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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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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步入新世纪以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飞速发展，逐渐影响人类生活

的方方面面。机器新闻写作就是在新闻传播业中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产物，它能够借助计算

机程序在很短的时间内自动抓取海量的信息，从中整理和归纳，自动生成新闻内容，颠覆性

地改变了传统新闻生产的方式，也为新闻业带来了极大变革。由于边际成本很低而且能快速

生成大量新闻，目前机器新闻写作技术在不同题材已有不少应用，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阅读需

求。 

高标准的稿件质量评价方法对人工智能写稿技术更好地应用起着重要作用。传统中，新

闻质量评价通常有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两种方式。其中，主观评价是由普通读者或报社专业

编辑对稿件做出评价，形成人工反馈；客观评价是计算机算法给出稿件质量的量化指标。主

观评价方法存在量化评估难、效率低等问题，而客观评价方法存在评价准确性与人工反馈有

较大差距的问题。目前，业界缺乏对人工智能稿件质量主客观一致的有效评价方法，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着人工智能写稿算法及技术的广泛应用。 

本文件面向人工智能写稿系统生成的多模态新闻稿件质量评价，聚集了国内人工智能写

稿及新闻质量评价领域的技术专家，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专题研讨和征求意见活动，在保证标

准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的同时，确保了标准研制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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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写稿稿件质量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人工智能写稿稿件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主客观评价方法、评价流程及稿件质量

等级划分。 

本文件适用于第三方机构对人工智能写稿系统生成的稿件质量进行评价，也适用于人工智能写

稿系统开发方自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人工智能写稿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ased writing 

计算机模型使用自然语言处理和知识图谱技术自动撰写新闻稿件。 

3.2 

稿件质量评价  Writing quality evaluation 

根据新闻稿件质量评价体系对新闻稿件内容量化评分，区分新闻稿件质量优劣。 

4  评价指标体系 

4.1  新闻类别及特点 

新闻类别及特点如表 1所示。 

表 1  新闻类别及特点 

新闻类别 写作特点 

报纸新闻 

严谨，力求真实、准确地还原新闻事件。 

要在有限的篇幅内高度还原新闻事实，还要体现鲜明的媒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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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闻类别及特点（续） 

新闻类别 写作特点 

报纸新闻 

专业性强，大多是记者实地采访后的原创作品。 

版面有限，强调严谨性，受拘束较多。 

广播新闻 

口语化、通俗化（追求新、快、短）。 

语体是谈话体、文书体（像谈话一样亲切自然，易被受众接受）。 

语境是一对多（常见于口播）或一对一（常见于新闻评论）。 

电视新闻 

有声画合一/声画对位两种组合方式。 

有图像型（画面为主导，以突发性新闻为代表）、解说型（解说词为主导、以综合性报道为代

表）、图像解说型（图文并重）三种组合类型。 

网络新闻 

全时性，即时、连续地对公众关注的新闻主题进行报道。 

风格化，不同的媒体拥有自己的报道特色和受众群。 

层次化，有标题、导语、正文、关键词、背景链接和延伸阅读。 

强浏览性，语言注重表达简洁、清晰，对新闻内容按照重要程度排序，重要的内容放在前面，

非重要的放在后面；每段文字表述一个内容，方便受众掌握；精心设计关键词。 

4.2  评价体系分类 

4.2.1  评价体系分类依据 

针对新闻类别及其特点，人工智能写稿稿件质量评价体系分为报纸新闻稿件质量评价体系、广

播新闻稿件质量评价体系、电视新闻稿件质量评价体系及网络新闻稿件质量评价体系。 

4.2.2  评价体系构成 

四个评价体系中的一级评价指标是各新闻类别的新闻组成结构，二级评价指标是针对相应新闻

组成结构设置的评价指标。 

4.2.3  评价体系运用 

一级评价指标和二级评价指标设有权重系数，利用主观评价方法或客观评价方法对二级指标打

分后，利用评价体系加权汇总得到新闻稿件质量评分。 

4.3  报纸新闻稿件质量评价体系 

报纸新闻稿件质量评价体系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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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报纸新闻稿件质量评价体系 

评价对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报纸新闻 

稿件质量 

标题 

准确概括主题 

简洁凝练 

表达精准 

导语 

紧扣主题 

简洁凝练 

选材质量 

正文 

主题明确 

信息完整 

层次清晰 

行文流畅 

图文相符 

图文布局合理 

符合新闻内容禁忌规范 

结尾 

紧扣主题 

简洁凝练 

背景 

与主题相符 

选材广泛多样 

选材质量 

4.4  广播新闻稿件质量评价体系 

广播新闻稿件质量评价体系如表 3所示。 

表 3  广播新闻稿件质量评价体系 

评价对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广播消息稿件质量 

导语 

短小精悍 

言简意赅 

主体 

线性结构 

符合新闻内容禁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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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广播新闻稿件质量评价体系（续） 

评价对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广播通讯稿件质量 主体 

表达方式多样 

符合新闻内容禁忌规范 

广播特写稿件质量 主体 符合新闻内容禁忌规范 

 广播新闻评论稿件质量 

标题 用词虚实结合 

主体 符合新闻内容禁忌规范 

4.5  电视新闻稿件质量评价体系 

电视新闻稿件质量评价体系如表 4所示。 

表 4  电视新闻稿件质量评价体系 

评价对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电视新闻 

稿件质量 

标题 

准确概括主题 

简洁凝练 

表达方式多样 

导语 

简洁凝练 

语言通俗 

主体 

简洁凝练 

真实准确 

音视频与文字相符 

语言通俗 

句式简单 

符合新闻内容禁忌规范 

结尾 

结束有力 

概括升华主题 

背景 与主题相符 

4.6  网络新闻稿件质量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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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新闻稿件质量评价体系如表 5所示。 

表 5  网络新闻稿件质量评价体系 

评价对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网络新闻 

稿件质量 

标题 简洁凝练 

导语 

与主题相符 

简洁凝练 

主体 

主题明确 

信息完整 

层次清晰 

行文流畅 

图片质量 

图文相符 

图文布局合理 

视频质量 

视频文本相符 

视频文本布局合理 

符合新闻内容禁忌规范 

结尾 

紧扣主题 

简洁凝练 

背景 与主题相符 

5  评价方法 

5.1  评价方法分类 

人工智能写稿稿件质量评价方法分为主观评价方法和客观评价方法。 

5.2  主观评价方法 

5.2.1  评价指标及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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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主观评价指标及分值 

