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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传播时代新闻聚合平台的算法价值演进与建构 

陈积银，宋春妮 

西安交通大学 新闻与新媒体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全球化数字新闻浪潮下，新闻价值受生态环境中复杂的经济因素、组织因素、社会因

素以及文化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化。通过文本挖掘和话语分析发现，经典新闻价值标准在数字

时代发生重构，以算法驱动为核心的新闻聚合平台重新调试传统新闻价值标准，建立了以算

法工程师、平台管理者为主导的用户、内容、技术算法价值标准模型，突出强调个性化、场

景化、连接化、精确化，揭示了算法技术的伪中立性和算法背后人的主体性。基于公开发言

背后话语策略和话语框架的深度分析，揭示了这一新的传播载体依据亚文化符号、他者借力、

自我权威的话语策略和“个体—社会—国家”的话语框架，使新闻聚合平台这一物质属性被

赋予主观的社会属性，以期建立起不同于传统新闻价值要素的衡量要求并获得社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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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为加强算法综合治理，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中央宣传部等九部委制定并发布《关于加强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

近年来，算法技术在信息传播、繁荣数字经济、促进社会发展等领域广泛应用。与此同时，

算法技术也不断推动新闻行业实践和理念的革新，以算法推荐为核心的新闻聚合平台重新形

塑全球新闻采集、生产、分发、反馈的全链条与全环节。如美国新闻业大规模引入算法技术，

形成了以亚马逊、Facebook、微软、谷歌为主导的独特市场格局。国内今日头条、一点资讯、

天天快报等，无不以算法作为其核心配置，《人民日报》首创加入主流媒体价值权重的党媒

算法。    

算法技术造就新闻聚合平台的“流量王国”，但也引发个人隐私泄露、信息茧房、著作

权纷争等一系列问题。此外，以算法为驱动的新闻聚合平台以商业机密为由，将平台的算法

架构束之高阁，加上算法技术理解本身的高门槛性，“算法神话”被创造出来
[1]
。选择和衡

量新闻价值的标准被以算法为核心的新闻聚合平台加以控制，传统的议程设置者和新闻把关

人让位于算法程序，具有商业性质的算法价值把关标准，使部分媒体机构从“社会公器”滑

向“盈利机构”。 

当前关于新闻聚合平台的研究，集中于现有问题与发展路径、平台运行机制和原理、平

台与传统媒体的博弈合作以及新闻聚合平台引发的新闻实践讨论，对平台背后的算法价值聚

焦较少。作为一种全新的产品形态，新闻聚合平台以技术和资金为优势，构建了与传统新闻

价值标准相异的自我价值标准体系。智能传播时代，新闻价值这一形成于传统媒体时期的概

念有继续创新和发展的可能性
[2]
，亟需重新唤起智能传播时代新闻聚合平台算法价值的讨论。

由于算法技术涉及商业机密，单一质性研究为主导的研究方法难以有效揭示其新闻价值。本

文一方面以精确的数据挖掘方法为前驱，提炼出新闻聚合平台的算法价值构建标准；另一方

面，在话语策略和话语框架双重维度上，尝试对高层管理者发言背后的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

进行考量，进一步解析算法价值标准如何在话语层面被建构，以此推动新闻聚合平台健康发

展。 

一、新闻价值的理念流变与标准重建  

（一）算法价值的确立 

新闻价值是新闻学理论中的关键概念。新闻学研究始于西方，新闻价值是体现新闻规范

和新闻专业性的核心理念，是新闻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要素，其体现在新闻选择和新闻判断的

过程，并用来说明一般性的事实何以成为新闻
[3-4]78

。新闻价值作为一种标准，在实践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反映受众对于新闻信息的需要和偏好，为新闻工作者日常实践提供选择的标准

[5]
，也反映新闻生态环境中复杂的经济因素、组织因素、社会因素以及文化因素

[6]
，是历史

条件下产生的具有主观性的总结和提炼。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媒体技术的发展，基于算法推送和个性化定制的新闻聚合平台重

塑了数字新闻业的生产与分发，新闻聚合平台通过数据化的新闻呈现方式，取代记者和编辑

迅速成为深受广大用户认可的信息传播平台。这无疑对新闻编辑的常规工作与指导工作的专

业价值观都带来深刻变化。新的生态环境下，新闻价值本身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使得新闻价

