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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原创：计算机根据输入的结构化的数据(报表、RDF数据等)进行文字创作。该方式能够生成原

创稿件，适用于天气预报、医疗报告、赛事简讯、财经报道等文本的生成。

n 二次创作：计算机根据已有文字素材(例如，已经发表的新闻)进行二次文字创作，该方式能够

基于已有稿件创作出不一样的稿件，例如为一篇新闻生成摘要，对多篇相关论文进行综述，对

一篇作文进行文字改写等。

n 混合创作：结合原创及二次创作两种方式进行文字创作，稿件中一部分内容从结构化数据中直

接生成，另一部分内容则从已有文本中进行提炼或改写，生成的内容更丰富。

机器写作：机器智能生成文本内容



n 速报类应用。比赛信息、股讯快报等需要瞬时生成的文章。时效性高，速度快。

n 知识类应用。科普性质的文字材料，应用领域主要包括教育(诗词、历史知识)、生活、旅游等。

n 资讯聚合类应用。在现有资讯信息的基础上，重新智能聚合生成新的文章。比如，某一个电影

热映，会对电影的主演、之前的作品等信息做一些扩展和盘点；对热点事件，对发展过程和关

键信息进行分析聚合，形成事件脉络，便于用户了解事件全貌等。

机器写作的应用



n 办公智能化：为企业自动生成可读的市场分析或收益报告，赋能所有市场人员成为数据导向型

的分析师（用户：Nvidia）

n 文本生成：生成数以百万计的体育战报和面向粉丝的球星个人比赛总结，从而提升用户访问时

间和点击率（用户：Yahoo）

n 数据可视化产品集成：数据的可视化不仅有图表的形式还有文本，AutoIns 集成入 Tableau、

MicroStrategy 等企业化数据分析和可视化软件，通过自动文本生成提升数据的可读性。

机器写作公司Automated Insights



2001，谷歌实现个性化新闻推荐，开创了用机器选

编新闻的先河；

2006，美国汤姆森公司用机器人记者撰写经济和金

融方面的新闻；

2008，路透社的Open Calais 在校对界大显身手；

2011，Narrative Science 公司机器人用算法把数

据转化成财经和房地产报道；

2012，《华盛顿邮报》新闻核查机器人Truth 

Teller；

2013，纽约公共广播的数据新闻团队制作土温传感

器，准确报道了美国东岸蝉的回迁；

2014，AI 公司的机器人Wordsmith 针对读者生产

定制版内容；

国外新闻机器写作发展历程

2014.03，《洛杉矶时报》机器人Quakebot 在地震发生三分钟

后自动生成和发布了报道。除了灾难新闻，《洛杉矶时报》还开

发出快速发布犯罪新闻的机器人；

2014.04，《卫报》＃Open001 机器人生产出靠算法编辑的纸

质报纸；

2014.07，美联社全面利用机器人Wordsmith 写作，仅需0.3 秒

就可以撰写、发布上市公司盈利报道，还能定制多种语言风格；

2015，法国《世界报》和Syllabs 公司合作，用机器人记者报道

了选举活动；

2015.08，《纽约时报》的机器人编辑Blossom 每天会从300多

篇文章中挑出“潜力股”，推荐给编辑。其平均点击量是普通文

章的38 倍；

2016.08，《华盛顿邮报》采用写稿软件Heliograf 报道里约奥

运会，几秒钟即可生成并发布一条Twitter 新闻。



2015.09，腾讯财经推出了国内第一篇由

Dreamwriter 撰写的“机器人新闻”。

2015.11，新华社推出“快笔小新”, 从事体育和经

济信息报道。

2016.05，阿里巴巴与第一财经联合推出“DT 稿

王”，其写稿“多、快、好”。

2016.08，《今日头条》推出Xiaomingbot，实时