序号 评价指标 评分要点 

分值 

非常 

符合 

比较 

符合 

基本 

符合 

不符 

合 

非常

不符

合 

1 准确概括主题 
以导语为基础，准确报道新闻的核心

内容。 
5 4 3 2 1 

2 简洁凝练 

标题简短、清晰、精确；导语文字简

洁、交代最主要的事实，报纸新闻导

语简短一般不超过四行，网络新闻导

语字数不超过 150 字。 

5 4 3 2 1 

3 表达精准 

避免产生歧义；避免重复的词语；避

免使用俚语；避免简写；包含至少一

个动词；一般不用冠词。 

5 4 3 2 1 

4 紧扣主题 
与稿件的主题和思路相符；有新闻事

实或新闻事实中的要点。 
5 4 3 2 1 

5 选材质量 选择最新鲜、最重要、最有趣的材料。 5 4 3 2 1 

6 主题明确 围绕一个主题。 5 4 3 2 1 

7 信息完整 

补充导语中尚未出现的新闻要素，将

导语中高度概括的事实具体化；在导

语提到的事实之外，补充暗示性的情

况。 

5 4 3 2 1 

8 层次清晰 层次分明，逻辑性强。 5 4 3 2 1 

9 行文流畅 行文流畅，起承转合自然。 5 4 3 2 1 

10 图片质量 

图片样式、角度、色彩等丰富多样；

图片色彩鲜明，图像清晰，图片纯度

高；图片内容丰富多样，重复或相似

图片少，所用图片能够从不同角度反

映新闻事实。 

5 4 3 2 1 

11 图文相符 图片内容与文本内容相符。 5 4 3 2 1 

12 图文布局合理 图文按表达内容邻近排版。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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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主观评价指标及分值（续） 

序号 评价指标 评分要点 

分值 

非常 

符合 

比较 

符合 

基本 

符合 

不符 

合 

非常

不符

合 

13 视频质量 

视频内容清晰，明确，无歧义。视频

播放流畅，内容连贯，无画面、声音

卡顿。 

5 4 3 2 1 

14 视频文本相符 视频内容与文本内容相符。 5 4 3 2 1 

15 
视频文本布局

合理 
视频文本按表达内容邻近排版。 5 4 3 2 1 

16 
符合新闻内容

禁忌规范 
具体见附录。 5 4 3 2 1 

17 与主题相符 

选取符合新闻事实疑点、读者兴趣、

新闻主题的材料；对新闻事件发生的

历史、环境和原因进行说明。对新闻

事实进行解释补充。 

5 4 3 2 1 

18 选材广泛多样 选取广泛、多样的背景材料。 5 4 3 2 1 

19 短小精悍 短小精悍。 5 4 3 2 1 

20 言简意赅 言简意赅。 5 4 3 2 1 

21 线性结构 
一维线性结构，围绕主旨将不同时

间、空间发生的事情讲清楚。 
5 4 3 2 1 

22 表达方式多样 
文体自由，多用描写、议论、抒情等

手法进行场面和细节刻画。 
5 4 3 2 1 

23 用词虚实结合 用词虚实结合、写实传神。 5 4 3 2 1 

24 语言通俗 

语言简洁。不用生僻语言, 少用专业

术语和书面用语。多用直白口语的短

句。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少用书面

语。 

5 4 3 2 1 

25 真实准确 对电视画面进行准确描述。 5 4 3 2 1 

26 
音视频与文字

相符 

画面、文字解说、同期声三位一体相

配合。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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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主观评价指标及分值（续） 

序号 评价指标 评分要点 

分值 

非常 

符合 

比较 

符合 

基本 

符合 

不符 

合 

非常

不符

合 

27 句式简单 
多用动词少用形容词；多用短句子，

少用长句子。 
5 4 3 2 1 

28 结束有力 结尾简短，点明主题。 5 4 3 2 1 

29 概括升华主题 
概括好电视新闻事实与主题思想，并

做进一步总结和升华。 
5 4 3 2 1 

专业编辑及普通读者各 3 名，每个主观评分人员需要使用主观评价指标及分值量表（如表 6 所

示）对报纸新闻稿件质量评价体系等 4个评价体系中的二级评价指标独立打分。  

5.2.2  确定权重 

每层评价指标需要确定对应的权重系数后才能按照评价体系自下而上汇总分数，这里以报纸新

闻质量评价体系中“标题”对应的二级评价指标“准确概况主题”、“简洁凝练”、“表达精准”为例说

明如何确定权重系数。首先，需要构建判断矩阵。判断矩阵中元素取值（一个因素对另一个因素的

比值）采用如下方法：专家对评价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两两比较，根据 Saaty 标度含义（如表 7所

示）中给出的规则进行取值，构建判断矩阵，并通过进一步的计算得到评价指标权重系数。 

表 7  Saaty标度含义表 

Saaty 标度 含义 

1 待比较的两个因素有相同的重要性 

3 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稍微重要 

5 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明显重要 

7 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强烈重要 

9 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极端重要 

2，4，6，8 因素之间重要性比较在上述描述之间 

相应上述数的倒数 一个因素比另一个因素不重要的上述描述 

专业编辑及普通读者根据其对两两因素之间重要性的判断，两两比较二级评价指标“准确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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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简洁凝练”、“表达精准”的重要性，构建判断矩阵（如表 8 所示）。表中 ija 可以取自

1,2,3,4,5,6,7,8,9,1/2,1/3,1/4,1/5,1/6,1/7,1/8,1/9共 17个数值中的某一个。 ija 代表评价指标

ia 比评价指标 ja 重要的程度， ija 与 jia 互为倒数；当 i j= 时，表示某评价指标与其自身相比的重要

程度，取值为 1。 

表 8  评价指标判断矩阵 

 准确概括主题 简洁凝练 表达精准 

准确概括主题 11a  12a  13a  

简洁凝练 21a  22a  23a  

表达精准 31a  32a  33a  

使用公式（1）对判断矩阵按列归一化。 

 
3

1

/ij ij ij

i

p a a

=

=   ················································ （1） 

单一准则下的权值列为该行的 p 值平均值, 1 2 3, ,w w w 为对应指标的权重，如表 9所示。 

表 9  评价指标判断矩阵变形 

 准确概括主题 简洁凝练 表达精准 单一准则下的权值 

准确概括主题 11p  12p  13p  1w  

简洁凝练 21p  22p  23p  2w  

表达精准 31p  32p  33p  3w  

使用公式（2）求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 

 
 

1

n
i

max
ii

AW

nw


=

=  ·············································· （2） 

本例中： 

3n = ； 

1 2 3, ,
T

W w w w=    ； 

11 12 13

21 22 23

31 32 33

a a a

A a a a

a a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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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公式（3）计算一致性指标CI 值。 

 ( ) ( )/ 1maxCI n n= − −  ··········································· （3） 

使用表 10查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值。 

表 10  RI值表 

阶数 3 4 5 6 7 8 

RI 0.52 0.89 1.12 1.23 1.36 1.41 

使用公式（4）计算一致性比率CR 值。 

 /CR CI RI=  ················································· （4） 

如果 0.1CR  ，则说明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否则，需要重新构建判断矩阵。 

当评价指标只有 1个时，其权重为 100%；当评价指标有 2个时，不需进行判断矩阵一致性检验。 

5.2.3  计算评价分数 

按照评价体系自下而上逐层加权汇总分数，得到评价总分，再转换化为百分制。 

5.3  客观评价方法 

5.3.1  评价指标及分值 

1）  准确概括主题 

 准确概括主题定义为新闻稿件导语和新闻主题相匹配，该指数通过计算新闻稿件导语和给定主

题的相似度得到，如公式（5）所示。 

 ( )( )( )extract
,f cosine contextgkzt p

y h h=  ···································· （5） 

式中： 

gkzty ——准确概括主题指数； 

extract ( ) ——TextRank 关键词抽取算法，用于将新闻稿件中具有代表性的词或者短语抽取出

来，表示新闻稿件的关键内容； 

p ——导语； 

( )extract p
h ——预训练模型生成的新闻关键词表示； 

contexth ——预训练模型生成的新闻文本表示； 

cosine( ) ——余弦相似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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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 ——归一化函数。 