值这一形成于大众媒体时代的理论并没有过时，反而进入了更为蓬勃的发展阶段[7]。现有研

究使用算法把关、算法选择、算法判断等不同的概念来阐释新闻聚合平台的价值标准，由于

研究本质的共同性，本文统一采用算法价值，指的是新闻聚合平台用来自动化选择、聚合、

分类、推荐新闻价值客体的标准，这一标准内嵌于代码编写与设计之中。 

（二）媒介化浪潮中新闻价值的标准流变 

技术发展推动下，新闻业历经机械化（mechanization）、电子化（electrification）、

数字智能化（digitalization）三个媒介化浪潮（由于数据化浪潮存在争议，本文将其归为

数字智能化）
[8]
。面对传播环境的不确定性，本文从历史性的角度梳理三次媒介化浪潮新闻

价值标准（见表 1），发现新闻价值标准受当下媒介环境、社会发展、经济水平等多方面的

影响，处于一个不断地更新变化中。
 

1.机械化浪潮催生传统新闻价值标准
 

工业时代流水线、标准化的工业文明催生了传统的新闻价值标准。机械化浪潮中，报刊、

杂志等印刷品为主的新闻传播媒介自上而下传播，受版面、印刷时间、机构经营等因素束缚，

以社会名人和著名事件为主体的新闻亦或是发生在受众周边的新闻更能引起受众的关注。在

这一时期，西方新闻价值标准以传统五要素为主，李普曼
[9]65

等最早提出关于新闻价值分类

的标准，国内学者也提出符合中国新闻发展语境的传统“五要素说”。在中国，徐宝璜
[10]15-18，

22-23.从美国和日本引进“新闻价值”这一概念，并将新闻价值构成标准概括为：一是个人之

关系，二是人类之同情，三是求胜之竞事，四是著名人物之姓名，五是著名机关之名称，六

是事情之稀奇，这主要体现了接近性、显著性和趣味性三要素。 

2.电子化浪潮丰富传统新闻价值标准 

电子化浪潮中，以广播和电视，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为主体的电子传播增强了传播媒介的

视听效果，声画渲染提高了新闻的生动性和情感性。技术赋权下，新闻业与受众关系由单向

的垂直关系变成双向的水平关系。在此媒介环境下，新闻媒介的主导地位被打破，受众不仅



可以在社交媒体平台自由地讨论新闻事件，还可以主动选择与自己心理偏好相近的新闻，从

而在与他人的交互中达成价值认同。在这一时期，新闻从业者无法继续沿用传统机械化时代

对新闻价值的定义，传统新闻价值标准难以满足受众对于新闻信息的需要和偏好。部分研究

者对这一时期的新闻价值要素进行深入探讨，Schultz 等
[11]

对历史上经典新闻价值判断标准

的分类问题表达了批评意见并提出更为前沿的分类标准主张；Napoli
[12]

关注到了社交媒体新

闻价值与主流媒体新闻价值的关系；Harcup 等
[13]

针对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提出了更符合这一

时期新闻实践需要的新闻价值分类标准体系。 

3.数字智能化浪潮建立算法价值标准 

数字智能化浪潮中，算法推荐依托于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使得新闻生产发生巨变。算

法推荐技术满足用户精准化、个性化的新闻需求，新的新闻生产工具出现（自动化写作、用

户生成内容等）激发了优质新闻内容生产力等。而技术的革新与发展往往会使相关行业的实

践和理念产生变化，智能传播时代对于新闻价值标准带来颠覆性的改变。 

相较机械化和电子化时代，除了新闻价值本身的分类及其标准发生变化，数字智能化

时代“谁”在贯彻和执行价值的评判准则也发生了改变。传统的把关由专业的媒介工作者担

任，新闻聚合平台依赖的是算法把关。算法工程师设计的算法作为中介连接了内容与受众，

算法会根据受众所提供的地理位置、使用习惯和偏好等信息进行优化和丰富算法价值的内

涵，以更好地满足受众需求。此外，新闻聚合平台用户对新闻消费的反馈也会作用于算法价

值的决策，用户在数字新闻时代的比重越来越重要，需重新思考新闻业的受众转向对新闻价

值概念的影响程度和方式。这表明把关人不再局限于传统新闻专业机构，算法工程师、用户

与平台所创造的数据都纳入了算法赖以决策的参数中，由此产生的算法黑箱和算法偏见问题

导致传统的新闻价值标准已无法涵盖算法时代的内容选择标准。对此，许多学者提出“算法

价值”这一概念进行探讨。Klinger 等
[14]

对比分析了美国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的算法价值；

王茜[15]通过批判算法研究视角提出了微博“热搜”算法价值的四个要素；彭兰
[16]

提出平台

对于新闻价值的判断需要善用智能算法；陈昌凤
[17]

认为，要把新闻价值观、新闻伦理准则和

道德观内嵌于代码才能做出符合专业理念的媒介产品。 

  



