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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Sora现象

2月23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综合频道牵头策划的中国首部文生视

频 AI 系列动画片 《千秋诗颂》 启

播；2 月 16 日，OpenAI 发布首个文

生视频模型Sora，英伟达推出本地AI

聊天机器人 ChatwithRTX；2 月 15

日，谷歌则发布了人工智能中型多模

态模型Gemini1.5Pro……传媒业对这

波以 Sora 为代表的技术变革纷纷热

议，这将会给传媒行业带来哪些机

遇与挑战呢？

继去年 OpenAI 公司出品智能聊天工具
ChatGPT 后，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该公司再
次发布一款新内容生产工具Sora，在全球又一
次引起轩然大波。

身处受技术影响颇为剧烈的新闻业，我们
如何看待 Sora？如何做好与其相处的准备？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新华
社高级编辑、AI程序员、中国新闻摄影学会
人工智能委员会主任黄晓勇。

人工智能又向前一步

在传媒行业，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众多采
编人员已经用人工智能生成式工具来找线索、
搜素材、作漫画、画配图，甚至用它来优化文
章结构、撰写深度报道。在融媒体生产方面，
AIGC则被用来谋篇布局、美化版面等。

黄晓勇认为，Sora 的出现昭示着 OpenAI
已经走上了更新一代人工智能道路，即从当今

“偏差压缩”的大模型道路向新一代真正理解
现实世界的“世界模型”道路前进。之后，是
否会带来新一轮技术壁垒，这是业界不得不考
虑的严肃问题。

在Sora首次发布的48个视频中，“浮动的
椅子”“幼狼数量来回变”“吹不灭的蜡烛”
等穿帮场面屡见不鲜。但黄晓勇认为，当
Sora 拼上了“文生 X”的最后一块短板之
后，人类对于内容生产的所有表达形式已无
绝对垄断。

利用Sora优势做深度报道

以前新闻业界有个流行的说法：人工智能
没有创意，只能执行简单的、重复性的任务。

但是，黄晓勇介绍，业界有一种倾向性
观点，即“Sora 们”以后替代的不仅是简单
劳动，在深度思考方面亦会露出锋芒，就
像 AI 在下围棋和“智能医疗”方面的成功
一样。

黄晓勇表示，从技术上来说，当今以 AI
“联结主义”所支撑的深度学习系统，利用
“算无遗策”“迁移学习”等方法，可能会以人
类无法预料的机器创意方式达成目标。因此，
在新闻生产领域，采编人员如对于“高级脑力
劳动不可替代性”的迷之自信值得商榷。如果
采取合作的思路，将“Sora们”的优势与人的
深度思考结合起来，做出更好的全媒体深度报
道，也许是更好的选择。

当然，在使用“Sora们”时还有一个问题
需要慎重对待。黄晓勇提示说，由于“算据”
的偏向性与算法的刻意引导，将不可避免地带
有不同于我们的主流价值观的观念，有些观念
还隐藏在图片、文字、视频及排版之中，难以
一眼鉴别。因此，当采编人员使用“Sora们”
时，需要非常小心其中的价值观问题，以防一
不小心“入坑”。

主流媒体可以参与共同开发

在 ChatGPT 上线后，黄晓勇曾随机采访
过约50位媒体从业人员，包括主流媒体和头
部平台的内容创作人员。结果发现，他们中有
35位已经试用过AIGC的功能，只是对AIGC
的态度有所不同。

据黄晓勇介绍，在采访的这些人中，40
岁左右的中年人对“Sora们”较为紧张，他们
普遍担忧自己的业务积淀会因AIGC工具的到
来而价值降低；30岁及以下的年轻人，则多
对此抱积极乐观的态度“无非是再学一门手艺
罢了”；50 岁及以上的资深人士虽然有些焦
虑，但不少人表达了“让年轻人去学吧，我也
用不上了”的态度。

在AI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当下，新闻界
是“静待花开”还是“力促花开”？

对此，黄晓勇表示，新闻界“静观其变”
不是最优解。因为，目前在AIGC领域，最大
的风险其实是落后的风险，是裹足不前最终被
时代大潮抛下的风险。

因此，黄晓勇认为，主流媒体不但可作为
“Sora 们”的体验者和实践者，还可以充当
AIGC系统开发的重要角色，即以领导者 （甲

方）、需求提出者、测试者、高质量语料
提供者等身份参与技术开发，参与

开发高效优质的国产大模型服
务 ， 在 此 过 程 中 把 握 主 导

权，并将收获的经验和认识
应用到媒介相关产业。另
外，主流媒体也可以承担
AIGC 的媒介素养教育工
作，即在推进 AIGC 应用
的过程中，共同为飞奔的

“Sora 们”套上缰绳，有
效 防 范 造 假 、 价 值 观 偏
向、“黑箱”、“隐私泄露”