2）  简洁凝练 

 简洁凝练定义为文本冗余度较低，以较短篇幅表明主旨，该指数通过加权求和新闻稿件导语长

度和内容标题相似性得到，如公式（6）所示。 

 ( )( )   
_,f cosinejjnl context context titley h h L =  +   ····························· （6） 

式中： 

jjnly ——简洁凝练指数； 

 
contexth ——预训练模型生成的新闻导语文本表示； 

 
_context titleh ——预训练模型生成的新闻标题文本表示； 

cosine( ) ——余弦相似度计算； 

L ——文本导语长度； 

f ( ) ——归一化函数； 

 、 ——加权系数，为经过超参数搜索的最优值。 

3）  表达精准 

表达精准定义为新闻稿件内容不存在歧义和俚语，该指数通过计算新闻稿件中句子与预先定义

的包含歧义文本和俚语的数据库中相关文档的一致性得到，如公式（7）所示。 

 ( )( ) ( )max P Contradiction | ,DB |1bdjz i iy s s i p=    ························ （7） 

式中： 

bdjzy ——表达精准指数； 

( )( )P Contradiction | ,DBi is s ——自然语言推理模块预测输入的两个句子为不相关的概率； 

( )DB is 是以句子 is 作为 query，使用一个信息检索系统在DB 中检索到最相关的支持文档。 

4）  紧扣主题 

 紧扣主题定义为新闻稿件结尾和新闻主题相匹配，该指数通过计算新闻稿件结尾和新闻主题的

相似度得到，如公式（8）所示。 

 ( )( )( )extract
f cosi e ,njkzt contextp

y h h=  ···································· （8）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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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zty ——紧扣主题指数； 

extract ( ) ——TextRank 关键词抽取算法，用于将新闻稿件中具有代表性的词或者短语抽取出

来，表示新闻稿件的关键内容； 

p ——稿件； 

( )extract p
h ——预训练模型生成的关键词表示； 

 
contexth ——预训练模型生成的新闻结尾文本表示； 

cosine( ) ——余弦相似度计算； 

f ( ) ——归一化函数。 

5）  选材质量 

 选题质量定义为新闻选题的新鲜度、重要度及有趣度，该指数通过加权求和选材新鲜度指数、

选材重要度指数和选材有趣度指数得到，如公式（9）所示。 

 * * *xczl xxd zzd yqdy y y y  = + +  ····································· （9） 

式中： 

xczly ——选材质量指数； 

xxdy ——选材新鲜度指数；  

zydy ——选材重要度指数； 

yqdy ——选材有趣度指数； 

  、 、 ——加权系数，为经过超参数搜索的最优值。 

选材新鲜度指数的计算方法如公式（10）所示。 

 ( )gxxdy t=  ················································ （10） 

式中： 

t ——新闻时效，即新闻事件发生时间与新闻发布时间的间隔时长； 

( )g  ——人工定义的映射函数，将新闻时效映射为选材新鲜度指数。 

选材重要度指数的计算方法如公式（11）所示。 

 ( ) ( )1 2h hzyd
entity set

y yt iheme ent t


= +  ······························· （1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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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选材主题，即新闻的主题分类（如，财经，娱乐，体育等）； 

( )1h  ——人工定义的映射函数，将选材主题映射为主题的重要度； 

set ——新闻实体集，新闻稿件中出现的实体（如人物，机构等）的集合； 

( )2h  ——人工定义的映射函数，将实体映射为实体的重要度。 

选题有趣度指数的计算方法如公式（12）所示。 

 ( )s newsyqdy h=  ·············································· （12） 

式中： 

newsh ——新闻稿件的表示； 

( )s  ——输入为新闻稿件文本、输出为有趣度分数的分类模型，需在人工标注的数据集上进行

有监督训练。 

6）  主题明确 

 主题明确定义为新闻稿件正文和新闻主题表示相匹配，该指数通过计算新闻稿件正文和新闻主

题的相似度得到，如公式（13）所示。 

 ( )( )( )extract
f cosi e ,nztmq contextp

y h h=  ·································· （13） 

式中： 

ztmqy ——主题明确指数； 

extract ( ) ——TextRank 关键词抽取算法，用于将新闻稿件中具有代表性的词或者短语抽取出

来，表示新闻稿件的关键内容； 

p ——稿件； 

( )extract p
h ——预训练模型生成的新闻关键词表示； 

 
contexth ——预训练模型生成的新闻文本表示； 

cosine( ) ——余弦相似度计算； 

f ( ) ——归一化函数。 

7）  信息完整 

 信息完整定义为新闻稿件内容与标题匹配，该指数通过计算新闻稿件内容和标题的相似度得到，

如公式（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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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_f cosine ,xxwz context contex titley h h=  ································· （14） 

式中： 

bswzy ——信息完整指数； 

 
contexth ——预训练模型生成的新闻文本表示； 

cosine( ) ——余弦相似度计算； 

_context titleh ——预训练模型生成的新闻标题表示； 

f ( ) ——归一化函数。 

8）  层次清晰 

层次清晰定义为新闻稿件中在文本结构完整的基础上，同时体现标题主旨，该指数通过加权求

和结构完整指数和内容标题相关性得到，如公式（15）所示。 

 
( ) ( )

( )

1 1

1

2 2

_

cosine , cosine ,
f 

cosine ,

n n

i n i
paragraph paragraph paragraph paragraph

i iccqx

context context title

h h h h
y

h h





− −

= =

  
  + + 

  =  
 
 
 

 
  ···· （15） 

式中： 

ccqxy ——层次清晰指数； 

i
paragraphh ——预训练模型生成的新闻文本中第 i 个段落的表示； 

cosine( ) ——余弦相似度计算； 

 
contexth ——预训练模型生成的新闻文本表示； 

 
_context titleh ——为预训练模型生成的新闻标题表示； 

n ——文本中段落数量，要求大于等于 3； 

 、 ——加权系数，且 1 + = ，为经过超参数搜索的最优值； 

f ( ) ——归一化函数。 

9）  行文流畅 

行文流畅定义为预训练语言模型预测下一个词的覆盖率，计算方法如公式（16）所示。 

 ( )( )( )
1

1 1

1

hit topk P ,, , /

n

xwlc i i i

i

y w w k w n

−

 + +

=

=  ···························· （16） 

式中： 



T/SDAAI 0001—2023 

15 

xwlcy ——行文流畅指数； 

( )1,P i iw w + ——预训练语言模型根据第 iw 个词从词表中预测第 1iw + 个词的概率； 

( )( )1topk P , ,i iw w k + ——根据 ( )1,P i iw w + 的值选取排名最靠前的 k 个词； 

n ——新闻稿件中词汇的个数； 

( )hit  ——判断当前词 w 是否在预训练语言模型预测的前 k 个词的集合W ，计算方法如公式

（17）所示。 

 ( )
1,

hit ,
0,

w W
W w

w W


= 


在 中

不在 中
 ······································· （17） 

式中： 

W ——预训练语言模型预测的值选取排名最靠前的 k 个词的集合。 

10）  图文相符 

 图文相符定义为新闻图片和新闻稿件内容契合，该指数通过计算新闻图片和新闻稿件内容相似

度得到，如公式（18）所示。 

 ( ) ftwxf image contexty h h=  ········································· （18） 

式中： 

twxfy ——图文相符指数； 

imageh ——预训练模型生成的新闻图片表示； 

   ——向量点乘操作； 

contexth ——预训练模型生成的新闻文本表示； 

f ( ) ——归一化函数。 

11）  图片质量 

a）  图片像素密度 

图片像素密度定义为文中图片的像素密度能保证图片在设备上显示清楚，计算方法如公式

（19）所示。 

 2 2 /xsmdy h w s= +  ··········································· （19） 

式中： 

xsmdy ——图片像素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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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图片高的像素数； 

