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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央视到地方媒体
已有多家媒体机构推出AI主播

据杭州综合频道介绍，《杭州新闻
联播》首次采用数字人双播模式，由去
年的两个数字主播形象单播模式，升级
到了六个数字主播形象的双播模式，节
目形态已无限接近日常联播状态。无
论是形象、表情、声音，还是肢体动作，
数字主播们都做到了极致仿真，当天采
制的所有新闻也全部采用数字主播来
进行配音，所以不管是播报、还是配音，
春节档《杭州新闻联播》都是AI状态，
真正实现了无主播值班。

据报道，2023年以来，杭州文广
集团就开始布局以AI为引领的创新
发展战略。创建短视频AI生产实验
车间，并孵化出首个创新项目——智
语数字人应用创作平台。

据介绍，该平台通过专业级真人
拍摄采集，利用全新AI算法实现人物
形象及声音复刻重演，打造广播电视
级超写真数字人。同步实现从文稿到
短视频成片的智能快速生成，制作播
出国内首档全流程人工智能电视节目
《冠军AI亚运》。《杭州新闻联播》成为
全国首档全数字人主持播报的联播类
新闻节目。

记者注意到，不少地方电视台和
地方融媒体中心，已经出现了大批AI
数字人上岗当主播，比如新疆阿克苏
电视台的AI主播小芮、湖南吉首融媒
AI主播洪小姣、北京顺义区融媒体中
心AI主播“吴小迪”……这些AI主播
基本都是在近两年上岗的“新员工”，
区别于以往电视台的AI主播在一些
网络端、新媒体端的特殊节目、节日中
展示应用，这些AI主播已经融入到了
地方融媒、广电的日常工作当中，精准
播报当地的新闻。

事实上，利用AI技术，复刻新闻
主持人播报新闻的做法并非始于今
日。2024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央视
财经新媒体就曾在蚂蚁灵境数字人平
台提供的技术支持下，打造出以总台
央视主持人孟湛东、郭若天为原型进
行复刻的AI主播——小东、小天。两
会报道期间，这两名AI主播就已实现
全天实时为用户解答各类问题。

到2024年6月，日照广播电视台
也以女主持人王智夏为原型，复刻推

出数字主持人“智夏”参与新闻报道。
2024年7月，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国
家级盛典《2024中国·Al盛典》节目
上，以尼格买提、马凡舒、王冰冰三名
主持人为原型，首次亮相了三名AI数
字人代表——小小尼、小凡、冰冰，在
舞台上进行人工智能科普。

不仅AI数字人，在去年年中，央
视多档节目也将AI制作的动画用于
新闻播报。记者梳理发现，2024年3
月29日，央视《晚间新闻》在描述候鸟
迁徙的背景资料时，选用了AI生成的
视频；2024年4月3日，央视《新闻直
播间》在解释“强对流天气”并提醒如
何做好预防时，同样选用了AI生成视
频。

AI浪潮席卷之下，有网友对人工
智能服务新闻工作点赞，但也有网友
质疑，AI技术作用于严肃新闻是否该
有边界感？而数字主持人的出现，又
是否会抢夺新闻主播的饭碗？播音
主持专业的学生是否也将面临新挑
战？

当AI主持人站上主播台
有播音专业学生欲改考研方向

“播音专业学生碎了”“有了数字主
播，真人主持人年过完后还有班上吗？”
面对杭州新闻联播推出的数字主持人，
不少网友在留言区发出以上感慨。

小陈是北京某高校一名播音专业
大三在读学生，看到近期多档电视节
目推出数字主持人，心里也增添了压
力。她告诉记者：“过去以为练好台

词，说好普通话，有个好学历、好模样，
就能在电视台找份工作，但现在看来
要补充学习的还有很多。”

在小陈看来，AI数字主播的出现
的确带来了新的压力。面对AI主持
人0失误率的播报，她认为，自己无法
在精准念稿、识别文稿偏僻词、保持普
通话标准等功能上胜AI一筹，因此她
早已有了读研换专业的想法。

“作为播音在读学生，我们除了在
‘底子功夫’上继续加强外，还需要有
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技能傍身，所以
未来读研我不会再继续读播音主持，
考虑攻读法律方面的硕士研究生。”小
陈告诉记者，她也认为人工智能更大的
作用在于复刻和信息搜索整理，无法取
代人类的深度思考和专业能力：“比如
新闻的调查、面对突发状况的应对、新
闻伦理的判断、专业知识的运用，人工
智能现在还取代不了我们。”因此在AI
技术赋能新闻的冲击下，她希望自己能
同时学好新闻播报，并深入学习法律知
识，运用AI技术帮助自己，做好未来法
治领域报道的新闻工作。

