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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闻真实作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正在随着新质生产力在新闻领域的深入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

从传统的新闻语境向智媒环境的转变，新闻失实的现象也开始偏离既定轨道而发生异化发展，此种变迁

凸显着新闻辨伪的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对于现如今高频发生的新闻失实，其转变的复杂程度亟须各

界透过其现象看清本质，聚焦新闻失实产生的深层原因，并推动新闻辨伪策略从理论向实践转化的体系

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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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s authenticity, a time-honored topic, is undergoing tremendous changes with the deep integra-
tion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field of journalism. The shift from traditional news contex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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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lligent media environment has led to the alienated development of news distortion, which 
highlights the dual significance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n news authenticity verifica-
tion. Facing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news distortion, the complexity of such changes urgently 
requires all sectors to see through the phenomenon to grasp the essence, focus on the deep-seated 
causes of news distortion, and promote the 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 of news authenticity verifica-
tion strategies from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to pract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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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的态势，传统新闻行业承受着巨大的冲击，新闻生产过程中的真实性因

而也在不断地经受来自技术异化、行业失衡等多重挑战[1]，深度伪造技术更使音视频造假成本大幅降低，

换脸视频、合成语音等虚假信息借助社交平台快速传播，正在逐步瓦解媒体的公信力。技术异化加之商

业逻辑，让新闻核查的整体流程被压缩，传统“把关人”机制也在“注意力经济”的激增中逐渐失效，新

闻真实性的保障体系正面临从生产逻辑到传播生态的系统性重构压力。这种多重挑战不仅威胁着信息传

播的伦理秩序，更对公众认知建构、社会治理效能与传媒行业权威形成巨大冲击，亟须从技术赋能、行

业自律与公众参与等维度重构新闻辨伪的价值体系与实践路径。 

2. 智媒语境下新闻辨伪的价值锚点 

“智媒环境”是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与媒体深度融合而形成的新型信息传播生态，

其核心在于“智能化技术对媒体全链条的重塑”。 
智媒环境下的传播生态也在随着算法和大数据的深入而发生转变，作为社会公众的“基础设施”——

新闻正面临着严峻的双重挑战，即技术上的异化发展和商业上的逻辑运作。虚假新闻指数爆炸式的传播，

不仅是对信息传播的伦理秩序的解构，更威胁着公众认知、社会治理以及传媒权威等各个方面。因此，

新闻辨伪在价值上的阐述与构建，应从“传媒公信力修复–公众知情权保障–社会治理协同”的三重维

度下重新审视，其本质是对智媒环境下信息传播体系的复盘与重构。 

2.1. 传媒公信力的修复机制 

传媒公信力作为新闻领域至关重要的环节，其核心在于公众对于“新闻和事实具有同一性”的高度

认可。但智媒环境下因大数据和算法形成的“信息茧房”以及过度 AI 化生成的雷同内容，导致传统媒体

的权威性逐渐走向消解，进而导致公众对媒体产生严重的信任危机，其底层逻辑是新闻专业伦理与高新

技术赋能二者之间的失衡。从“真实优先”到“流量为王”，二者“谁更胜一筹”的较量使新闻生产逐渐

成为注意力经济争夺的工具。 

2.2. 公众知情权的保障路径 

知情权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其核心是公众能够获得真实的信息进而形成自身理性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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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这也是媒介素养的体现之一。但智媒环境下的信息传播发生异化，AIGC 深度伪造的内容“大肆传

播”，甚至使“眼见为实”向消解的方向发展，这些无一不凸显着公众知情权保障与高新技术赋权二者

之间的尖锐矛盾。新闻辨伪技术的实施可以帮助公众穿过信息的迷雾，重获对真实信息的知情权。 

2.3. 社会治理的协同维度 

新闻真实性与社会治理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虚假新闻的产生及传播可能会引发经济秩序的紊乱、

公共治理政策的失灵等一系列不良后果。新闻辨伪的社会治理价值此时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我国针对

网络谣言推出的“网络谣言治理平台”与媒体的“事实核查联盟”提高新闻辨伪在流程上的完整度和准

确性，以弥补现代治理体系对智媒传播风险的应对短板。 

3. 新闻失实的多维致因分析 

新闻失实在智媒环境下产生的频率呈上升趋势，指新闻报道中存在与客观事实不一致的内容，其核

心在于“信息呈现与真实情况的偏离”。无论这种偏差是出于故意虚构、疏忽失误还是主观加工，只要

导致信息无法准确反映事件原貌，均属于失实范畴，新闻失实的致因也多种多样。 

3.1. 技术赋能的异化效应 

随着智媒时代的推进，人工智能技术深入新闻领域，越来越多的新闻生产都将高度依赖大数据和算

法，算法推荐的“信息茧房”程度加剧，新闻与真相之间产生难以弥合的沟壑，导致真相被遮蔽；在算法

本身未经过长时间的验证之前，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同样大数据也存在着细微或较大的偏差，这些因

素都将导致 AI 生成的内容进入事实核查的盲区；此外由数据驱动传播也有着“数字造假”的风险，例如

某些数据在被算法处理的时候，数据本身可能因为偏差和人为因素而导致新闻发布时的方向偏移，亦或

是算法本身就存在着错误，进而导致新闻失实的情况随着技术的提升反而不降反增。 

3.2. 传媒产业的生态失衡 

“注意力经济”随着智媒时代的发展越来越成为被追逐的对象，换言之，“流量经济”下的叙事逻

辑已经朝着“速度优先”的方向大步迈进，抢占传播先机，部分媒体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会绕过严谨的