w ——图片宽的像素数； 

s ——图片对角线在排版后在屏幕上的长度（单位为英寸）。 

b）  图片曝光检测 

首先检测图片中是否有图片区域的平均亮度不在正常范围内，计算方法如公式（20）所示。 

 /L v n= ·················································· （20） 

式中： 

L ——图片区域平均亮度； 

v——图片区域的明暗指数； 

n ——图片区域的像素数量。 

然后基于图片区域平均亮度，计算图片曝光检测指数，如公式（21）所示。 

 
1,

0,
bgjcy


= 


平均亮度在正常范围内

平均亮度超出正常范围
 ·································· （21） 

式中： 

bgjcy ——曝光检测指数。 

c）  图片模糊检测 

图片模糊指数定义为使用拉普拉斯算子对新闻图片进行卷积计算得到的方差结果是否低于限定

阈值。如果结果低于限定阈值，则图片模糊；反之，图片清晰。计算方法如公式（22）所示。 

 
1,

0,
mhzs

t
y

t






= 


 ············································· （22） 

式中： 

mhzsy ——图片模糊检测指数； 

 ——使用拉普拉斯算子对新闻图片进行卷积计算得到方差结果； 

t ——阈值。 

d）  图片色彩检测 

 首先检测新闻图片饱和度是否在正常范围之内，计算方法如公式（23）所示。 

 ( ) ( )max , , min , ,S R G B R G B= −  ··································· （23） 

式中： 

S ——图片饱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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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 R,G,B ——图片 RGB三个通道中的最大值； 

( )min R,G,B ——图片 RGB三个通道中的最小值。 

然后基于图片饱和度，计算图片色彩检测指数，计算方法如公式（24）所示。 

 
1,

 0,
scjcy


= 


饱和度在正常范围内

图片饱和度超出正常范围
 ································· （24） 

式中： 

scjcy ——图片色彩检测指数。 

12）  图文布局合理 

 图文布局合理定义为新闻图片与其周围新闻文本内容相符，该指数通过计算新闻图片表示和其

周围新闻文本表示相似度得到，如公式（25）所示。。 

  
_f( )i

twbj image image texty h h d=    ····································· （25） 

式中： 

twbjy ——图文布局合理指数； 

_image texth ——预训练模型生成的新闻图片周围文本表示； 

 ——向量点乘操作； 

imageh ——预训练模型生成的新闻图片表示； 

id ——新闻文本中图片和第 i 个句子相隔句子的数量； 

f ( ) ——归一化函数。 

13）  视频质量 

a）  视频画面分辨率 

视频画面分辨率指数定义为视频的分辨率是否达到高清，计算方法如公式（26）所示。 

 
1, 720p

0,
fbly


= 


分辨率达到 以上

其他
 ···································· （26） 

式中： 

fbly ——视频分辨率指数。 

b）  视频播放流畅 

视频播放流畅指数定义为视频的帧率是否达到播放流畅的水平，计算方法如公式（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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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

0,
spzly


= 


帧率超过

其他
 ········································· （27） 

式中： 

spzly ——视频帧率指数。 

c）  视频清晰 

视频清晰指数定义为视频画面是否清晰可读。与图片模糊检测类似，采样拉普拉斯算子对视频

中的关键帧图像进行卷积计算得到的方差结果是否超出限定阈值。如果结果超过限定阈值，则认为

视频不清晰；反之，视频清晰。如果所有关键帧的结果都小于阈值，则认为视频清晰。计算方法如

公式（28）所示。 

 
 ( )11,max , ,

0,

n
spqx

v v t
y

  
= 
 其他

 ····································· （28） 

式中： 

spqxy ——视频清晰分数； 

 1, , nv v ——对 n 个关键帧使用拉普拉斯算子对图像进行卷积计算得到的方差结果； 

t ——阈值。 

d）  视频声音清晰 

视频声音清晰定义为视频的配音清晰、易听懂。使用语音识别模型将音频转变文本后计算与字

幕的字错误率。字错误率越低，代表声音越清晰。计算方法如公式（29）所示。 

 ( ) /zcwl S D I Ny = + +  ········································· （29） 

式中： 

zcwly ——字错误率； 

S ——存在字被替换； 

D ——存在字被删除； 

I ——存在字被插入； 

N ——字数量。 

14）  视频内容与题相符 

视频内容与题相符定义为新闻视频和新闻稿件主题契合，该指数通过计算新闻视频表示与新闻

稿件主题表示的相似度得到，如公式（3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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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

n
i

ztxf image theme

i

y h h

=

 
 =
 
 

  ······································· （30） 

式中： 

ztxfy ——视频内容与题相符指数； 

imageh ——预训练模型生成的新闻视频关键帧表示； 

——向量点乘操作； 

themeh ——由同一主题的新闻文本表示平均化得到的主题表示； 

n ——视频中均匀采样的关键帧数量； 

f ( ) ——归一化函数。 

15）  视频文本布局合理 

 视频文本布局合理定义为新闻视频与其周围新闻文本内容相符，该指数通过计算新闻视频表示

和其周围新闻文本表示相似度得到，计算方法如公式（31）所示。 

 __

1

f

m
j i

spbj video textvideo image

j

y h h d

=

 
 = 
 
 

  ································ （31） 

式中： 

spbjy ——视频布局合理指数； 

_video texth ——预训练模型生成的新闻视频周围文本表示； 

——向量点乘操作； 

_
j

video imageh ——预训练模型生成的第 j 个视频关键帧表示； 

id ——视频和第 i 个句子相隔句子的数量； 

m——视频中均匀采样的关键帧数量； 

f ( ) ——归一化函数。 

16）  符合新闻内容禁忌规范 

a）  报纸新闻审核 

报纸新闻审核时需检测：报纸新闻文本导向；报纸新闻图片涉黄、暴恐、涉政、违禁、广告审

核。计算方法如公式（32）所示。 

 
1,

0,
bzshy


= 


文本和图片检测正常

文本和图片检测异常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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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bzshy ——报纸新闻审核指数。 