表 1 三次媒介化浪潮中新闻价值标准的变化 

媒介化浪潮 代表性的新闻价值构成标准 

机械化 

耸人听闻性或煽情性、接近性、关联性、明确性、事实性
[9]65

 

时新性、不寻常性、影响性、接近性、显著性、冲突性、灾难性
[18]

 

包括真实性、时效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和趣味性的“六要素说” 

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时效性、真实性
[19]10

 

电子化 

及时性、相关性、认同性、冲突性、轰动性、排他性
[11]

 

时新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
[20]340-344

 

惊奇性、减少不确定性、利益相关性、重大影响性、受众相关性、著名性、冲突性、情感性、反差性
[21]35-45

 

产销合一、连接性、病毒性，志趣相投个体之间的信息分享
[14]

 

数字智能化 

优越性、负面性、个性化、审美吸引力
[22]

 

排他性、负面性、冲突性、惊奇性、视听性、可共享性等
[12]

 

时间、内容和主体
[23]52–71 

朋友关系、明确表达的用户兴趣、先前的用户参与度、平台优先级等
[24]

 

从以上梳理中可以发现，新闻价值取决于赋予它们价值的特定媒介环境，由西方国家创

设的经典新闻价值理论在以算法技术为驱动的数字智能化浪潮中受到冲击。随着算法把关模

式的逐渐发展和成熟，新闻选择标准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不再仅仅局限于新闻价值这一

单一维度，算法价值成为新闻聚合平台的把关标准。中国的新闻实践语境中尚未确立一套规

范的新闻聚合平台算法价值标准，部分学者采用访谈或以“热搜”作为研究方法探讨算法价

值。然而，由于算法价值是平台媒体的核心商业机密，通过对基层员工简单的访谈很难获取

其背后的规则。同时，平台不断更新算法运行规则，“热搜”只能代表短期的衡量标准，且

会受到政府政策、监督的规制影响进行调整，也无法保障算法价值标准的稳定性。实际上，

平台负责人是核心机密掌握者和企业文化的第一践行人，所以平台媒体创始人、高层管理者、

相关算法工程师对平台的算法解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近算法黑箱。因此，本文以 2013—

2021 年字节跳动公司成立 8 年间高层管理者、高级工程师的公开演讲、媒体采访、期刊文

章等文本材料为分析对象，以数据驱动为前端，从话语建构的底层语言逻辑出发检验新闻聚

合平台算法价值在现实世界的运作标准及其建构。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的选择 



本文以算法驱动为导向的字节跳动公司开发的中国最早应用算法推送技术的新闻聚合

平台今日头条为研究对象。今日头条以算法技术驱动的信息内容生产机制、推荐机制、过滤

机制、传播机制等背后的算法运行逻辑及其价值标准具有行业代表性。学界普遍认为 2012

年今日头条的成立是算法技术在中国兴起的标志
[25]

。本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单平台研究样本

可避免跨企业、跨平台等多个媒体研究因属性不同对研究结果造成的干扰。 

（二）文本数据选取 

由于互联网商业平台算法的商业性本质，以及未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新闻聚合平台公

布算法，因此很难直接获取平台算法价值衡量的标准。平台负责人是核心机密掌握者和企业

文化的第一践行人，官方定位是其价值标准最直接有效的输出和表达，能够最大化地向外部

告知新闻聚合平台的价值标准、变动以及新的技术变化和升级，代表的是当前该平台的最新

状况。因此，本文收集字节跳动创始人、高层管理者、高级工程师 2013—2021 年的公开演

讲、媒体采访、期刊文章等文本数据（见表 2），通过文本挖掘与话语分析总结新闻聚合平

台的算法价值标准。在此基础上，结合内部相关工作人员深度访谈（受访者为前端开发工程

师和推荐系统开发工程师，为保证受访者隐私，文中不进行细致交代)，最大化地接近算法

黑箱。 

表 2 字节跳动公司相关文本资料（部分） 

从业者 职务 语料 发表时间 

张一鸣 

 