等风险。

主流媒体也可充当
AIGC系统开发重要角色
□本报记者 杜一娜

文化传媒行业或将形成视频创作新风口
□本报记者 杜一娜 常湘萍

“ChatGPT 是 AIGC 发展中出现的一
个具有革命性、颠覆性的产品，而Sora则
更像是一个迭代中的创新点和一种新能
力。”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媒体
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大数据中心首
席科学家沈浩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
报》记者采访时认为，Gemini1.5Pro、Run-
way 等产品是基于大模型的迭代而形成
的，无论是在算力还是多模态上，对视频的
理解都不像Sora那样具有经验性的颠覆。

以Sora为代表的这波技术变革将会给
传媒行业的视听应用带来颠覆性的影响。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互联
网平台企业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郭全
中认为，AI 文生视频的优势在于质量
高、速度快、成本低、量大，能够更好地
理解物理规则，生产的视频与现实世界更
为贴近。

2月26日开播的《千秋诗颂》是中国
首部文生视频AI系列动画片，运用AI技
术将国家统编语文教材中的诗词转化制作
成唯美的国风动画。“文生视频模型大大
降低了视频生成的门槛，AI 生成视频应
用场景将会快速普及。”大众报业集团融媒
体中心副主任、大众日报融媒技术工作室
主任汤代禄表示，“AI 生成视频所具备的
全新创意，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专业制作团
队的借鉴使用，如爱奇艺、腾讯视频、芒果
超媒等视频平台，大力探索AIGC应用，以
提效、降本、创新，有的已小有突破。”

目前，Sora还处于内测阶段，并未公
开发布，文生视频的时长限定在 60 秒
内。“文生视频的时长是否可以不断延
长，这涉及算力。”沈浩说，对短视频而
言，算力足够的话将会相对容易实现，但
之于长视频，让文生视频一键实现其具有
一致性、连贯性特点的内容还相对较难。
文生视频一键生成短视频不需要太多的专
业性支撑，不少专业自媒体，特别是影视自
媒体已开始尝试使用 AI 生成短视频内
容。将来，科幻、教育、娱乐、文化类的内容
制作或将不断引入这类制作方式。但就目
前的技术而言，虽然无法让AI一键生成一
部电影，但可以将其生成短视频内容作为
长视频生成素材的来源。

“从内容生产方式上看，以Sora为代
表的新技术应用使内容生产更加智能化、
自动化，提升了生产时效以及内容的丰富
程度。”四川日报报业集团编委、封面新
闻总编辑周琪表示，就目前技术发展水平
来看，文生视频模型在制作创意视频、动
画等方面有一定优势，有利于节约制作成
本，提升制作效率、创意水平及画面质
量，但是在短时间内仍依赖人类的创意提
示以及后期的内容安全、版权安全控制，
而新闻报道则对内容的真实性要求高，文
生视频模型的应用有待进一步观察。

汤代禄则认为，以 Sora 为代表的 AI
生成视频能力正是媒体所需，从远景来
看，将可极大缓解媒体的视频剪辑制作压
力、拓宽视频创意能力，但若考虑训练视
频数据模型、AI 计算资源消耗等因素，
则尚需时日。而在新闻视频生成方面，因
目前 AI 生成视频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是否能达到新闻视频的准确真实要求有待
商榷，因此其对于提升新闻视频制作效率
短期内还较有限。

“文生视频将首先在娱乐类视频、游
戏、电影等对真实性要求不高的领域产生
颠覆性影响，而对新闻视频的影响相对小
一点。”郭全中分析道，未来，在新闻视
频生产方面其将会成为新闻视频生产降本
增效的利器，在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发挥
重要作用。

催化变革
拓展AI视频应用场景

目前，大模型领域的竞争进一步
白热化，多模态大模型将成为生成式
AI 的重点发展方向，而文生视频则
将成为多模态大模型的下一步发展重
点，向人工通用智能（AGI）目标再
迈进一步。

“现今，大家都在拥抱 AIGC、
AGI，利用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
解决问题。”沈浩说，GPT4、Gemi-
ni1.5Pro、文心一言、讯飞星火等模
型都属于大语言模型，其在不断进化
的过程中到了多模态的形式，但大部
分模型还没有进化到 Sora 这样的视
频制作阶段。Sora 的诞生解决了视
频的问题，未来随着监管和价值对
齐，在算力的加持下，将会打造出
一个令人十分惊艳的多模态数字世
界。就目前而言，“Sora们”新技术
应用对整个传媒产业的影响还没有
那么直观，还是着重于短视频和影
视领域的应用。