b）  广播消息稿件审核 

广播消息稿件审核时需检测广播消息稿件文本导向。计算方法如公式（33）所示。 

 
1,

0,
xxshy


= 


文本导向检测正常

文本导向检测异常
 ····································· （33） 

式中： 

xxshy ——广播消息新闻审核指数。 

c）  广播通讯稿件审核 

广播通讯稿件审核时需检测广播通讯稿件文本导向。计算方法如公式（34）所示。 

 
1,

0,
txshy


= 


文本导向检测正常

文本导向检测异常
 ····································· （34） 

式中： 

txshy ——广播通讯新闻审核指数。 

d）  广播特写稿件审核 

广播特写稿件审核时需检测广播特写稿件文本导向。计算方法如公式（35）所示。 

 
1,

0,
txshy


= 


文本导向检测正常

文本导向检测异常
 ····································· （35） 

txshy ——广播特写新闻审核指数。 

e）  广播评论稿件审核 

广播评论稿件审核时需检测广播新闻评论稿件文本导向。计算方法如公式（36）所示。 

 
1,

0,
plshy


= 


文本导向检测正常

文本导向检测异常
 ····································· （36） 

式中： 

plshy ——广播评论新闻审核指数。 

f）  电视新闻稿件审核 

电视新闻稿件审核时需检测：电视新闻文本导向；电视新闻图片涉黄、暴恐、涉政、违禁、广告

审核；电视新闻视频涉黄、暴恐、涉政、违禁、广告审核。计算方法如公式（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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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ddshy


= 


电视新闻文本、图片、视频检测正常

电视新闻文本、图片、视频检测异常
 ························· （37） 

式中： 

ddshy ——电视新闻审核指数。 

g）  网络新闻稿件审核 

网络新闻稿件审核时需检测：网络新闻文本导向；网络新闻图片涉黄、暴恐、涉政、违禁、广告

审核；网络新闻视频涉黄、暴恐、涉政、违禁、广告审核。计算方法如公式（38）所示。 

 
1,

0,
wlshy


= 


网络新闻文本、图片、视频检测正常

网络新闻文本、图片、视频检测异常
 ························· （38） 

式中： 

wlshy ——网络新闻审核指数。 

17）  与主题相符 

 与主题相符定义为新闻文本内容和新闻图片内容与新闻主题表示相匹配，该指数通过加权求和

新闻文本内容和新闻主题相似度及新闻图片内容和新闻主题相似度得到，如公式（39）所示。 

 ( )( ) ( )( ) *f cosine , *f cosine ,xcxf context theme image themey h h h h = +  ················ （39） 

式中： 

xcxfy ——选材与主题相符指数； 

 、 ——加权系数，且 1 + = ，为经过超参数搜索的最优值； 

contexth ——预训练模型生成的新闻文本表示； 

themeh ——由同一主题的文本表示平均化得到的主题表示； 

imageh ——预训练模型生成的新闻图片表示； 

cosine( ) ——余弦相似度计算； 

f ( ) ——归一化函数。 

18）  选材广泛多样 

选材广泛多样性定义为新闻稿件使用素材的多样性，计算方法如公式（40）所示。 

 ( )( )
1 1

1
1 ,

n n

xcgf i j

i j

y s s
n

= =

 
 = −
 
 

   ···································· （40）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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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gfy ——选材广泛多样指数； 

n ——新闻稿件使用的素材的数量； 

is ——新闻稿件使用的第 i 个素材的原始文本； 

( ),i js s ——两个句子的 BLEU 值（当 i j= 时，该值被直接定义为 0）。 

19）  短小精悍 

 短小精悍定义为新闻文本冗余度较低，以较短篇幅表明主旨，该指数通过加权求和新闻稿件长

度和内容标题相似性得到，如公式（41）所示。 

 ( )( )   
_f *cosine , *dxjh context context titley h h L = +  ··························· （41） 

式中： 

dxjhy ——短小精悍指数； 

 
contexth ——预训练模型生成的新闻文本表示； 

 
_context titleh ——预训练模型生成的新闻标题表示； 

cosine( ) ——余弦相似度计算； 

L ——新闻文本长度； 

f ( ) ——归一化函数； 

 、 ——加权系数，且 1 + = ，为经过超参数搜索的最优值。 

20）  言简意赅 

言简意赅定义为新闻稿件内容简短且不存在事实性错误，该指数通过计算新闻稿件中的句子与

预先定义的事实数据库中相关文档一致性得到，如公式（42）所示。 

 ( )( ) ( )( )f *max P Contradiction | ,DB |1 *yjyg i is s i p Ly  =   +  ·············· （42） 

式中： 

yjygy ——言简意赅指数； 

( )( )P Contradiction | ,DBi is s 为自然语言推理模块预测输入的两个句子为矛盾的概率； 

( )DB is 是以句子 is 作为 query，使用一个信息检索系统在 DB 中检索到的最相关的支持文档； 

L ——新闻文本长度； 

f ( ) ——归一化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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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权系数，为经过超参数搜索的最优值。 

21）  线性结构 

线性结构定义为新闻稿件在文本结构完整的基础上，同时围绕主旨描述新闻事实，该指数通过

加权求和结构完整指数和主题明确指数得到，如公式（43）所示。 

 
( ) ( )

( )

n 1 n 1
1

i 2 i 2

* cosine , cosine ,
f

*cosine ,

i n i
paragraph paragraph paragraph paragraph

xxjg

context theme

y
h h h h

h h





− −

= =

  
  +

  =  
 
 + 

 
  ······ （43） 

式中： 

xxjgy ——线性结构指数； 

i
paragraphh ——预训练模型生成的新闻文本中第 i 个段落的表示； 

cosine( ) ——向量余弦相似度计算； 

 
contexth ——预训练模型生成的新闻文本表示； 

themeh ——由同一主题的新闻文本表示平均化得到的主题表示； 

n ——文本中段落数量，要求大于等于 3； 

 、 ——加权系数，且 1 + = ，为经过超参数搜索的最优值； 

f ( ) ——归一化函数。 

22）  表达方式多样 

表达方式多样分为用词多样性和句子多样性。 

用词多样性定义为新闻稿件句子中不同 n-grams 的数量除以 n-grams 的总数(n-grams 是指文中

任意一段长度为 n 的片段)，如公式（44）所示。 

 
( )( ), , 1

1

length , , |1 ,1 1

1

i j i j n i

ycdy p

i

i

w w i p
y

j s n

s n

+ −

=

     − +
=

− +

 ··················· （44） 

式中： 

ycdyy ——用词多样性指数。 

句子多样性定义为新闻稿件中句子互相之间 BLEU 值的均值，如公式（45）所示。 

 
( )

( )( )
| | | |

1 1

1
1 ,

1

p p

jzdy i k

i k

y s s
p p

= =

= −
−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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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jzdyy ——句子多样性指数； 

p ——新闻稿件， p 表示新闻稿件的长度（即词数）； 

is ——新闻稿件中的某个句子， is 表示该句子的长度； 

( ),i ks s ——两个句子的 BLEU 值（当 i k= 时，该值被直接定义为 1）。 

表达方式多样指数计算方法如公式（46）所示。 

 * *dyx ycdy jzdyyy y = +  ········································ （46） 

式中： 

dyxy ——多样性指数； 

 、 ——加权系数，且 1 + = ，为经过超参数搜索的最优值。 

23）  用词虚实结合 

用词虚实结合定义为新闻稿件中实词和虚词的平衡度，计算方法如公式（47）所示。 

 1

2
xsjh

m
k

m
y = −  ·············································· （47） 

式中： 

xsjhy ——用词虚实结合指数； 

1m ——文档中虚词的数量； 

2m ——文档中实词的数量； 

k ——人工定义的标准虚词与实词比例； 

 ——绝对值运算。 

24） 真实准确 

真实准确定义为新闻稿件内容不存在事实性错误，该指数通过计算新闻稿件中的句子与预先定

义的事实数据库中相关文档的一致性得到，如公式（48）所示。 

 ( )( ) ( )max P Contradiction | ,DB |1zszq i is s i py =    ······················ （48） 