撰写里约奥运会新闻稿件，截止2017年5月，

Xiaomingbot 自动撰写与发布新闻共计5139 篇，

包括长篇新闻420 篇，总计阅读量超过1800 万次。

2017.01，南方都市报推出的南都机器人“小南”，

一秒钟就完成了春运稿件的写作。

国内新闻机器写作发展历程

2017.04， 据新华社报道， 全球首个机器人记者———中国智

能机器人“佳佳”诞生，并越洋采访了美国著名科技观察家凯

文·凯利。

2017.11，腾讯举办的媒体+峰会上Dreamwriter 更是以平均0.5 

秒/篇新闻的速度写出了14 篇新闻稿件，并自动配上现场图片。

2018.01，百家号推出基于人工智能的辅助写作平台“创作大

脑”。创作大脑集成百度最强大的人工智能技术，是一个能够帮

助作者极大提升创作效率和质量的开放创作平台。

2018.05，Giiso 写作机器人V2.0 上线，这款智能写作工具同时

也是一款自媒体写作助手，擅长财经、娱乐、科技等领域的写作，

创作热点文章、股评、行业简报、研究报告等文稿可做到秒级成

稿。

2019.03，由齐鲁晚报倾力打造的人工智能(AI)写手“小壹”落

地。



人工智能写作平台



机器写作技术

n 从数据到文本的生成式写作，比如：从股市数据得到的财经分析、从体育比赛数据

得到的体育战报。

— 通过经验丰富的领域媒体专家，或者机器从历史文本中挖掘，得到标准化的写作结构和句式。

—使用内容语料库、数据分析的结果来填充这些模板，就得到了一篇篇格式类似但言之有物的模板化新闻了。

n 从海量文本到摘要的抽取式写作，比如：搜索引擎对同一主题新闻进行摘要生成新

闻主题卡片等。



地震新闻自动写作流程





智搜（Gi iso）

n 智能语义。语义识别最高精度达

到92.67%；平均精度84.22%；

同类方法中最高。

n 知识图谱。基于知识图谱构建的

追踪引擎最高精度95.06%；平均

精度94.52%；远高于传统的搜索

算法。







小发猫 (x iaofamao.com)



人工智能内容重写 AI Rewrite



小明Bot  (X iaomingbot )

视频生成新闻技术

1)  准备比赛的实时比分的数据；

2)  通过计算机视觉分析图片内容，将图片

和文字结合；

3)  建立知识库，比如比赛球队的历史，球

员信息等；

4)  抓取网络上直播文字信息，通过机器学

习选取最重要的内容，要求挑选的句子相

似度要尽量小，涵盖信息量尽量大，生成

新闻。



小明Bot  (X iaomingbot )

摘要生成

通过摘要的方法把不同领域中一天最核心的

信息摘出来，最后合成一篇文章。

1) 通过层次化的LSTM 模型对文章做建模。

第一个维度是句子层面，通过循环神经网络

对句子建模，学习句子中的语义信息，并且

结合传统的模本特征，最后组合成一个向量

代表每一个句子。

2) 通过LSTM 模型选择代表文章中心思想的

句子，作为最后的摘要。头条每天有200 万

篇的文章，通过摘要服务自动生成摘要。



小明Bot  (X iaomingbot )

自由语言生成

通过Free Style Language Generation 模型，学习

创作者的文章及写作风格，以控制风格进行写作。比

如说命题作文；或者指定某一类的文章，财经类、科

技等不同品类的文章，生成不同写作的风格的文章。

1) 通过对标题建模，对语意属性建模，把所有这些都

变成语义的向量，对标题建模用了SAM；

2) 语义信息重要程度不同，我们通过一个机制区分这

里面哪个语义标签是重要的。

3) 通过循环神经网。但在这个循环神经网里面，我们

加入了前两步学到的语义信息去控制风格。这个方法

我们在数量级上做测试发现越小越好，优于传统方法。



小明Bot  (X iaomingbot )

