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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广告剧本创作领域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程度从工具性辅助到作为创作主体进行参与的转变，而随

着自然语言处理和深度学习算法技术的不断突破，这种技术对传统广告剧本创作生产的流程产生巨大变

革，让人类无法回避人工智能对影视行业带来的挑战。本文围绕DeepSeek在广告剧本创作中的应用展

开，剖析其文本生成特性与广告剧本创作的适配性，并阐述其应用，反思现存问题，展望人机协同创作

的未来，旨在为广告行业利用AI技术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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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dvertising script creation, AI’s role is evolving from a tool to a creative partner. Breakthroughs 
in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deep learning are revolutionizing traditional production work-
flows and presenting challenges that the film industry must address. This paper explores DeepSeek’s 
application in advertising script creation, analyzing its text-generation features and suitability for 
this field. It also discusses practical applications, existing issues, and future human-AI collabo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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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sibilities, offering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advertising industry’s AI ad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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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与社会经济变革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王熠指出，人工智能技术与数字创意产

业的融合改变了数字创意产业的内容生产、文化传播和消费方式[1]。为广告行业带来了重构的历史机遇，

广告剧本作为广告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创作质量直接影响广告的传播效果和商业转化率。传统广告剧本

依赖于编剧本身的创作才华和创作经验，此创作模式受制于创意能力匮乏、创作周期长、制作成本高以

及难以满足大众的需求。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突破性进展，DeepSeek 作为其中的代表之一，凭借其

强大的文本生成能力，为广告剧本创作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路径。尽管为广告剧本文本生成注入了新的活

力，但其在应用过程中的局限性，也不容小觑，这些问题仍需要各行各界的专业人士进行进一步地探讨。 

2. DeepSeek 文本生成特性与广告剧本适配性 

(一) DeepSeek 文本生成特性 
DeepSeek 系列通过融合 Transformer 架构，注重上下文语义理解与多样化文本生成，使得其能够生

成出符合逻辑、语义完整的文本内容。 
(1) 文本生成的精准性 
DeepSeek 基于深度学习架构，融合 Transformer 模型作为核心框架，为其文本生成的精准性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能够精准的把握用户输入的文本信息以及用户的需求，从而通过用户输入的关键词以及特

殊要求精准生成文本内容。例如，当输入：“霓虹舔舐着加班人的剪影，地铁吞下最后一批困倦的星辰，

年轻的身躯在写字楼格间里生根发芽”这种具有诗意的语句时，DeepSeek 能够精准的把握其传达年轻人

在大城市打工的辛劳。 
(2) 文本风格的多样性 
DeepSeek 依托于其模型在训练过程中分析海量广告剧本数据，学习各种广告的结构，支撑其能够掌

握各种风格的特点，从而根据用户需求灵活调整生成的文本内容。在广告剧本生成中可以满足不同品牌

和产品的需求，只需要用户在输入相关参数指令时进行特殊描绘即可。例如在生成口红广告剧本的口令

中，可以选择模仿经典广告模式，也可以创新为活泼、幽默等广告模式，则会生成出符合需求的文本，

同时还能确保文本中风格的一致。 
(3) 文本内容的高效性 
DeepSeek 融合了 Transformer 模型的架构以及其高效的并行计算技术，通过对给定的主题、关键词

等元素，能够迅速处理文本信息，在处理脚本内容 1 分钟以下的文本信息时，其生成速度平均在 30 秒左

右；当脚本内容需要在 1 分钟至 3 分钟的文本信息时，其生成速度平均在 45 秒左右即可生成用户所需要

的广告剧本信息，同时能够即时与用户进行交互，实时提供剧本风格、情节等元素的调整，为用户节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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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时间。同时随着 DeepSeek 采用模型的不断轻量化处理，提高其处理速度，避免重复以及不合理内

容的生成，确保文本生成速度的同时也保证了真实性和可行性。 
(二) 广告剧本特性 
广告剧本是广告创意的文字表达，是体现广告主题，塑造产品形象，以及现代商业传播的重要载体。 
(1) 商业性 
广告剧本作为服务于商业广告活动而创作的文本，具有明显的商业使命。它通过塑造产品形象、展

示产品功能为核心手段，通过精准的商业诉求表达，促进消费最终达到品牌资产增值的效果。与艺术剧

本不同，广告剧本并不是单纯追求审美价值的呈现，而是对商业诉求和艺术表达的有机统一。在创作过

程中它以商业效益的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将想要表达的产品信息进行巧妙的融合，使目标群体可以在潜

移默化中接收到产品信息，从而扩大品牌的知名度，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的购买欲。 
(2) 创意性 
广告剧本的创意性主要体现在主题构思、情节设计和视觉呈现等多方面，运用独特的叙事视角、突

破性的情感架构和意想不到的方式传达信息，从而引发消费者的关注和共鸣。从认知心理学维度分析，

创意性本质上是通过打破目标群体的思维惯性，在新旧经验的碰撞中形成认知张力，从而提升广告信息

的记忆留存度与情感共鸣度。例如家喻户晓的脑白金广告，“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就收脑白金”的广