式中： 

zszqy ——真实准确指数； 



T/SDAAI 0001—2023 

25 

( )( )P Contradiction | ,DBi is s ——自然语言推理模块预测输入的两个句子为矛盾的概率； 

( )DB is ——以句子 is 作为 query，使用一个信息检索系统在 DB 中检索到的最相关的支持文档。 

25） 音视频与文字相符 

 音视频与文字相符指数由视频文本相关性和音视频同步指数加权求和得到。 

视频文本相关性定义为新闻视频和新闻文本表达的内容相符，该指数通过计算新闻视频和新闻

主体内容的相似度得到，如公式（49）所示。 

 _

1

f

n
i

spwb video image context

i

y h h

=

 
 = 
 
 
  ··································· （49） 

式中： 

spwby ——视频文本相关性指数； 

_
i
video imageh ——预训练模型生成的第 i 个视频关键帧表示； 

——向量点乘操作； 

contexth ——预训练模型生成的新闻文本表示； 

n ——视频中均匀采样的关键帧数量； 

f ( ) ——归一化函数。 

音视频同步定义为声音和字幕同步。使用语音识别模型将音频转变文本，并标记每句话开始和

结束的时间，将其与字幕中标记的时间进行比对，如果差异小于阈值 t ，则认为音视频同步，否则不

同步。计算方法如公式（50）所示。 

 
1,

0,
ysp

t
y


= 


如果每句字幕的开始或结束时间和预测的差异都小于

其他
 ··············· （50） 

式中： 

yspy ——音视频同步指数； 

t ——阈值。 

音视频与文字相符指数计算方法如公式（51）所示。 

 * *yspw spwb yspy y y = +  ······································· （5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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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pwy ——音视频与文字相符指数； 

 、 ——加权系数，且 1 + = ，为经过超参数搜索的最优值。 

26）  语言通俗 

语言通俗亲切定义为新闻稿件内容未使用过多的晦涩词，该方法基于一个晦涩词库。计算方法

如公式（52）所示。 

 ( )
1

yyts
w p

g w
p

y


=   ········································· （52） 

式中： 

yytsy ——语言通俗指数； 

p ——新闻稿件的词数； 

w p ——新闻稿件中的一个词； 

g( )w ——该词的分数，计算方法如公式（53）所示。 

 ( )
1,

g w
0,

w

w


= 


不在词库中

在词库中
 ········································ （53） 

27）  句式简单 

句式简单定义为新闻文本内容中多使用动词和短句，该指数通过加权求和新闻稿件中动词比例

和新闻稿件中的短句比例得到，计算方法如公式（54）所示。 

 f * *jsjd
W SN

y
V S

N
 
 

= + 
 

 ······································ （54） 

式中： 

jsjdy ——句式简单指数； 

V ——新闻稿件中动词数量； 

WN ——新闻稿件中词汇数量； 

S ——新闻稿件中短句数量； 

SN ——新闻稿件中句子总数； 

f ( ) ——归一化函数； 

 、 ——加权系数，且 1 + = ，为经过超参数搜索的最优值。 

28）  结束有力 

结束有力定义为电视新闻结尾内容和新闻主题表示匹配并且结尾简短，该指数通过计算电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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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结尾内容和新闻主题的相似度得到，计算方法如公式（55）所示。 

 ( )( )f *cosine , *jsyl context themeh h Ly  = +  ······························ （55） 

式中： 

jsyly ——句式简单指数； 

contexth ——预训练模型生成的新闻结尾文本表示； 

themeh ——由同一主题的新闻文本表示平均化得到的主题表示； 

cosine( ) ——余弦相似度计算； 

L ——新闻结尾文本长度； 

f ( ) ——归一化函数； 

 、 ——加权系数，为经过超参数搜索的最优值。 

29）  概括升华主题 

 概括升华主题定义为新闻视频和新闻稿件主题契合，该指数通过计算新闻视频和新闻稿件主题

表示相似度得到，计算方法如公式（56）所示。 

 

1

f

n
i

shzt image theme

i

y h h

=

 
 =
 
 

  ······································· （56） 

式中： 

shzty ——概括升华主题指数； 

imageh ——预训练模型生成的新闻图片表示； 

——向量点乘操作； 

themeh ——由同一主题的新闻文本表示平均化得到的主题表示； 

n ——视频中均匀采样的关键帧数量； 

f ( ) ——归一化函数。 

5.3.2  确定权重 

客观指标权重可以参照 5.2.3中主观指标权重的方法进行确定。 

客观指标权重也可使用人工智能写稿稿件质量自动评价系统在数据集上训练所得的权重参数。 

5.3.3  计算评价分值 

获取新闻稿件后，识别新闻稿件类型，进行数据预处理，提取新闻稿件中的信息。利用客观评

价公式计算各指标分数，自下而上逐层加权汇总分数，得到评价总分，转换化为百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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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评价流程 

人工智能写稿稿件质量评价流程如图 1所示。 

图 1  人工智能写稿稿件质量评价流程示意图 

7  人工智能写稿稿件质量等级划分 

使用主观评价方法或客观方法得到评价体系底层指标的评分后，通过公式（57）逐层加权汇总

评价分数。 

 

开始

评价方法

评分人员对主观指标评分 数据预处理

汇总计算客观评价分数

停止

客观评价方法主观评价方法     

准备待评价
新闻稿件

判断新闻稿件类型

选择相应类型的新闻稿件质量评
价体系

评分人员确定指标权重

计算每名评分人员评价分数

计算每名评分人员评价分数

确定客观指标权重

判断人工智能写稿稿件
质量等级

计算客观指标分数



T/SDAAI 0001—2023 

29 

 1 1

1

n
k k k

i i

i

y y + +

=

=  ············································ （57） 

式中： 

ky ——第 k 级评价指标中的某指标评分结果； 

n ——该指标所属的下级评价指标数量； 

1k
iy + ——隶属于该指标的第 i 个下级指标分数； 

1k
i
+ ——隶属于该指标的第 i 个下级指标对应权重系数。 

当 k 取值为 0时， 0y 表示新闻稿件质量整体评分。采用主观评价方法时，需要将 0y 乘以 20，转

换为百分制；采用客观评价方法时，需要将 0y 乘以 100，转换为百分制。 

最后，根据新闻稿件质量整体评分 0y 评定人工智能写稿稿件质量水平。当新闻稿件整体评分

大于 60分时为合格稿件，当新闻稿件整体评分小于 60 分时为不合格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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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内容目标禁忌词汇汇总 