自动配图

1) 根据标题或者句子，通过自然语言理解技术自

动地从东方IC 图库中挑选比较匹配的图片，配

到文章中。

2) 封面图配图。为了配合封面固定大小，利用人

脸识别等技术识别图片中最关键的区域，设置为

封面。目前，今日头条识别技术检测时间只需要

10 毫秒。

视频创作

1) 视频自动剪辑，比如足球比赛最关键的片段，

利用自动分析技术对视频进行剪辑，把视频中最

关键的信息摘出来组成片断自动播放；

2) 通过单一图像分析，对视频中的一帧图像分析

视频中最主要的人体部位，以及各部位的位置。

通过这一技术实现人体分割以及背景变换，目前

已经应用到抖音小视频。



百度大脑 -智能创作



百度大脑 -智能创作

自动写作支持从数据到文本描

述的自动生成，即当输入源为

数据和文字模板，输出为自然

语言文本。

辅助写作从素材收集、文章撰

写、文章检查等角度为用户提

供辅助功能。



百度大脑 -智能创作

自动写作技术

自动写作技术能够让机器自主

的完成文章写作。当前计算机

已经能够自动的撰写新闻快讯、

热点组稿、春联等类型的文章。



百度大脑 -智能创作

辅助写作技术

提供领域热点事件发现、热点

事件脉络、文本纠错和自动摘

要能力，从素材收集、文章撰

写、文章检查三个角度辅助创

作，提升写作效率。



百度大脑 -智能创作 -技术方法

1. 经典自然语言生成算法

从篇章规划（写什么）—到微观规划（如何写）—再到表层实现（转换为自然语言）来逐步按照“流水线”

进行生成算法。



百度大脑 -智能创作 -技术方法

2. 知识图谱

知识图谱就是知识的汇集、整理以及再加工，图谱中的每条边，均是基于语义的链接，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知识

语义网络。

目前百度知识图谱数据包含亿级别实体以及千亿级别的事实，以专家权威、百科实体、垂类挖掘与全网属性挖

掘为组成部分，可以做到高时效性的秒级更新，在智能写作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贯穿智能写作的全部流程。

3. 话题挖掘

话题挖掘需要挖掘提取出用户有需要的、且适合机器写作的主题。首先从微博、feed 内容等资源中，通过知识

图谱提取、匹配出热点事件与概念，接下来判断是否适合机器写作，过滤掉太发散、太泛的话题；生成的话题

包括非个性化与个性化的话题，其中个性化话题是通过用户画像进行定向下发。

4. 素材组织

通过知识图谱来驱动，通过事件触发，匹配财经、市场、板块等领域素材，进一步融合理论知识与权威评论，

考虑一些归纳分析等方法，得到最终的素材关联与组织形式。



百度大脑 -智能创作 -技术方法



百度大脑 -智能创作 -技术方法

5. 文本生成技术

1）摘要生成方法。在seq2seq+attention 模型的基础上引入pointer network机制构造出了新的文本摘要模型。这个模

型既能够从源文本中选择复制单词，同时还保留从固定词汇集中生成单词的能力，在loss 上对重复出现的词进行打压，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2）从事件脉络生成聚合类文章。

