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第 2 期

栏目主持 渃水

人工智能的发展给媒体相关的行业实践和日常社会

生活带来多方面影响； 传播学作为与时俱进的学科， 已

然投入对智能媒体现象的研究。 虽然智能媒体给传播学

研究者带来了新的研究情境和研究问题， 但传播学作为

一门社会科学学科， 其根本问题和方法论是否因为新技

术的到来而发生革命性的改变， 仍需传播学者探讨。

一、 人工智能研究概述

人工智能是指由机器展现的智能。 计算机科学领域

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 主要关注研发可认知和利用自身

所处环境采取行动达到某种目标的智能设备。 从 1956
年人工智能诞生至今， 学术界对人工智能的目的、 本

质、 方法论以及发展方向产生了大量富有哲学意味的争

论与思考。 [1]

有关人工智能研究目的的讨论， 领域内形成了主张

模拟人类能力的 “人工智能” 阵营， 以及主张加强和扩

展人类能力的 “智能增强” 阵营。 [2] “人工智能” 阵营认

为， 人工智能研究旨在实现人工智能系统的认知仿生，

而 “智能增强” 阵营则认为， 人工智能的目的仅在于创

造更高级的智能， 实现对人类能力的加强和扩展， 而非

模仿和替代。 [3] 虽然学界对人工智能研究目的的思考不

尽相同， 但是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 人工智能的长期目

标是创造和理解智能。 [4]

人工智能发展至今， 经历了将人类智能看成某种符

号处理过程的符号主义范式， 以人工神经网络为代表的

联结主义范式， 以及具备反馈控制模式和广义遗传算法

的行为主义范式。 [5] 从托马斯·库恩的科学哲学历史主义

视角来看， 人工智能作为科学， 已经经历了范 式的建

立、 转换和替代的革命过程。 然而， 人工智能的新范式

并未如日心说之于天体物理学一般颠覆性地取代旧范

式， 而是以多个范式并存的形式共同推动人工智能研究

的发展。 因此， 作为一个开放的科学系统， 人工智能的

发展体现了一元主义方法论在具有复杂特征的技术倾向

的新学科中的局限性。 [6] 人工智能的研究伴随着来自多

元思想的论证和批判， 并在此过程中发展和增生。

二、 智能媒体时代的传播学研究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媒介环境的改变， 也为

传播学研究者带来了新的研究情境和研究问题。 人工智

能的科学技术两重性以及多元主义方法论， 奠定了智能

媒体研究的范式特征。

1. 科学与技术的两重性

人工智能研究的本质具有科学和技术两重性。 就认

识和理解自然智能这一目标而言， 人工智能可被视为经

验科学； 然而， 就通过工程手段建构智能系统以达到对

自然智能的模拟和理解而言， 人工智能又可被视为一门

技术。 [7]

人工智能技术和智能终端的不断发展为传播媒介带

来了革命性演化， 机器学习等技术被应用于传播实践的

各个领域， 传媒业走进智能化发展阶段。 喻国明等学者

认为， 智能化已成为未来传播模式创新的核心逻辑， 人

工智能技术将全面渗透新闻信息采集、 新闻编辑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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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认识体验及内容推送等新闻传播领域的各个环节。 [8]