事实核查机制，为了抢占“报道先机”从而获得流量，暴露出部分媒体“时效至上，以快为先”的做法以

及此类行为对新闻真实性的挤压。不仅如此，新闻专业主义的组织化也在逐渐衰退，依赖于人工智能算

法的智能把关，让人工在新闻稿件的把关与审核中隐退，看似权威的人工智能技术降低了编辑的警惕心。

比如，机器人新闻写作根据搜集到的数据线索，自动生成稿件并发布，整个过程人工参与的程度很少，

导致机器发布出了许多未经人工事实核查的新闻。Futurism 报道称，美国科技新闻网 CNET 从 2022 年 11
月以来，已发表数十篇使用 AI 技术生成的报道，而这些报道中存在一些“非常愚蠢的错误”，显然是未

经人工核查的。其中一篇报道称，利率为 3%的 1 万美元存款在第一年后能赚取 10,300 美元。但实际上，

1 万美元只能赚 300 美元[2]。 

3.3. 受众认知的结构性困境 

智媒时代的信息传播呈现出一种新趋势——情绪化传播，公众的情感共鸣常常快于事实的核查，例

如短视频平台的“校园欺凌”摆拍视频因为契合公众的焦虑情绪，引起广泛转发和讨论，虽后续被证实

系虚构和摆拍，但此类事件无一不凸显情感煽动对于新闻事实验证的消解现象，即公众更倾向于根据情

绪的起伏而非理性判断进行信息的传播。除此之外，媒介素养在公众之中的断层分布加剧了“媒介素养

不足”的情况发生，例如养生的虚假新闻总在中老年群体中传播。随着技术的发展，信息和新闻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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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宽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也导致“谣言易感人群”的“信息茧房”形成，随着信息的快速

传播，甚至可能会引起社会的恐慌和震荡。 

3.4. 制度监管的协同缺失 

智媒时代新闻领域制度监管的协同缺失集中表现为三重治理困境。首先是跨平台传播的监管技术短

板。不同平台之间的数据壁垒，让虚假信息在流动时难以被精准追击，虚假信息在不同平台的“复活”，

暴露出监管技术无法适应多平台联动传播的复杂性短板。其次是法律的规章制度无法与技术创新齐头并

进。换言之，现阶段的法规无法实时对“技术造假”进行认定，这种滞后性导致治理上有较大的时差，从

而降低时效性和严谨度。最后是行业本身的自律与政府监管的协同治理无法相匹配，部分商业平台为了

维护用户的活跃度，对于有争议的内容采取的措施为“先传播后治理”的策略，这与监管部门要求的“从

源头遏制”背道而驰。 

4. 辨伪实践的体系化创新策略 

4.1. 技术治理的双向赋能 

在技术赋能与新闻伦理之间矛盾日益明显的智媒时代，基于 NLP 开发针对信息的智能事实核查系统

是有效方式之一，凭借大语言模型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设计任务相关提示工程、结合深度神经网络共

同检测以及构建自动事实核查系统是三类主要的大语言模型虚假新闻检测方法[3]；在追根溯源的同时，

优化算法在新闻伦理中的框架，并在其中引入“真实度比例”的数据参数；此外在技术逻辑的底层就做

到杜绝将数据篡改的可能，例如为学习帖子内容模态间的相关性，Zhou 等人使用 CLIP 模型抽取跨模态

语义特征进行虚假新闻检测。Chen 等人提出检测模型 CAFÉ，该模型能够根据情境整合不同模态的特征

及其相互关系。Guo 等人提出了尺度点积注意力机制来捕获标题特征和文本特征之间的相似性[4]。这样

一来每个环节和要素都符合既定的流程，合理合规的运行。 

4.2. 传媒组织的范式转型 

传媒组织中的各个环节及其工作人员在“去专业化”方面应提高警惕，从而实现对传媒组织的专业

主义价值坐标进行恢复和重建，首先可以制定以“真实性”而非“时效性”为先的考核机制，保证事实真

实性的第一位，减少“碎片化信息”的制作和传播；此外，设立新兴岗位——技术伦理审查岗，以创新采

编的整体流程，技术伦理审查岗应符合技术要求和伦理道德两个层面，对新闻从业者采取优中择优的策

略，完成传媒组织的范式转型。 

4.3. 受众能力的进阶培育 

对于新闻接收者的公众，也应采取一定的措施以提高其媒介素养，进而对于受众的能力完成进阶培

育。将对新闻的辨伪能力作为一项面向大众的教育课程或实践讲座深入公众；此外，公众可以在身份上

进行转化，从新闻的接收者转化为“接收 + 审查”的双重身份拥有者，可在平台设立以“公众审查员”

为核心的审核机制，用户上传的信息(UGC)经过多方的交叉验证之后方可进入平台的快速审核通道进而

缩短内容审核的时间，提升准确度和时效性。 

4.4. 制度框架的协同创新 

针对制度框架现存的问题，应尽快完善跨平台信息审核机制以及法规，从发布人、发布内容、发布

渠道等多方面着手，即使同一用户在不同平台发布不同关键词的相同内容也能第一时间对其进行追踪，

从源头上对虚假新闻进行遏制；此外还应从“政府、平台、学术界”三重维度共建“攻守同盟”，建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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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综合性的行为，通过不同层面上的合作，更好地确保新闻的真实性[5]，让虚假新闻无处遁形；同时还

应在行业上进行辨伪标准的设立，在智媒时代对新闻真实性进行评估和指南的撰写。 

5. 结语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是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随着 AIGC 技术的快速发展，其

对新闻的真实性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包括对新闻职业价值的削弱、为虚假报道的产生提供条件以及消解

新闻真实性等[6]。随着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逐步进入成熟的阶段，这些将成为维护新闻真实性

的有力技术支撑，搭建新闻生产者、新闻传播者与新闻接收者之间良性沟通与互动的桥梁，新闻真实性

所属的生态系统也将因其不断更新，从而解决新闻真实性逐渐被消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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