例如，针对嫦娥四号发射时间，

首先从事件图谱中检索相关的

时间点与事件，生成相应的事件

脉络。之后通过篇章规划、自动

文摘，生成相关的聚合文章。

3）标题生成，示例：

百家号创作大脑序列生成算法



百度大脑 -智能创作 -技术方法

5. 文本生成技术

4）data2text 方法。主要基于模板的方法

进行生成，首先通过对现有资讯中的文本

组织形式学习，通过bootstrap 算法自动

生成相关的模板，再加以人工修正与设置

触发条件。当有新的数据进入，则根据模板

生成相应的文章。

5）多模到文本生成方法。主要依赖于知识

图谱与视频理解技术，通过视频分析，从

标题、关键帧、字幕等数据源，获取相应

的多模实体解析。再通过知识图谱进行

关联，进行联合推断产出相关的文字。



百度大脑 -智能创作

应用场景

1) 媒体与内容创作行业。适用于财经、体育、天气、热点与娱乐事件等多样内容的自动写作与辅

助写作，大幅提升创作效率；

2) 商业智能。适用于企业内外部数据的自动分析与报告生成，提升企业信息同 步效率与管理效率；

3) 行业报告与咨询机构。适用于对行业热点咨询、最新动态等信息的追踪、监 测与报告的自动生

成，大幅提升信息处理效率；

4) 市场营销与活动。运用智能写诗与智能春联的技术，帮助企业打造更多让用户有参与感的营销

活动，提升营销的用户体验与传播价值。



京东 -李白写作



京东 -李白写作



京东 -李白写作



京东 -李白写作



新华社 -快笔小新

1) 体育、财经类新闻写作。比如失业经济数据、股价报盘、人民币汇率报价、上市公司公告和财

报、个股资金净流入流出、融资融券数据、中超比赛结果和积分公报、CBA 比赛结果和积分公

报等，包括国外的相关数据，如英国 CPI、英国失业率情况、欧元区失业率数据、欧元区 CPI 

初值以及终值数据。迅速处理，生成相应的稿件。

2) 运用文本摘要技术实现上市公司公告摘要。上市公司每天都要发布大量上市公司公告，编辑记

者很难对每篇公告都进行详细阅读和跟踪。通过使用文本摘要技术，对于原文中的句子分析、

评估和抽取，根据已经设计好的算法模型，自动分析和摘取其中的要点和知识点，输出短小的

摘要，为编辑记者提供素材服务。

3) 新闻热点分析。快笔小新通过采集新浪微博上多位在金融领域有权威和声望的专家微博，动态

关注并采集其发在微博的相关言论，对其相关内容进行关联分析，分析结果作为素材供编辑记

者参考。



第一财经 -财经类智能写作工具

三种文章类型

1) 简单的数字讲故事。根据高频数据，加上逻辑分析及预判条件，从新闻的角度，把重要的、异

常的信息提取并完成新闻稿件。

2) 信息提取。重要信息的总结功能，比如，每天都有很多上市公司公告发布，数据量非常大而且

复杂，通过信息提取的方式判断哪些公告是有价值的，然后生成摘要。

3) 多种信息关联。比如，根据CPI 报告，同时收集同一段时间之内的经济学家、观察家、意见领

袖的看法，把关联度高的内容匹配出来，自动生成文章。



第一财经 -财经类智能写作工具

技术特性：“多、快、好”

1) “多”方面：通过海量抓取、海量分析，主要针对上市公司公告、财务报表、官方发布、社交

平台、证券行情等信息源，日阅读3000 万字，30 天可写完一部四库全书。

2) “快”方面：利用多台服务器分布式的对发布的公告进行扫描，可以即时对公告进行分类筛选

出待写新闻稿的公告，并通过后台的信息提取算法提取出该公告的重要信息，机器写稿平均阅

读7,471 字/秒= 448,275 字/分钟，是普通人阅读速度的50 倍。然后，按新闻稿成稿格式重新

组织输出，机器写稿为28 字/秒= 1,680 字/分钟，普通人打字的35 倍。

3) “好”方面：生成的稿件语句流利通顺，完全符合人类自然语言的语法。解决了目前机器人写

稿的最大问题，即语句不通顺不流畅。在海量的信息中抓住重点信息本身的重点，协助决策的

快速实施。如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 月14 日所发布的公告为例，全文2,274 个字，总结

成113字的核心内容和23 字的标题，同时不是盲目地抓取公告中的大标题。













机器写诗 -技术

三个主要步骤：

1) 第一步：让机器学习约50万首律诗和绝句，形成几个能表现“题目”，“句子”和“词汇”三

者关系的数据库。

2) 第二步：根据题目，使用与题目相关的词汇形成每个句子的第一个词汇，然后再形成每个句子，

然后机器先合成出一首原型诗。

3) 第三步：即时根据格律要求、词汇间关系的紧密程度，优化原型诗，直到符合格律或达到设定

的优化次数，最后输出。



机器写诗 -技术

步骤一：机器学习了什么？

以《望庐山瀑布》为例：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首先是分词：

（a）题目分词为：望/庐山/瀑布。其中庐山和瀑布是专用名词，所以这首诗的主题可能是“庐山”或“瀑布”。

到底是“庐山”还是“瀑布”？需要如下分析：

取出这首诗内容的词汇，与其他诗词进行匹配。基于一定的匹配度获取相关诗词，并分析相关诗词的题目。如果相关诗词的题目中含

有“瀑布”更多，则认为此诗的主题是“瀑布”（否则相反）。

（b）诗的内容分词（2-2-2-1或者2-2-1-2）

例诗内容分词结果：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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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词之后，形成三种数据库：

p 推荐词数据库：词汇之间前后关系的数据库。

p 共现词库：表现题目和词汇关系的数据库。

p 对词库：对仗词数据库。

（a）推荐词数据库

什么是“推荐词”？例诗里：“日照”是“香炉”的前推荐词，“香炉”是“日照”的后推荐词。推荐词数据库不只标识词汇间的前

后关系，也标识词汇间“有没有关系”。

（b）共现词库

什么是共现词？同一主题下，共同出现的词汇。例诗的主题是“瀑布”。将数十万首诗词进行分类，比如以“瀑布” 为主题的诗词

有几百首。这几百首诗里经常共同出现的词汇称为“瀑布”的共现词（例如：峰前、银河、飞泉、清谷、壁山、烟霞……）

（c）对仗词库

分词之后，得到对仗词（约100万组不重复的对词），例如：“天上”和“人间”，“落去”和“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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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根据题目，合成一首原型诗