人工智能研究的科学技术两重性同样可用来看待智

能媒体研究。 一方面， 智能媒体研究仍需注重科学研究

的传统， 回到媒体的本体论问题， 即什么是媒体， 媒体

的未来在哪里， 以及人工智能为媒体的发展和进化带来

了什么改变。 另一方面， 智能媒体研究需要从技术角度

出发， 探讨如何通过工程手段建构智能系统， 实现对媒

体职能与媒体工作的模仿替代， 例如探讨机器人生成新闻

和基于用户大数据的个性化新闻推送的效果及社会效用。

2. 多元主义方法论

现如今， 人工智能研究进入了符号主义范式、 联结

主义范式和行为主义范式并存的时代。 与人工智能研究

的多元主义方法论类似， 智能媒体研究也背离了托马

斯·库恩提出的一元主义方法论， 研究的发展不再是传

统意义上的范式转换， 而是多种范式并存。 在智媒研究

的广泛议题中， 并不存在一个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的研

究范式。

三、 智能媒体时代的传播学研究主题

随着智能聚合类媒体平台、 机器新闻生产等现象的

出现， 人工智能的理念和技术已逐渐影响媒体的行业实

践和公众的日常媒介使用行为。 传播学研究者也已开始

探索人工智能技术伦理、 智能媒体产业与政策分析、 人

工智能技术扩散与接受、 算法内容推送等多元研 究议

题。 在科学与技术研究并重、 多元范式并 存的背景之

下， 本文试图通过理论视角和分析层级两个维度对智能

媒体时代的传播学研究主题进行分类梳理 （图 1）。

1. 理论取向和分析层级

图 1 坐标轴的提出者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邱林川 教

授 ， 其 目 的 在 于 为 信 息 与 传 播 技 术 （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研 究 在 分 析 层 次 与 理 论 路

径上提供定位依据。 透过研究定位， 相关学者可以更好

地将具体研究与相关研究的整体脉络进行比对与勾连。

此坐标轴亦可用来总结智能媒体时代的传播学研究的重

要议题。

坐标的横轴关注智能媒体研究的理论取向。 科技中

心主义强调科技本身的作用。 科技中心主义的极端表现

是科技决定论， 科技决定论认为， 科技的发展会给社会

的结构和文化价值带来不可避免的、 革命性的改变。 科

技中心主义的研究倾向于简化科技和社会的关系， 关注

科技给社会和人类行为带来的线性的、 可量化的影响。

与科技中心主义不同， 社会建构主义视角认为， 技术产

生 的 “效 应 ” 体 现 为 技 术 制 品 （ technological artifact）
与 其 所 在 的 社 会—技 术 体 系 （social-technical system）
进行化合与相互形塑 （mutualshaping） 的过程与机制。 [9]

因而传播学者在评估新媒体科技带来的社会效用时， 不

应该独立地看待技术创新的力量， 而需要同时考虑其所

处的历史和社会情境， 比如行业发展背景、 媒体组织结

构、 社会文化价值以及用户的主观能动性。

宏观层面的智能媒体研究着重探讨智能媒体技术对

社会、 人口与文化的整体性影响， 也包括多元社会文化

因素对智能媒体技术的反向塑造。 而微观层面的研究则

关注智能媒体与个体用户的相互关系， 既包括智能媒体使

用对受众认知、 态度和行为的影响， 也关注个体用户对智

能媒体的应用习惯与模式对技术发展轨迹的重塑与再造。

2. 社会建构主义宏观研究： 政治经济学范式

图 1 坐标中， 第一象限内为社会建构主义的宏观研

究， 研究议题包括 “数字鸿沟” 之后产生的新一轮 “人

工智能鸿沟”， 以及人工智能的技术伦理问题。 这一象

限研究的本质问题是技术控制的问题， 即谁拥有技术，

谁应当拥有技术的问题。 研究者从政治经济学范式出

发， 讨论资本对智能媒体发展的影响， 以及科技民主和

技术公平在智能媒体时代的可能性。

“数字鸿沟” 研究关注社会层面乃至全球层面的技

术不平等问题。 过去数十年， 传播学者已讨论了工业化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国家内部不同社会经济地

位公民之间的传播信息技术的接入和使用差距， 以及这

些差距带来公共生活的差距。 [10] 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研发

难度大、 经济成本高， 现如今， 全球人工智能研究呈集

中化、 企业化发展趋势。 [11] 智能媒体技术的研发掌握在

极少数机构和企业手中， 大量的资本涌入极少数机构和

图 1 智能媒体研究主题分类

社会 建 构 主 义 科技 中 心 主 义

宏观

微观

人工 智 能 产 业 与
政策 分 析

人工 智 能 技 术 扩
散与 接 受 研 究人工 智 能 技 术 伦理

人工 智 能 鸿 沟

人机 互 动

算法 内 容 推 送智能 营 销

自动 生 成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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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这可能会带来比网络媒体时代更加严峻的公平问