附表  内容目标禁忌词汇汇总表 

新闻类别 内容禁忌 

报纸新闻 

煽动抗拒、破坏宪法和法律实施的内容 

煽动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分裂国家或煽动叛乱、暴

乱的内容 

煽动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容 

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的内容 

煽动民族、种族歧视或仇视、破坏民族团结的内容 

破坏社会安定和煽动动乱的内容 

宣扬凶杀、淫秽、色情、封建迷信或伪科学，教唆犯罪和有害青少年身心健

康的内容 

诽谤或侮辱他人的内容 

法律禁止刊登的其他内容 

广播电视新闻 

方言 

不规范的语言文字 

危害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内容 

危害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内容 

煽动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内容 

泄露国家秘密的内容 

诽谤、侮辱他人的内容 

宣扬淫秽、迷信或者渲染暴力的内容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 

网络新闻 
时政和社

会生活类 

（1）对有身体伤疾的人士使用“残废人”“独眼龙”“瞎子”“聋子”“傻子”

“呆子”“弱智”等蔑称。 

（2）报道各种事实特别是产品、商品时使用“最佳”“最好”“最著名”“最

先进”等具有极端评价色彩的词汇。 

（3）医药产品报道中含有“疗效最佳”“根治”“安全预防”“安全无副作用”

“治愈率”等词汇，药品报道中含有“药到病除”“无效退款”“保险公司保

险”“最新技术”“最高技术”“最先进制法”“药之王”“国家级新药”等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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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内容目标禁忌词汇汇总表（续） 

新闻类别 内容禁忌 

 

 

（4）通稿报道中，使用“影帝”“影后”“巨星”“天王”“男神”“女神”等

词汇，可使用“著名演员”“著名艺术家”等。 

（5）对各级领导同志的各种活动报道，用“亲自”等词。除了党中央国务院

召开的重要会议外，一般性会议用“隆重召开”字眼。 

（6）对国内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负责人，使用“老板”。 

（7）报道中有意突出某一类型群体或某一种身份。如灾祸报道中，使用“死

难者中有一名北大学生，其余为普通群众”的类似提法。 

（8）报道中使用“哇噻”“妈的”等脏话、黑话等，及近年来网络用语中对

各种词语进行缩略后新造的“PK”“TMD”等(新媒体可用“PK”一词)。 

（9）使用新闻媒体和网站禁用的 38 个不文明用语：装逼、草泥马、特么的、

撕逼、玛拉戈壁、爆菊、JB、呆逼、本屌、齐 B 短裙、法克鱿、丢你老母、

达菲鸡、装 13．逼格、蛋疼、傻逼、绿茶婊、你妈的、表砸、屌爆了、买了

个婊、已撸、吉跋猫、妈蛋、逗比、我靠、碧莲、碧池、然并卵、日了狗、

屁民、吃翔、XX 狗、淫家、你妹、浮尸国、滚粗。 

法律法规

类 

（10）在新闻稿件中涉及如下对象时不公开报道其真实姓名。犯罪嫌疑人家

属;案件涉及的未成年人;采用人工授精等辅助生育手段的孕、产妇;严重传染

病患者;精神病患者;被暴力胁迫卖淫的妇女;艾滋病患者;有吸毒史或被强制

戒毒的人员。 

（11）对刑事案件当事人，在法院宣判有罪之前，使用“罪犯”。 

（12）在民事和行政案件中，使用原告“将某某推上被告席”这样带有主观

色彩的句子。 

（13）使用“某某党委决定给某政府干部行政上撤职、开除等处分”。 

（14）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称作“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将“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称作“省人大副主任”。各级人大常委会的委员，称作“人

大常委”。 

（15）囯务院所属研究机构、直属机构和其他相关机构，简称为“国务院”。 

（16）“村民委员会主任”称“村长”。大学生村干部称作“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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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内容目标禁忌词汇汇总表（续） 

新闻类别 内容禁忌 

 

 

（17）在案件报道中指称“小偷”“强奸犯”等时，使用其社会身份或者籍贯

作标签式前缀。如：一个曾经是工人的小偷。 

（18）国务院机构中的审计署的正副行政首长称作“署长”“副署长”。 

（19）各级检察院的“检察长”写成“检察院院长”。 

（20）称“中共 XX 省省委书记”“XX 市市委书记”。 

（21）公开使用“非党人士”的提法。 

（22）继续使用“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称谓。 

民族宗教

类 

（23）对各民族，使用旧社会流传的带有污辱性的称呼，“回回”“蛮子”等。

“蒙古族”简称为“蒙族”，“维吾尔族”简称为“维族”，“朝鲜族”简称为

“鲜族”等。 

（24）口头语言或专业用语中含有民族名称的污辱性说法，使用“蒙古大夫”

来指代“庸医”。使用“蒙古人”来指代“先天愚型”等。 

（25）少数民族支系、部落称为民族，称为“摩梭族”“撒尼族”“穿(川)青

族”等。 

（26）把古代民族名称与后世民族名称混淆，如将“高句丽”称为“高丽”，

将“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等泛称为“突厥族”或“突厥人”。 

（27）称呼穆斯林不加上姓，引起误解。 

（28）把宗教和民族混为一谈。说“回族就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就是回族”。

稿件中遇到“阿拉伯人”等提法，改称“穆斯林”。 

（29）涉及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的报道，提及与猪相关内容。 

（30）穆斯林宰牛羊及家禽，写作“杀”。 

港澳台和

领土、主

权类 

（31）在任何文字、地图、图表中让人误以为香港、澳门是“国家”。 

（32）将香港、澳门与中国并列提及，如“中港”“中澳”等。将内地与香港、

澳门简称为“内港”“内澳”。 

（33）混淆“台湾”与“祖国大陆(或‘大陆’)”的对应概念，“香港、澳门”

与“内地”的对应概念。 

（34）将港澳台居民来内地(大陆)称为来“中国”或“国内”。说“港澳台游

客来华(国内)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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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内容目标禁忌词汇汇总表（续） 

新闻类别 内容禁忌 

  

（35）中央领导同志到访香港、澳门称为“出访”。 

（36）称呼包含香港、澳门的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气象组织成员

时，称为“成员国”。 

（37）在囯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或其他体育事务中，不按相应章程的要求或约

定称呼。 

（38）不区分“香港(澳门)居民(市民)”和“香港(澳门)同胞”概念。 

（39）不区分国境与关境概念。 

（40）不将港澳台业务单列为国内业务的特殊类别加以规范管理。 

（41）将港资、澳资企业划入外国企业，在表述时用“视同外资”,多用“参

照外资”。 

（42）内地与港澳在交流合作中签订的协议文本等称为“条约”;将适用于国

家与国家之间的专属名词用于内地与港澳。 

（43）涉及内地与港澳在司法联系与司法协助方面，套用国际法上的术语，

如内地依照涉外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等程序与港澳开展司法协助，使用“中

外司法协助”“国际司法协助”“中港(澳)司法协助”等提法;对两地管辖权或

法律规范冲突，使用“侵犯司法主权”等不规范提法;使用“引渡犯罪嫌疑人

或罪犯”的表述。 

（44）将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称为“主权移交”“收回主权””。将回归前的香

港、澳门称为“殖民地”。将香港、澳门视为或称为“次主权”地区。 

（45）使用内地与港澳“融合”“一体化”或深港、珠澳“同城化”等词语。 

（46）“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说成“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长官”，

