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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主持

摘要：近几年，关于人工智能与新闻主播、

主持人的跨界合作频频出现。全国多家传统媒

体电视台、电台都在积极打造“超仿真主播平

台”，在新闻、娱乐等节目中尝试加入人工智能

主持人的元素和设计。随着不断的研发和相关

技术的推进，人工智能主持人逐渐拉近和传统

主持人的差距，给传统媒体主持人行业带来挑

战与思考。要想不被人工智能主持人取代，传

统媒体主持人需强化内功，在提高共情力、创

作力、人文情怀方面下功夫，做不可取代的优

秀主持人。

关键词：人工智能 主持人

一、人工智能主持人的优势与短板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民日报推出的 AI 数

字主播“任小融”正式“上岗”，通过一个自我

介绍视频和一个互动H5与网友见面。“上岗”3

小时内，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一，话题阅

读量7000多万，获得广泛关注。2022年，央视

频推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个拥有超自然语音、

超自然表情的超仿真主持人“AI王冠”，与其原

型、来自央视总台的财经主持人王冠，播报新闻

的神态、声音真假难辨。

近几年来，从央媒到地方媒体，人工智能主

持层出不穷，其优势与短板也浅显易见。

（一）人工智能主持人的优势

首先，人工智能主持人因技术演进的推动，

在外观形象方面大幅改进，仿真效果已明显提

升。很大程度上已消除信息传播的视觉失真弊

端。

其次，人工智能有着极强的信息抓取与整合

能力，实现海量信息的快速生产，能更快速地得

出所需要的信息和链接。人工智能主持人较强的

学习能力，也使其能够胜任临时和复杂的任务，

对于新闻播报等仅需见字发声简单播报类的任

务，能达到更快的识稿度，且准确率更高；无需

熟悉稿件，播报语音速度均可调整，并可驾驭多

种地方方言、外语语种，满足丰富立体的表达需

要；可以达到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可应用于

多领域多场景，解决真人劳动力劳动时间有限的

问题，实现更高效的节目呈现。

（二） 人工智能主持人的优势明显，短板也

显而易见

首先，人工智能主持人无法建立情感连接。

主持人最高级的表达就是用情发声。情感是播音

主持的灵魂，主持人和播音员对文字的理解能力

与情感把握，甚至停顿、语气、重音强弱，会赋

予内容不同的语言面貌。而人工智能本质是算法

演算，无法进行自由的发挥和渗透理解，因为情

感上的缺失，向受众传递的内容精神内核会大大

降低。

其次，人工智能主持人无法完成灵活的交

互，缺乏对象感。对象感是主持人做好内容传递

的重要前提，要清楚说给谁听，才能决定用什么

状态说，从而建立良性的交互。良好的交互是灵

活的、互相激发的、气氛热烈的。主持人与受众

的关系早已不再是“我说你听”，而是“共同的

内容生产者”。杭州电台西湖之声提出一个口号

“听众是最好的主持人”，用来形容当下的受众与

媒体的关系最为贴切。听众从一个被动的“聆听

者”到主动供给内容的“生产者”，为节目提供

了有趣、有用、有益的内容，主持人合理利用好

每一条与受众的互动，激发更多智慧、幽默的大

脑参与节目互动，使得节目更具传播价值，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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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良性循环。要想让节目的优质内容频出，