题， 从而产生从阶级层面到国家层面的智能鸿沟。

智能媒体的发展带来的公平问题也引发了关于智能

媒体技术伦理的讨论。 过去五年里， 以 “今日头条” 为

代表的智能聚合媒体已成为新闻传播研究者的关注重点

之一。 这类媒体的特征是， 基于网络爬虫技术， 收集和

汇总互联网新闻信息， 划分每一个时刻的新闻热点， 再

通过挖掘用户个人信息， 将新闻热点个性化推送给每一

位用户。 [12] 然而， 由资本主导的计算机或算法代替传统

新闻编辑把关新闻内容， 这是否符合公众的长期利益？

是否会导致用户新闻消费的娱乐化、 低俗化取向？ 此类

智能聚合媒体是否摒弃了传统新闻媒体涵化受众、 促进

公共讨论的社会责任？ 这些仍值得新闻传播研究者讨论。

此外， “今日头条” 等基于数据爬虫和矩阵筛选的智

能聚合媒介， 在获取用户新闻消费的信息之外， 还可通

过用户授权的方式获取大量用户信息， 包括基本人口统

计信息、 社交网络信息和其他文化消费信息等。 [13] 当媒

体及其背后的资本掌握大量用户数据时， 保障数据安全

及用户隐私成为此类媒体的又一重要社会职责。 如何明

确智能媒体的数据收集和使用权限， 防止数据滥用？ 如

何确保智能媒体企业保障用户数据安全？ 国家监管是否

可行， 还是行业自律是唯一的可能性？ 这些仍是尚待学

者探讨的问题。

3. 科技中心主义宏观研究： 新媒体研究范式

第二象限是科技中心主义的宏观研究， 包括智能媒

体产业与政策分析、 智能媒体技术扩散与接受研究等问

题。 此类研究背后的本质问题是新技术的社会效用问

题， 即智能媒体作为一种新兴媒介技术给社会带来的

影响。

此类研究的特征是， 关注智能媒体技术本身的特征

及其社会效用。 自 20 世纪以来， 从广播、 电视到互联

网、 社交媒体， 每一次新型媒体技术的出现， 都会引发

传播学者对新技术如何被社会接受和使用、 可能带来哪

些社会问题以及媒介治理问题的讨论。 以社交媒体为

例， 过去十年中， 已有大量研究探索社交媒体在特定社

会的扩散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讨论社交媒体的使用对新

闻、 商业、 教育、 旅游等各个行业的影响。 科技中心主

义的宏观研究承袭了社交媒体研究的主流范式， 使用量

化研究和政策分析等宏观质化研究方法， 对智能媒体这

种新兴媒介技术的推广与扩散、 战略与产业布局进行新

一轮探讨。

此外， 智能媒体的管控与治理也是这一部分研究关

注的重点。 “今日头条” 等智能聚合媒体在获得商业成功

的同时， 也引发新闻内容侵权等问题。 “今日头条” 等智

能聚合媒体基于数据爬虫和矩阵筛选， 对网络新闻内容

进行搜索和 “搬运”， 引发 《广州日报》 等数家传统媒

体的诉讼或投诉。 智能聚合媒体基于算法的新闻内容推

送处于 《侵权责任法》 和 《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 的

争议地带， [14] 主管部门如何在智能媒体环境下修订现有

法律法规， 促进传统媒体、 网络媒体和智能媒体的合作

共赢， 促进信息和文化的传播， 也是传播学者需和法

学、 公共管理等领域学者共同探讨的问题。 [15]

4. 科技中心主义微观研究： 认知行为效果范式

第三象限的研究是科技中心主义的微观研究， 包括

智能营销、 算法内容推送和人机互动等议题。 这一部分

研究关注的元问题是媒体等同理论提出的人类如何与技

术互动的问题。 媒介等同理论认为， 人类会将计算机和

媒体当作人、 地方等现实的社会交往对象， 人类可能潜

移默化地将与他人互动的情绪、 认知方式、 社会互动准

则等用于人机互动。 [16] 科技中心主义的微观智能媒体研

究主要借鉴认知心理学研究范式， 使用控制实验或微观

的质化研究方法， 关注使用者和媒体的互动行为， 探讨

媒介技术对个体受众的认知与行为的影响。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 传播学的研究视野已从