四川某院校播音专业在读学生小
张，则相信主播行业不会被AI主持人
替代。“因为AI主持人只是在复刻新
闻主持人，并不能在专业性上真正替
代。”小张表示，AI主持人的推广，提
醒在读生应该学好人工智能技术，帮
助自己提升工作效率，但人与人面对
面的情感交流、采访写作等仍需真人
来完成。

AI来袭，真人主播咋办？
专家：AI抢不走专业人的饭碗

说AI主播会完全替代真人主播
实在有点杞人忧天，仅从目前各地方
融媒、电视台推出的AI主播播报地方
新闻的表现来看，能够实现基本没有
违和感的非常少，虽说只要提供的文
稿是正确的，AI主播几乎没有读错字
的可能，但口型对不上、面无表情、语
气僵硬机械的问题普遍存在，缺乏真
人主播的“温度”。在电商直播带货领
域也早有商家用上了AI带货主播，而
且经过几年时间的发展越来越成熟，
但AI带货主播实际上并没有让电商
主播们统统失业，黄金时段的直播间
带货仍然是以真人为主，AI电商主播
更多是填充无人时间，解答消费者简

单的购物问题。从这一经验来看，与
其说是被抢走饭碗，“人机共生”才更
可能是未来主持人行业的情况，AI主
播缺少的情感温度与个性化表达真人
主播做得到，真人主播很难做好的快
速精准的资料数据收集整合工作恰是
AI所长，AI数字主播给传统的电视节
目、新闻播报注入新的活力，也为融媒
发展提供新渠道、新思路。

在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刘海明看来，更多媒体打破传
统观念，积极拥抱人工智能新技术是
一件好事：“比如有了数字主持人，那
么深夜档新闻，凌晨的突发事件播报，
就能用数字主播替代真主持人，节省
了真人主播的劳动力。”同时，刘海明
指出，新闻从业者在新技术冲击下，也
需要不断学习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整
合信息抓取新闻点，以提高工作效率。

“人工智能会淘汰一些人，有就业
压力很正常，但淘汰的是完全拒绝新
技术的人，而非是抢夺所有新闻人的
饭碗。”刘海明解释称，如AI主播实际
也是复刻真人主播，但以目前的技术
无法让数字人替代人类思考，无法共
情人类情感，或处理新闻播报过程中
的突发状况，尤其是面对面的专访，需
要有独立判断的新闻写作以及暗访等
工作，数字主播还无法实现以情入境
地进行采访交流。

在刘海明看来，人工智能更大的
优势是整合已有信息，但新闻是面对未
来的突发，思考未来的工作，因此并不
会因为出现了数字主播，就让主播乃至
传统新闻行业岗位大面积地消失。

“医院也有人工智能护士、导诊，
但病人也不会只满足于找一台机器给
自己看病。”刘海明认为，传统新闻行
业拥抱新技术是好事，但认为人工智
能会替代真人主播或记者则是杞人忧
天。

刘海明建议，作为播音主持专业
的学生，在人工智能席卷下，也不能只
满足于读稿、写播音稿等单一技能，而
更应找到自己无法被替代的专业技
能，同时用好人工智能这门技术服务
自己，这样才能不被时代淘汰。而对
于新闻院校，刘海明也认为，应当与时
俱进开设人工智能课程，让学生对新
技术有认识，而非让学生对此产生恐
惧。

据鲁中晨报、扬子晚报

大量AI主持人正在上岗
真人主播饭碗不保了？播音专业何去何从？
“惊了，春节期间《杭州新闻联播》的主持人居然都是AI。”近日，杭州文广的电视节目《杭州新闻联播》新年期间使

用AI数字人担任主持人并做到零失误的现象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AI浪潮席卷之下，有网友对人工智能服务新闻工作点赞，但也有网友提出质疑，AI技术用于严肃新闻播报是否该

有边界感？而数字主持人的出现，又是否会抢夺真人新闻主播的饭碗？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是否也将面临新挑战？
记者也在采访中发现，已有播音专业学生认为感到压力而选择考研换方向，但也有传媒领域专家指出，认为人工

智能会替代真人主播或记者是杞人忧天。

《杭州新闻联播》AI主播小雨。 央视财经此前推出的两会AI主播。

央视节目中推出3名AI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