告词，让人们在新春佳节走亲戚时第一反应是脑白金的产品，画面中的人物具有趣味性，利用声音和画

面的结合，达到反复强化记忆的效果。 
(3) 简洁性 
在广告创作领域，广告时长的局限是必须要面对的挑战，广告剧本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将产品信息进

行高效传播。这种简洁性并不是简单地将信息进行压缩，而是通过“直给式”、“叙事式”等多种方式，

达到商业信息的精准传播。以 15 s 的喜之郎果冻广告为例，通过片中人物手持产品和动画展示等方式，

实现了每秒都能让观众看到品牌的出现，在简短的广告时长下，增加了产品的曝光度，并配合广告语的

重复播放，使得消费者加深了对该品牌的喜爱。 
(三) DeepSeek 文本生成特性与广告剧本创作的适配性 
(1) 文本内容的高效性与商业目的性相适配 
广告行业的创作往往面临着“时间紧、任务重”的双重压力。根据《2024 中国互联网广告数据报告》

显示，我国互联网广告收入品类主要为食品饮料这种快消品，而快消品新品推广周期平均在 14 天，在此

背景下，创意内容生产的时效性就成为该行业的核心竞争要素。传统广告创作过程中，其制作过程涉及

多个公司部门，又面临着构思周期长以及方案更迭成本高的现实，导致其在营销过程中与即时性背道而

驰。而 DeepSeek 在面对紧急营销任务时，其自然语音处理技术可以迅速生成不同风格、不能侧重点的广

告剧本，这些广告剧本为后续的创意优化和筛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加快广告项目的整体进度，使公司

能够迅速推出广告，在创意和时间上获得优势，从而提高广告传播的周期。 
(2) 多样性风格与目标群体需求适配 
广告创作不仅仅要将品牌信息进行传播，还要让大众对品牌产生兴趣，从而拉动品牌的经济收益。

在传统广告制作过程中，创意的产生和生成，均由编剧一人完成。这种模式下生成出来的创意，符合传

统的大众环境，但在目前各种传播媒介的广泛兴起并且追求个性化的目标群体环境中，这种广告创作模

式就很难有长远的发展。DeepSeek 的多样性生成特性能够为广告剧本的创作提供更多的灵感和素材。能

够根据指令为用户生成出精准化、个性化的广告剧本。例如，DeepSeek 在中老年目标群体中，可以生成

沉稳、亲切风格的广告剧本，并且在场景上也会倾向于温馨的家庭场景以及充满关怀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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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本生成的精准性和情感共鸣相适配 
DeepSeek 的情感分析技术基于 Transformer 架构，能够精准理解产品的核心卖点以及情感诉求。例

如，让 DeepSeek 为智能扫地机器人广告创作剧本时，DeepSeek 会从产品的清洁系统、自动回充以及智

能互联等角度出发，同时结合家庭场景、人物对话等方式进行生动呈现。DeepSeek 凭借一句“请为我生

成一个智能扫地机器人的广告剧本”的用户指令即可生成出具有实现价值的广告剧本，其中的家庭场景、

人物对话贴近现实生活，与消费者产生情感共鸣。 

3. DeepSeek 在广告剧本创作中的应用 

(一) 资金优化机制和时间效率的提升 
传统广告的创作模式可以概括为三大板块——创作概念、创作表现与创作反馈，并呈现出千人一面

的单向性特点[2]。传统广告在人力成本、试错成本以及媒介资源的获取上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并且

有严格的部门机构，并按照标准化的模式进行创作。首先，传统广告创作团队在初期的市场调研、创意

构思和策划以及剧本撰写等方面加剧了创作成本。其次，可能因缺乏对市场风向的精准把握以及品牌特

性基调，导致广告剧本多次修改以及推翻重写，加剧成本压力。值得关注的是 DeepSeek 的应用，可以大

大降低在人力成本、时间成本方面的投入，从而提升资金利用率。DeepSeek 可以通过自身海量的信息以

及用户指令生成出多版广告剧本，为广告剧本的创作节省大量时间，从而将广告剧本在创作初期的周期

压缩至小时级单位。DeepSeek 内在的模型能够分析平台历史案例，精准把控大众的喜好，合理规避风险，

并且能够自动将多个版本的剧本进行保留，也避免了在传统广告剧本创作中因版本过多导致在后期修改

中时间浪费的情况。DeepSeek 的应用不仅将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的双重优化，还提高了在广告创作过程

