的成本收益

率。用户的阅读兴趣呈长尾分布，单篇阅读量

高的新闻可以由人力记者来写，但是更大量的

单篇阅读量稍低的新闻同样很有价值，由人来

写则收益率并不高，而请机器人来写既能弥补

这部分阅读需求，又能降低新闻采编的成本，可

谓一举多得。

“活人”记者依然是师傅

撰写这篇稿件时，我始终无法不去想这样

一个问题：写稿机器人来了，自己会不会失业呢？

当然，目前还不至于。对于媒体，内容是王

道，没有深度的媒体人可能会被写稿机器人淘

汰，而能做出好内容的深度报道记者则不会。

人工智能要想达到替代人类的水平，需要

好几个阶段的演化。第一阶段首先是在各个垂

直领域诞生若干超级智能，比如健康和知识问

答领域的“沃森”、围棋领域的“AlphaGo”等。

这些垂直超级智能可以在特定领域内展现出远

超人类的能力，但是在擅长领域之外没有任何

作为。不过，他们将为诞生在所有领域内具备

超人能力的终极智能打下初步基础。

知识改变命运，技术改变世界。相信在以

写稿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引领下，全

球终将步入一个全新的信息技术时代。凭借不

断进步的技术的力量和更多的试验、更早的调

整及更好的准备，人类将会建设出一个更加智

能化的美好世界。

——记者观察——
有了“他”们会更好

对于生活在北京的人，听到“香河”二字时会

想到什么？十有八九的答案，是满街的肉饼店，

和广告里整天播放的“家具城”。

但现在，香河希望人们以后会以另一个更

“高大上”的形象记住自己，这就是机器人产业。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当前全球的热点。大量

结合人工智能的应用即将出现，产业规模与发展

空间巨大。对于面临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任务的

地方政府来说，引入人工智能产业，是符合国家

发展趋势和要求的路径。

肉饼之城香河，显然不愿意错过这一提升格

调的机遇。国内人工智能研发位于前列的两所

大学——东北大学和沈阳工业大学，近日就在香

河与太库科技、华夏幸福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几方将以产业新城+孵化器+高校的组合，推动

“香河机器人产业港”的提质增效，提高香河在国

内智能机器人领域的产业高度。

其中，太库科技创业发展有限公司，是孵化

器运营管理的专业机构。目前在北京、上海、深

圳、硅谷、特拉维夫、首尔、柏林、南京、香河等地

建立起实体孵化器。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产业新

城运营商。围绕机器人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

本体、系统集成、后端服务等核心环节，华夏幸福

通过全产业链招商，在香河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

机器人产业集群。截至目前，已有 32 家国内机

器人产业领先的企业签约入驻，其中超过 20 家

来自北京。

目前，香河机器人产业港已经建立了深层

次、全方位的产业服务体系，包括高级定制服务、

业务流程服务、金融服务、行业服务、选址服务、

基础配套服务等工作，以满足不同生命周期企业

对服务的不同需求。 （何文）

不再只有肉饼、家具城

香河玩起了机器人

“联网驾驶”是通过车辆、交通基础设施和其他交通运输模式之

间的互联互通，通过智能交通决策系统分享交通信息的一种新兴技

术，可大大提高驾驶安全可靠性和防止交通事故。实现这一目标，需

要更精确的车辆定位信息，为此，欧盟组建 HIGHTS 研发团队进行

科研攻关。

研发团队由欧盟 5 个成员国德国（总协调）、法国、荷兰、瑞典和

卢森堡的智能交通系统的科技人员组成，欧盟“2020地平线”科研计

划 为 此 提 供 了 600 万 欧 元 全 额 资 助 ，项 目 期 限 3 年 时 间（2015

年—2018年）。

由于现今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无法提供足够的车辆准确位置信

息，包括部分特殊环境（如隧道），研发团队最主要的科研目标之一，

是道路交通合作型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C-ACC）的研制开发，有

助于车辆顺畅的驾驶环境和保持高速行驶车辆之间的安全距离。辅

助的车道检测技术，将为此提供技术和安全保障。

目前，研发团队已基于现有的卫星导航定位与车载传感技术的

结合，交通基础设施与无线通讯技术的结合，如 WiFi、Bluetooth、

Zigbee（联网日常设备的无线技术）和 LTE（高速无线通讯技术），制

定出了清晰的联网驾驶技术开发路线图。

技术融合将产生先进的车辆高精度定位技术、即联网驾驶

技术，广泛应用于城市道路、高速公路和多交通运输模式的智

能交通系统。根据欧委会的要求，研究团队还将开发欧盟相关

标准。 （据科技部）

欧盟攻关联网驾驶新兴技术

日本无人机制造商 Prodrone 近日推出了一款可以送货的无

人 机 ——“ 全 球 首 款 具 备 双 机 械 臂 的 大 型 无 人 机 ”

PD6B-AW-ARM。

它的机身由该公司现有无人机 PD6B-AW 模型制成，另配备了

两个可灵活操作的 5轴机械臂，以实现抓取、携带、释放物体的功能，

总负载高达 10kg。

为了确保抓取重物时，无人机还能保持稳定性，Prodrone 还

特地研制了一套飞行稳定算法。PD6B-AW-ARM 含有一对机

械臂，灵活度性能不错，最大可抓起 10 公斤的物体，续航时间约

30 分钟。这款有机械臂的无人机可以利用机械臂对机身进行固

定，这样就可以进行一个间歇的停留，像鸟儿一样站在树枝上休

息。

无人机与机械臂的组合已经不仅仅是进行一个拍摄的任务，而

是直接用机械臂进行一个飞行作业，搬把椅子不在话下。在解决施

工维修工作的同时也可在空中作业，进行收集危险物质和船舶货物，

对有毒有害的检测工作提供有利帮助。

无人机与机械臂两个行业发展势头都十分迅猛，而无人机与机

械臂的结合，使机械臂的灵活性变得更高。或许在不久之后，空中智

能机器人也会便利着人们生活，做出更多突破。

PRODRONE 于 2015 年初创立，主要开发与制造商用及工业

用无人机。日本光学大厂佳能（Canon）旗下市场营销公司 Canon

Marketing Japan，因看好 PRODRONE 无人机及市场发展潜力，

2016 年 9 月初宣布向 PRODRONE 出资 1 亿日元，为 PRO-

DRONE 提 供 无 人 机 用 航 拍 系 统 结 合 影 像 解 析 软 件 ，并 负 责

PRODRONE 无人机在日销售及售后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