“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说成“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立法会”;香港、澳门

实行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说成“三权分立”。 

（47）使用“雨伞运动”的说法;称“占中三子”;称天主教香港教区退休主

教陈日君等为“荣休主教”。 

（48）对 1949 年 10 月 1 日之后的台湾地区政权，使用“中华民国”，使用

“中华民国”纪年及旗、徽、歌。用“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称呼台湾地

区正(副)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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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内容目标禁忌词汇汇总表（续） 

新闻类别 内容禁忌 

  

（49）使用“台湾政府”一词。直接使用台湾当局以所谓“国家”“中央”“全

国”名义设立的官方机构名称。 

（50）直接使用台湾当局以所谓“国家”“中央”“全国”名义设立的官方机

构中官员的职务名称。 

（51）“总统府”“行政院”“国父纪念馆”等作为地名，在行文中使用时，不

变通处理。 

（52）对台湾地区省、市、县行政、立法等机构，使用“地方政府”“地方议

会”的提法。 

（53）涉及“台独”政党“台湾团结联盟”时，简称为“台联”。使用“福摩

萨”“福尔摩莎”具有殖民色彩的词汇。 

（54）对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等党派机构和人员的职务，加引号。对于

国共两党交流，使用“国共合作”、“第三次国共合作”等说法。对亲民党、

新党冠以“台湾”字眼。 

（55）对台湾民间团体，加引号。 

（56）对岛内带有“中国”“中华”字眼的民间团体及企事业单位，如台湾“中

华航空”“中华电信”“中国美术学会”“中华道教文化团体联合会”“中华两

岸婚姻协调促进会”等，在前面不冠以“台湾”直接称呼。 

（57）对以民间身份来访的台湾官方人士，称其官方身份。 

（58）对台湾与我名称相同的大学和文化事业机构，如“清华大学”“故宫博

物院”等，不在前面加上台湾、台北或所在地域，使用“台北故宫”的说法。 

（59）对台湾冠有“国立”字样的学校和机构，使用时保留“国立”二字。 

（60）将金门、马祖行政区称为台湾金门县、台湾连江县(马祖地区)。将金

门、马祖称为“台湾离岛”。 

（61）对台湾当局及其所属机构的法规性文件与各式官方文书等，不加引号。 

（62）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自称为“大陆法律”。使用“两岸法律”等具有

对等含义的词语。 

（63）在处理涉台法律事务及有关报道中，使用国际法上专门用语。如“护

照”“文书认证、验证”“司法协助”“引渡”“偷渡”等。涉及台湾海峡海域

时使用“海峡中线”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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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内容目标禁忌词汇汇总表（续） 

新闻类别 内容禁忌 

  

（64）国际场合涉及我国时自称“大陆”，把台湾和其他国家并列。 

（65）对不属于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和民间性的囯际经贸、文

化、体育组织中的台湾团组机构，以“台湾”或“台北”称之。 

（66）2008 年以来经我安排允许台湾参与的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大会、国

际民航组织公约大会，不称台湾代表团为“中华台北”。 

（67）对海峡两岸和港澳共同举办的交流活动，出现“中、港、台”“中、澳、

台”“中、港、澳、台”之类的表述。使用“两岸三(四)地”的提法。 

（68）台商在祖国大陆投资，称“中外合资”“中台合资”。对来投资的台商

称“外方”。我有关省、区、市称“中方”。 

（69）称“台湾省”。 

（70）具有“台独”性质的政治术语不加引号。 

（71）对台湾教育文化领域“去中国化”的政治术语，不结合上下文意思及

语境区别处理。 

（72）荷兰、日本对台湾的侵占和殖民统治简称为“荷治”“日治”。将我中

央历代政府对台湾的治理与荷兰、日本对台湾的侵占和殖民统治等同。 

（73）涉及到台湾同胞称“全民”“公民”。 

（74）不涉及台湾时自称中国为“大陆”，使用“中国大陆”的提法。如使用

“大陆改革开放”“大陆流行歌曲排行榜”之类的提法。 

（75）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大陆政府”，在中央政府所属机构前冠以

“大陆”，如“大陆国家文物局”，把全国统计数字称为“大陆统计数字”。 

（76）用“解放前(后)”或“新中囯成立前(后)”提法。 

（77）中央领导同志涉台活动，在政党交流中，不使用党职。 

（78）中台办的全称为“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台办的全称为“国务

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不称“中央台办(中台办)”“国务院台办(国台办)”。 

（79）“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加“大陆”;称两会为“白手套”。 

（88）国台办与台湾陆委会联系沟通机制，称为“官方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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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内容目标禁忌词汇汇总表（续） 

新闻类别 内容禁忌 

 

 

（81）对“九二共识”，使用台湾方面“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说法。一个

中国原则、一个中国政策、一个中国框架不加引号，“一国两制”不加引号。 

（82）台胞经日本、美国等国家往返大陆和台湾，称“经第三国回大陆”或

“经第三国回台湾”。 

（83）将台湾民众日常使用的汉语方言闽南话称为“台语”，各类出版物、各

类场所使用或出现“台语”字样，如对台湾歌星称为“台语”歌星。涉及两

岸语言交流时称“两岸华语”。 

（84）对台湾少数民族称“原住民”。 

（85）对台湾方面所谓“小三通”一词，使用时不加引号。 

（86）对南沙群岛称为“斯普拉特利群岛”。 

（87）钓鱼岛称为“尖阁群岛”。 

（88）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在涉及新疆分裂势力时，使用“疆独”“维

独”。 

国际关系

类 

（89）有的囯际组织的成员中，既包括一些国家也包括一些地区。在涉及此

类国际组织时，使用“成员囯”，如“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亚太经合组织

成员国”，使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台方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英文称谓为

Chinese Taipei，称“中国台湾”或“台湾”。 

（90）使用“北朝鲜(英文 North Korea)”来称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 

（91）使用“穆斯林国家”或“穆斯林世界”。 

（92）在报道社会犯罪和武装冲突时，刻意突出犯罪嫌疑人和冲突参与者的

肤色、种族和性别特征。 

（93）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称为“黑非洲”。 

（94）公开报道使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等说法。

用“激进伊斯兰组织(成员)”。 

（95）在涉及阿拉伯和中东等的报道中，使用“十字军(东征)”等说法。 

（96）对国际战争中双方战斗人员死亡的报道，使用“击毙”“被击毙”等词

汇，使用“牺牲”等词汇。 

（99）将哈马斯称为恐怖组织或极端组织。 

 
其他 （100）使用刺激消费词语，如“秒杀“”万人疯抢”“抢疯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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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内容目标禁忌词汇汇总表（续） 

新闻类别 内容禁忌   

（101）使用迷信、恐怖色彩的词语，如“算命”“算卦”“魔鬼”“地狱”“报

应”“有助事业”“护身”“旺人旺财”“转富招福”等信神弄神的内容。 

（102）带有性别歧视的用语，如“大男人”“小女人”“重男轻女”“男尊女

卑”等。 

（103）使用淫秽色情的内容，如表现性生活、生殖器的文字或者画面，有碍

善良风俗、有伤风化的内容等。 

（104）使用欺骗用户的词语，如“恭喜获奖”“全民免单”“免费领取”“非

转基因更安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