人际传播、 大众传播扩展至计算机辅助传播和人机传

播。 计算机作为人类的交流对象， 其交流效果如何？ 计

算机是否会对人类交流行为产生类人影响？ 人类如何认

知与计算机交流的风险和利益？ 过去 30 年间， 传播学

者从未放弃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媒介等同理论的提出

者巴伦·李维斯 （Byron Reeves） 和克里夫·纳斯 （Clif-
ford Nass） 曾进行一系列实验研究人机交流中的情感、

行为规范、 互动角色等交流表征， 发现人类在与计算机

互动时会倾向于使用与人类交流的经验， 比如人类会在

与计算机的互动中做出因出于礼貌而照顾对方情绪的交

流行为， 人类与计算机合作时会产生 “队友效应”。 在

李维斯和纳斯之后， 仍有传播学者以智能媒体技术为中

心， 从单个技术入手， 探索人机传播的效果。 然而， 此

类研究缺乏统一理论框架指导， 呈碎片化趋势。 [17] 人机

传播尚未形成具有独立知识体和方法论的领域。

此外， 科技中心主义微观研究者也从个人层面的智

能媒体使用效果出发， 讨论后工业时代媒体的去中心化

内容生产和个性化内容消费的社会效果。 虽然智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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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联网新闻内容抓取功能可以为用户提供更多新闻资

讯， 但是基于用户数据的 “个性化” 推送有可能会导致

“信息茧房” 的产生， 即受众只关注自己选择的内容和

使自己愉悦的内容。 这种基于个人本位主义的媒体使用

行为， 可能会导致对公共领域建设的不良影响， 如因精

英言论占主导地位而导致个人言论自由被 “隐性剥夺”，

因政治极化的产生而导致理性公共讨论的减少等。 智能

媒体的出现是否会对公共讨论乃至民主产生威胁， 仍需

传播学者进一步探讨。

5. 社会建构主义微观研究： 科技人类学范式

第四象限是社会建构主义的微观研究， 其核心问题

是智能媒体与文化的形成。 在智能媒体时代， 人类的交

流行为面临被重塑的可能。 人工智能的出现使人类多了

一个交流的对象， 人类交流的行为因此得以拓展和延伸。

文化产生于交流， 当人工智能成为日常交流不可或

缺的部分时， 这种基于日常生活的交流也必定会对文化

建构产生影响。 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出发， 哈贝马斯曾指

出， 当技术作为一种治理手段侵入日常生活的私人空间

时， 自我深化的多样性过程可能变得单一僵化， 这会压

抑以日常语言为中介的交往结构， 进而削弱基于这种日

常人际交往生成的公共生活机制。 [18] 从心理文化的角度

出发， 雪莉·特克尔通过其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性研究指

出， 高度中介化的交往模式 （如通过手机和社交媒体交

往） 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文化将人与人的相互依赖促进、

转移到对技术、 机器与连结 （connectivity） 依赖； 而这

一过程有可能使整个群体陷入更深刻的孤独。 [19] 依据类

似的逻辑， 传播学者势必也会从文化研究视角出发， 使

用科技民族志等方法， 来审视基于智能媒体的沟通行为

以及相应的文化产生。 由于人机交流现在仍处于较为初

级的发展阶段， 此类基于科技人类学范式的研究在当下

的智能媒体研究中并不多见。 但在今后的研究中， 随着

人工智能技术更加深度地融入日常生活， 社会建构主义

微观研究很可能会吸引更多学者的注意。

四、 总结

智能媒体技术的发展为传播学带来了新的研 究问

题， 智能媒体时代下的传播学研究已进入多元主义方法

论时代。 现阶段， 智能媒体研究议题主要包括采用政治

经济学范式的社会建构主义宏观研究、 采用新媒体研究

范式的科技中心主义宏观研究和采用认知心理学范式的

科技中心主义微观研究。 随着智能媒体技术的进步， 采

用科技人类学范式的社会建构主义微观研究可能会成为

智能媒体研究的主流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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