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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在拓展创意边界、提升传播效能的
同时，也带来虚假信息泛滥、知识产权侵权等隐忧，给
国际传播生态建设带来新挑战。一些媒体和国际组
织开始探索如何应用AI新技术应对AI虚假信息，

“用技术对抗技术，用魔法打败魔法”。
“虚假信息出现在战争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

它在数字时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在14日于新
疆乌鲁木齐召开的第六届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上，谈
到虚假信息对现实世界造成的破坏，红十字国际委员
会东亚地区代表处传播部主管巴昱华表示关切。

生成式AI和大模型技术的应用，让世界进入了
数字信息“眼见不一定为实，耳听不一定为真”的时
代。声音、视频、图像等多模态AI“深度伪造”内容的
出现，营造出越来越多的虚假信息迷雾。

“生成式AI技术将增加制作精良的错误信息和
虚假信息的风险。在一个内容如此丰富的世界里，对
可信新闻来源、强有力的事实核查和透明度的需求只
会越来越大。”路透社亚太副总裁颜灵思在媒体峰会
期间表示。

美国新闻可信度评估与研究机构一直在跟踪评
估生成式AI制造虚假信息的能力。该机构去年底发
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利用AI代理创建的假新闻网站
在7个月内从49个增至600多个。

尽管AI的应用带来了整个媒介生态的变革，使
信息传播环境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但当中不变的是
媒体坚守事实与真相的使命与责任。

“技术为我们开启了新机遇，但也带来了新挑战。
人工智能不仅会提高新闻传播的效率，也要求我们重
新思考我们的道德标准。”匈牙利ATV媒体集团首席
执行官科瓦奇·陶马什说，“我坚信，坚守真相和事实仍
然是我们媒体的核心，是我们在数字时代的责任。”

面对数字时代虚假信息生产及传播的新特点，如
何加强规范与引导，从源头上减少不实信息生成；如
何善用新技术手段，确保内容溯源和可信度，成为多
国媒体的共同关切。

在第六届世界媒体峰会上，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
面向全球发布《人工智能时代新闻媒体的责任与使
命》智库报告。报告对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
媒体机构所做的调查显示，针对生成式AI在传媒行
业的应用可能产生的负面效果，85.6％的受访对象都
支持以某种形式加强规范与治理。

在峰会现场，中外嘉宾就如何应对AI滥用造成
的虚假信息传播展开热议。“本次峰会为全球媒体在
应对虚假信息、错误信息和仇恨言论中增强信息可信
度方面，创造了机会。”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协调员常
启德在峰会期间发表视频讲话时说。

联合国机构和多国媒体等已开始加速构建“真实
性”防线。常启德说，联合国今年发布了“全球信息诚
信原则”，敦促各国政府、科技企业、广告商、公关公司
和媒体合作，共同建立一个更具道德的信息生态系统。

全球范围内，新华社、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美
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等机构制订了AI行为规范和指
南，防范AI在媒体行业应用中可能带来的违背真实
性的风险。

“在AI帮助下制造的每一个威胁，技术本身都能
提供有效的‘解药’。”《俄罗斯报》社长帕维尔·涅戈伊
察说，AI能发现“深度伪造”，阻止欺诈者的行动等。

面对公众易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信以为真”的情
况，多方呼吁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添加标签，帮助公众
辨别真假。今年9月，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
《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
征求意见，指出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有关强
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进行标识。2023年，法新社联合
欧洲主要媒体机构发布有关AI信息监管和行业倡议
的声明，要求生成式AI模型和用户必须清晰、具体、一
致地标识其输出内容中包含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一些媒体已开始与科技公司合作，共筑“真实性
防火墙”。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奥多比、谷歌、英特
尔、微软等公司联合创立内容来源和真实性联盟。该
联盟围绕为数字媒体提供内容真实性标签和历史溯
源信息服务系统展开工作。

未来，AI的应用无疑会让信息环境复杂度进一
步增加，坚持“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为民众拨开虚
假信息的迷雾，营造清朗的舆论环境，媒体应起而行
之。 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英国知情人士披露，AI机器人
“Ai－Da”的一幅画作将于近期拍卖。这是全球首次有机器
人“艺术家”获得大型拍卖行青睐，因此科技界和艺术界都颇
为关注这桩拍卖。

法新社16日报道，“Ai－Da”机器人由人工智能驱动，外
表是女性形象，有着一双大眼睛、一头深棕色头发，眼睛里配
备摄像头。这款机器人曾创作多幅画作，多次赢得赞誉。

英国苏富比拍卖行定于10月31日至11月7日举行线上
拍卖会，拍品包括“Ai－Da”创作的一幅数学家艾伦·图灵的
肖像。这幅画作标题是《AI之神》，高2.2米，有望拍得10万
至15万英镑（约合92.5万元至138.8万元人民币）。

图灵是英国数学家和二战英雄，主要从事数理逻辑、纯
数学、计算机科学、理论生物学方面研究，被誉为“计算机科
学和人工智能之父”。

苏富比拍卖行说，这次拍卖将探索“艺术与技术的交
融”。 （杨舒怡）

第七届中国当代音乐节12日在纽约市卡内基音乐
厅隆重开幕。本届音乐节主题为“谱写未来”，首次引入
人工智能（AI）技术，百余位中美音乐家联袂演绎。

音乐节由美国巴德音乐学院美中音乐研习院携
手中国中央音乐学院主办。在12日晚举行的开幕音
乐会上，巴德美中音乐研习院院长、音乐节艺术总监
蔡金冬指挥巴德当代乐团为观众奉献了一场着眼未
来、独具中式美感的交响盛宴，既包括多部体现中华
文化韵味的当代新作，也有中央音乐学院人工智能与
音乐信息科技系贡献的由AI创作的管弦乐作品。

来自美国中部的观众葆拉·梅内塞斯表示：“我非
常喜欢这场音乐会。美中音乐的结合非常棒，我明年
一定会再来！”

在音乐会开始前举行的第二届美中音乐论坛上，两
国作曲家一起探讨音乐创作的未来和他们的创作实践。

纽约中国当代音乐节始于2017年，致力于通过音
乐搭建美中两国的文化桥梁，每年举办一系列主题音
乐会和延展讲座等活动，呈现令人振奋的中国当代音
乐作品。 新华社记者 杨士龙 叶麦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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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音乐成纽约中国当代音乐节亮点 全球首次 AI机器人画作将拍卖

10月14日，参会代表在第六届世界媒体
峰会开幕式现场国家能源集团展台体验
VR。 新华社记者 刘梦琪 摄

10月15日，参观者在2024中国新媒体技
术展上佩戴VR眼镜，体验“遨游月球”。

新华社记者 陈振海 摄

10 月 13 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拍摄的
主会场。

新华社记者 丁磊 摄

10 月 15 日，一名参观者（中）在 2024 中
国新媒体技术展上体验一款 AI 照片生成设
备。 新华社记者 陈振海 摄

1010月月1313日拍摄的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外景日拍摄的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外景。。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丁磊丁磊 摄摄

10月12日，在美国纽约，两国作曲家在第七届中
国当代音乐节开幕音乐会前举行的第二届美中音乐论
坛上探讨音乐创作。 新华社发（章正浩摄）

5月30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2024年“人工智能造福
人类全球峰会”上，绘画艺术家机器人Ai-Da在画画。

新华社记者 连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