精彩好听，节目主持人的穿针引线尤为重要。

人工智能主持人显然没有真实主持人所拥有

的灵活与多变。以湖南卫视娱乐节目《你好，

星期六》 为例，为了营造科技感，贴合年轻

人对于二次元的喜爱，节目中引入AI人工智

能主持人“小漾”的形象，虽然它外表甜美

可爱，非常具有现代感，但是站在一众主持

人当中的“小漾”显得非常的违和，与其他

主持人的对话也略显生硬。语言不生动，接

不住梗，缺乏幽默感，没有很好地完成与主

持人间的对话，显然，“小漾”较为生硬，缺

乏灵魂。

再次，人工智能主持人对信息的深度解

读和贴近性的观点表达仍无法与真实主持人

相较。目前阶段，人工智能主持人满足的仅

是信息的基本播报，还无法做到声情并茂，

也无法根据信息对不同的受众调整其表达方

式。单一的语调表达，让信息不能因符合表

达的需求而进行语音语调上的转换；缺乏情

感理解和把控，会让信息失去生机和色彩。

这都是人工智能主持人明显的短板。

二、强化内功，做不可取代的主持人

（一）具备共情力

在播音主持领域，情感共鸣仍是目前AI

技术无法做到的，无论是广播电视还是短视

频，无论是新闻播报还是文艺综艺，情感共

鸣都是优秀主持人的利器。对内容理解到位，

才会萌发情感，从而去调动受众的情绪共振。

而达到共情，需要主持人要有鲜活的生活体

悟和观察。如何把话说得好听、表达恰如其

分，恰恰是考验主持人业务的重要因素，也

是把控语言表达的必修课。

（二）拥有创作力

新媒体环境下，节目内容的选材来源虽

然便捷，但很多会出现雷同。热点内容被多

次选用，信息重复的情况也较为常见，这就

要求主持人要有较深的内容编排再创作的功

力。广播工作的性质决定主持人常常是“采、

编、播”一体，如何将雷同的“食材”再造

成不同的“美味”，考验的是主持人以把握受

众心理为基础的二次创作和取舍拿捏能力，

精致的再创作能够赋予传播内容更高的立意。

创作的核心是改变和重塑，播音创作是

将文字稿件改变为有声语言传递给受众。节

目的创作是借助音频、文字、视频等素材进

行有机的整合，形成完整的新思想表达。前

期的采访创作是凝练人物或事件蕴含的价值，

提升精神内核。所有的二次创作需要的却是

主持人的敏感发现和智慧积累。

主持人要具备“看见”的能力，看见普

通人看不见的层次，触发更高层级的思辨，

创作让人豁然开朗的作品。以杭州电台西湖

之声娱乐节目 《YEAH 委会》 为例，这档针

对25-30岁年轻人群的节目，打造元宇宙虚

拟社区的概念。主持人化身为广播虚拟社区

的物业管家与保安，通过沉浸式主持的方式，

带动听众以听觉感受沉浸式角色扮演。大家

都是住在同一座大厦的一员，共同讨论生活

中的各方面内容。节目设计网感突出，打造

新听觉、新体验。元宇宙是这两年的互联网

新概念，沉浸式主持也是一种新样态的主持

设计。这种新形式的概念融合进娱乐节目，

基于主持人对参与节目互动受众的特点揣摩、

细分创作产生的新形式，是人工智能算法算

不出的。

（三）塑造个性品牌

树立个性品牌，从专业角度来看是主持

人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后，需要思考和完成

的课题。不图谋使自已成为一个品牌主持人，

没有明确的努力方向，是意识上的缺乏和能

力的缺失。从商业角度讲，主持人树立品牌

形象有助于节目影响力的提升，在同类型节

目中脱颖而出，产生经济效益。因此，在受

众面前，画好自己的“脸谱”，挖掘自身的个

性特点，是打造主持人个人品牌的第一步。

从外在形象的打造到语言特色的挖掘，再到

主持风格上个性化表达等多方面，都需要做

好分析与深耕，将自己打造成有辨识度，有

受众黏合度，有社会责任感和影响力的品牌

主持人。这份需要极强个人色彩构建的品牌

形象，是人工智能主持人较难达到的。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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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发力增强全媒体环境下双向发力增强全媒体环境下
时政新闻传播力影响力时政新闻传播力影响力

许 婷

智能主持人可以有无数的新皮肤，可以不眠不

休，但以目前的技术还难以实现鲜明的AI个性

意识.

（四）拥有人文情怀

人文情怀是主持人温度和深度的体现，更是

价值导向。汶川地震之时，主持人播报各地区遇

难人数时，几度哽咽。这是最为典型的对人类生

命的尊重、维系共同命运的关切。这令人动容一

幕的背后是主持人的悲悯之心与大多数人的心灵

共振。主持人要做一个沾着烟火气的生活家，更

要做有高尚情操、宽广胸怀、善意暖意的精神引

领者，这是媒体从业者追求的精神内核。真正打

动人心的内容靠的是心灵的触达，而这份温度的

传递，是按部就班基于大数据模拟捕捉而发声的

人工智能主持人所无法取代的。

三、结语

在飞速发展的时代，人工智能主持人的出

现，的确给播音主持岗位带来一定冲击，但人工

智能主持人不会也不可能完全取代真正优秀的主

持人。在传媒领域，情感共鸣与心灵共振，始终

是主持艺术的魅力所在，这正是人工智能主持人

所欠缺的。

人工智能可以提升新闻从业人员采编工作的

效率，承担一些新闻工作中简单、重复性的劳动，

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让

主持人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富于创造性

的工作中。人工智能主持人是我们的业务助手，

我们要学习如何更大效应地发挥其功效，用好这

个智能化的新工具，做好媒体的辅助工作。

（作者单位：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

时政新闻以其权威性、重要性具有较高的的

关注度和影响力。近些年来，面对新媒体日新月

异、蓬勃发展的巨大挑战，主流媒体包括时政新

闻顺时应势在发挥传统媒体优质内容生产优势的

前提下，在各新媒体平台推出短视频作品。例

如，央视《新闻联播》的“主播说联播”、《浙江

新闻联播》的“联播连连看”、杭州电视台《主

播评说》等在引导舆论、服务百姓、树立正确价

值观、传播社会正能量方面积极探索，产生了较

好的传播效果。

这类短视频作品由官方平台制作，以时政新

闻+微评互动的方式，针对当天时政新闻中的重

大事件或热点新闻以简短通俗的语言进行解读和

点评。作为时政新闻的延伸和拓展，主播们一改

以往联播体严谨刻板的语言和状态，给人耳目一

新的感觉。

在传播学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并称为人

类两种基本的传播方式。大众传播因其规模化、

公开化两大特征，在时政新闻的传播中有着天然

不可替代的优势，容易形成社会舆论的一致性从

而产生权威感。短视频作品的传播更符合人际传

播平民化、互动性、趣味性等特点。在全媒体环

境下只有从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双向发力，才能

有效提高时政新闻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一、以硬核内容生产牢牢守住大众传播阵地

无论传播方式如何改变，新闻最核心的竞

争力依然是内容。时政新闻作为和党委政府中

心工作最为贴近的宣传报道方式，拥有权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