p 怎么根据题目获取与题目相关的词汇？

p 怎么根据词汇形成句子？

p 律诗怎么处理？

1）基于用户给定的题目获取词汇：从共现词库中获取。

例如：如果用户给出的题目有“瀑布”，则共现词可以有：飞流、银河、飞泉、清谷、壁山、烟霞…… 选出其中四个分配给四个句子。

2）根据词汇形成语句：从前后推荐词库里获取，以瀑布为例：

从前后推荐词库中，查找瀑布，可以看到：

前推荐词有：千寻、奔腾、倒悬、飞来、窗前……

后推荐词有：半空落、出空微、穿危石、挂峰头、飞晴雨……

把“前推荐词”“瀑布”“后推荐词”进行组合：

千寻瀑布半空落，飞来瀑布出空微。倒悬瀑布挂峰头，窗前瀑布飞晴雨。

3）律诗的合成。绝句中间加上两联，形成律诗（基于对词库进行构造）。五律：将七律的前两个字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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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优化和输出

从四个共现词（绝句为例）中，以格律为约束条件，

通过交叉和迭代，收敛到同一个韵部。

为了保证趣味性，每次都要形成不同的诗词，因此不

能优化到最佳值（只有一个）。算法只优化到符合格

律（平仄、押韵）为止，把更多的选择以候选句的形

式提供给用户。



机器写作的优势

1. 使新闻采写更高效；

2. 减少报道差错；

3. 对海量数据的再生产；

4. 语言样式接近传统记者写作风格。



机器写作的问题

冗余信息的威胁

过去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获得更多的信息，而如今新媒介已使世界成为一个信息垃圾堆放场，对信息的

追求使人们淹没在信息的汪洋大海里。“为了对付新的信息，就需要增补控制机制。但新的控制机制本身就是技术，

它们又反过来增加信息的供应量。”写作机器人诞生的初衷之一就是依靠其信息处理效率，将读者从海量信息中解

放出来。但其本身的高产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推动信息爆炸的趋势，流动规模也将更加庞大。这种“以亿计”的新闻

报道以及一些因超量制作的文稿形成的大量信息垃圾，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让“信息焦虑症”变得更为严

重。



机器写作的问题

是否解放了人力

即使在内容生产环节解放了人力，在后期的审核、编辑环节人力的分量是不是并未减少甚至提高了呢？比如腾讯

Dreamwriter 团队基本不会插手后期审核 的工作，同时也不会对机器人的稿件进行加工润色。但是根据一些国外

机器人写 作的经验发现，有的媒体会对机器人写作的产品进行人工审核或编辑，例如美联社。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

院导师 Tom Kent 曾在文章中说:“机器和数据出错时不可避免的，但一旦出错可能就会导致成千上万的新闻稿件

发生错误，因此在进行写作之前需要彻底对其进行审查，在稿件生成之后，也需要编辑在发布之前 对其进行核查。

即是说，我们所看到的机器人写出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带有人力审查的痕迹。”



机器写作的问题

写作伦理问题

若新闻机器人写出了虚假新闻等不合规范的新闻，该负责的是机器还是背后的人？例如 2014 年 3 月，美国《纽约

邮报》报道，失踪的 NBA 球员坤顿·罗斯尸体已被找到，此新闻被其他新闻机构迅速抓取并转发，其中就有谷歌开

发的“维基百科实时检测机器人”(Wikipedia Live Monitor)。12 分钟后，《纽约邮报》发表更正说，弄错了，

不是坤顿·罗斯，而是一个同名同姓的死者，但机器人因设计逻辑局限(多人同时修改维基百科的同一条目才启动信

息抓取和发布程序)并未重新抓取和更正信息，导致原来的误报流传。算法可以快速地采集和发布新闻，也可以快

速犯错。因其高效率和人员干涉成本高，一旦犯错负面影响较 大。若是权威的信息源，新闻出错可能性小；但如果

其信源来自社交媒体，操控 的空间比较大。再者，机器人写作在向图片新闻、视频新闻发展，如何去抓取真实的、

不侵犯他人权利、不伤害他人的图片或视频，这个边界目前还没有完善的解决办法。



Q&A

问题及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