此次文生视频模型Sora的发布带
来的新一轮技术变革，将给长短视

频、游戏和广告等行业带来颠覆性创
新。“Sora建立在ChatGPT的坚实基
础上，可实现多模态生产。”郭全中
认为，作为视频模拟器，Sora可以看
成通往 AGI 时代的重要里程碑。未
来，Sora 类新技术应用，将会对各
行各业带来革命性影响，尤其在6G
时代下，将会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应
用，在现有探索的基础上更为深化
和丰富。

以Sora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目前

是基于学习后的模仿，没有达到完全
的逻辑理解、因果推理等很好层次的
智能能力。周琪认为，在具体的应用
层面，则需要考虑安全、可控、可解
释、稳定等一系列因素，传媒行业是
一个对内容的真实性、导向性、安全
性等都要求较高的行业，目前的文生
视频能力尚未达到要求，在某些创意
内容产品上则可以进行探索尝试，但
还无法进行大规模应用。

“以Sora为代表的文生视频技术
是 AI 视频细分领域的里程碑式突
破，但距离AGI还有不少距离。”汤
代禄认为，AI 视频生成技术，与现
有的 AI 生成文本、图像、音乐、语
音等组合后，会形成新质生产力。对
媒体而言，或许会催生“传播+文化”

“传播+教育”等新业态，通过生成式
AI 的创意优势推进传播与文化“两
创”融合，促进文化传承，赋能文旅高
质量发展；通过生成式AI推进传播与
教育产业融合，生成教育资源，自动进
行基础教育、科普教育等。

多模态应用 提升传播效率和质量

AI 大模型应用蕴含着无限潜
能，未来Sora类应用将会颠覆各行各
业。郭全中认为，之于传媒行业，其
替代的将是技术含量低、高度重复性
的日常工作，对创新性高的工作而言
则会成为高效助手。

周琪也认为，Sora类产品不会取
代专业人员，AI 大模型仍然依赖人
类的创意输入和输出结果的安全把
控。未来一段时间也仍是人机协同方
式，从业人员应该更多专注在创意等
深度思考能力的锻炼和最新工具的
高效应用。但这些技术的普及也会
加速传媒行业的整合和洗牌，一些
掌握先进技术的传媒企业将持续崛
起，成为行业的探索者和领导者，
而一些传统传媒企业则可能会面临被
边缘化的风险。

郭全中建议，对传媒机构而言，
一是在观念上积极拥抱，尽快探索相
关应用；二是按照新技术的规律重构
采编流程、运营模式和组织架构；三
是对全员进行培训，快速提升应用新

技术的能力，与Sora等新技术应用共
生共成长。

“随着科技不断赋能传媒行业融
合发展，新闻的传播形式、主体、内
容和手段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沈浩介绍说，目前，各高校的新闻传
播教育也在向着交叉学科文理融合方
向发展，为各类媒体及社交平台输送
具有优秀创意能力与技术的复合型人
才，增强其AIGC应用场景能力或技
能，提升其生产能力。

现阶段媒体应用生成式 AI 进行
内容生产，暂无行业性规章，也无行
业性标准。在汤代禄看来，Sora的出
现是在视频生成领域又打开了一扇
窗，在带来更多想象空间的同时，也
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推行科技向
善、加强 AI 监管势在必行。生成式
AI 的监管，国家已同步展开，但主
要是对国内 AI 技术平台供给方进行
监管。他建议，对于媒体应用 AI 技
术生成的内容，也应纳入媒体内容审
核范畴，并按国家相关规定进行 AI

生成标注。还应由媒体行业主管部门
牵头制定媒体应用生成式 AI 技术的
制度，界定使用边界，明确版权关
系；行业技术组织牵头制定相关标
准，便于各媒体参照执行。

郭全中呼吁，应采取“协同共生
式”治理思路跟踪、研判Sora类产品可
能带来的风险，及时采取相应的措
施进行治理；要采取“先发
展，共生治理”的方式，处
理好“发展与安全之间
的平衡”；鼓励 Sora
类技术的发展和应
用，处理好价值观
对齐难题以解决
价值观引导和伦
理等问题。同时，
要 立 足 发 展 ，对
Sora等新技术应用
对版权带来的影响
进行理论上的研究，
构建起有效的治理规
则和实操案例。

有序引导 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首部文生视频AI系列动画片《千秋诗颂》。

OpenAI首个文生视频模型Sora生成的视频截图。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