中的资金以及时间的效率。 
(二) 创意辅助 
在传统的广告剧本创作领域中，创意的生成主要依靠编剧的个人灵感以及团队的创作经验。这种创

作模式有双层局限性，一层是由于受编剧经验的影响，容易导致广告剧本出现同质化现象；另一层是依

赖于长久的经验对创意可行的评估过于主观性，很难抓住当今目标群体的需求。DeepSeek 作为创新型创

意辅助工具，可以在广告剧本的创作过程中提供新的创意点以及灵感等。基于深度学习 Transformer 模

型，在为编剧提供全新的创意点与灵感的同时，能够将目标群体的情感偏好做到整合，从而生成出差异

化的广告剧本，并且在创作过程中支持文本、图像等多模态的创意生成，满足不同传播渠道的需求。 
(三) 突破思维局限 
广告剧本行业的创作者长期受到行业的规定、品牌的偏好以及自身创作经验的影响，将自己的思维

框在固定的模式下，形成思维定式。例如，目前大多数快消产品广告采用“明星代言 + 功能卖点”的模

式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和传播，这种思维定式导致市场上的广告内容同质化严重，消费者的购买重点有所

偏移。DeepSeek 作为一款 AI 模型，不受人类思维定式的局限，能够从不同角度和视角生成剧本内容，

为广告剧本的创作带来新的思路和方向。例如本文中所提到的为智能扫地机器人创作的广告剧本，在传

统的创作思路中大多数围绕产品的功能以及技术参数进行展开，DeepSeek 在没有过多修饰语描述下，生

成出以“科技给生活带来温暖”主题的广告剧本，将广告内容的侧重点不仅局限在对产品功能的突出，

并且与产品所使用的场景、可能出现的人物等方面进行了延申，在不考虑“明星代言 + 功能卖点”的模

式下，对内容进行创新，直击目标群体的痛点进行创作。 

4. DeepSeek 在广告剧本创作中的反思 

(一) 版权归属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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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Seek 在创作过程中涉及海量信息，并且信息来源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通过学习进行二次

加工所产生的新内容，导致对原始版权的归属产生极大的争议。DeepSeek 在广告剧本的创作过程中涉及

大量的算法和数据的投入，从而将原本的单个或者团体的版权身份变得模糊，DeepSeek 也不是法律主体，

不承担法律责任，数据的提供者以及 DeepSeek 的开发者是否拥有版权以及是否承担侵权责任等问题还亟

待完善。因此 DeepSeek 生成的内容在互联网平台进行传播，很难将侵权行为追踪到具体一个人或者一个

品牌，给被侵权者的维权权力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二) 剧本创作中情感深度缺失 
深度学习的大规模语言模型 DeepSeek 吸收了海量信息，从而能够生成出创意性极强的广告剧本，但

是与人类编剧相比，DeepSeek 在描绘情感维度的内容时存在显著的技术瓶颈。情感分析是对带有情感色

彩的主观性文本进行分析、处理、归纳和推理的过程。[3] DeepSeek 是由大模型建构出来的，生成出的文

本绝大部分是由其输入海量相关知识，但是它并没有亲身经历，缺乏情感体验和对生活的真实体验，导

致 DeepSeek 无法理解人类此种状态下深度的心理状态和情感表达。例如，上文中提到的 DeepSeek 为智

能扫地机器人广告剧本创作中虽然能够构建出符合逻辑，贴近品牌使用场景的文本，但是对角色在面对

脏乱环境时，下意识的心理状态并没有刻画出来，使得整个剧本中的情感维度较单一。无法做到人类编

剧通过生活经验等真实体验所构建出的文本更让人达到情感共鸣。 
(三) 虚假宣传和歧视的风险 
DeepSeek 基于海量数据的学习，在生成广告剧本的过程中会存在过度夸大产品功效、产品销量等风

险，例如在对智能扫地机器人广告剧本创作中，会自动撰写出优惠力度、以及其产品功效进行夸大描述，

这就使得广告内容真实性的欠缺，导致产品内容的虚假宣传。涉及男女主的刻化时，大多将女性描绘为

更侧重外表、情感脆弱、家庭主妇且依赖男性的传统刻板印象，而男性则是理性、强大、主导等正面形

象，在目标群体中容易引发不必要的争论。对此，在生成内容的真实性等方面仍需进一步对数据进行完

善，坚守道德和法律的底线。 

5. 未来展望 

DeepSeek 的文本生成特性在广告剧本的创作过程中，能够带来创意的启发以及效率的提升，但是它

不会完全取代编剧，而是与编剧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编剧具有独一无二的创意才能、情感表达以及审

美创造能力，能够为剧本增添深度，而 DeepSeek 具有文本生成的高效性以及处理信息的精准性，能够为

编剧做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两者相结合则会创造出更加具有创意性和情感深度的剧本。 
凯文·凯利在《失控》中指出，“人们在将自然逻辑输入机器的同时，也把技术逻辑带到了生命之

中”[4]。这表明编剧和 DeepSeek 在达到协同发展过程中，需要编剧不断通过持续的对话来优化文本内容

表达，来达到预期效果，同时 DeepSeek 的输出会激发编剧创作的新灵感，让编剧在适应 DeepSeek 生成

逻辑的过程中产生新的思路，两者的相互结合使得广告剧本的创作过程不再是单一的人类情感投入，而

是形成人机协同的集合体，从而达到广告剧本的质量和效率的双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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