字节跳动创始人、 

今日头条创始人 

字节跳动九周年张一鸣演讲：外部波澜起伏，内心平静如常 2021 

公司七周年上，张一鸣讲的关于抖音头条的 5 个故事 2019 

我眼中的未来媒体 2017 

机器之心 2015 

今日头条不是一家媒体公司，而是一家技术公司 2015 

今日头条不是狭义上的新闻 2014 

张羽 字节跳动副总裁 让信息服务创造更多社会价值 2019 

张辅评 字节跳动总编辑 版权保护需理念进步、技术创新、行业共同自律 2020 

朱文佳 今日头条首席执行官 

今日头条的使命与边界 2019 

做好搜索最重要的三件事 2019 

陈熙 今日头条总裁 跨越向前，看见真知 2021 

杨震原 今日头条技术副总裁 

今日头条是怎么做新闻推荐的 2016 

大数据的挑战，开发者如何应对 2015 



徐一龙 今日头条副总编辑 这一次，我们有更好的办法扶植优质创作者 2021 

余童 今日头条产品总监 鼓励优质创作，构建多元丰富的内容生态 2021 

刘思齐 字节跳动商业产品副总裁 

新时代“技术+”将成营销关键 2020 

今日头条已成为深度人工智能的信息平台 2017 

曹欢欢 今日头条算法架构师 

今日头条算法原理 2018 

让算法公开透明 2018 

李丕勋 今日头条推荐算法架构师 推荐系统如何服务好创作者 2021 

（三）研究方法 

近年来，话语研究的方法上呈现出由“薄”及“厚”的发展态势。“薄式”研究侧重在

计算机辅助基础上进行纯定量分析，“厚式”研究则更关注话语现象的发生语境及其特定功

能
[26]

。由于本文语料规模较大，采用 Python 技术爬取 2013—2021 年字节跳动公司创始人、

高层管理者、算法工程师公开演讲 10 万条原始数据字符。为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本文将两

者结合，通过前者提取具有话语功能的项目，运用机器分词和 LDA建模的方式，用 Python(re）

删除少量非文本内容，Jieba 0.42.1 过滤文本中的停用词并分词，获取语料库高频主题。

由此，本文将在计算机辅助基础上进行关联文本语境和社会语境的讨论，深入分析高频主题

周边话语结构、话语策略，将“薄式”研究与“厚式”研究结合起来，从而更加深入地揭示

发言材料背后反映的话语权力与意识形态，进一步回答这些价值标准是如何实现的，背后隐

含了哪些机制，嵌入了什么逻辑，进而明晰算法如何对主流意识形态以及技术文化和价值标

准进行构建。 

三、智能传播时代新闻聚合平台算法价值标准可视化呈现及模型建

构 

算法是一个不断更新的个性化机器学习模型，它会根据用户的行为以及系统判断用户所

属的基于亲和力和个性的子用户组的行为来更改和更新其输出。在终极算法未产生之前，对

于算法的理解无法做到与其更新速度相匹配。然而，驱动它的背后的算法价值相对而言是稳

定的，分析其背后的算法价值标准对于破解算法黑箱以及智能传播化时代新闻聚合平台算法

价值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一）基于文本分析技术的新闻聚合平台算法价值标准提取 

根据分词将数据结果进行可视化呈现，如图 1 所示，2013—2021 年今日头条算法价值

标准以用户、内容、产品、视频、信息、推荐、应用平台、大数据、技术、算法为取向。为



保证统计的有效性和准确性，根据分词获得结果再去文本中进行二次比对，由于分词算法的

不同，实际词频数量有轻微变动，调整为用户、视频、内容、产品、信息、推荐、应用平台、

大数据、技术、算法。 

 

图 1 2013—2021 年今日头条算法价值标准排名前十的词频统计结果 

（二）算法技术的伪中立性和算法背后人的主体性 

随着算法技术广泛应用，传统把关人的角色弱化，传统新闻人所遵循的职业规范和新闻

伦理并不约束算法系统
[27]

，“算法没有价值观”、算法“客观中立性”成为平台面对监管和

社会批评的“尚方宝剑”。为进一步探索算法价值是否受平台利益、算法工程师等多方主体

影响，是否具有客观中立性，在前文词频统计基础上，进一步以 2018年
②
为时间节点，将挖

掘文本划分成 2013 年 4月—2018 年 4 月与 2018 年 5 月—2021 年 12 月两个时间段。 

经统计分析，整改前（2013 年 4 月—2018 年 4 月）新闻聚合平台算法价值标准居于前

十的词频中，以内容、用户、推荐、大数据、视频、算法、应用系统、模型等为主要价值导

向，内容、用户、推荐占比最高，如图 2 所示。。整改后(2018年 5 月—2021 年 12月)，产

                                                             
② 因为 2018年 4月 4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整治了字节跳动公司的违规行为，以此时间节点探讨整改前后内

嵌于平台媒体中新闻价值判断标准变化，能有效做证算法价值是否受多方主体影响。 



品、视频、用户、内容、信息、平台、创作者、服务等居于前十，产品、视频、用户占比最

高，如图 3所示。 

 

图 2  整改前算法价值标准前十词频及比例分布 

 

 

图 3  整改后算法价值标准前十词频及比例分布 

值得关注的是，整改后，新闻聚合平台“内容”这一把关价值标准由第一位下滑到第四

位，但提及的频次上升，平台对内容关注的维度也更加广泛。整改前，算法价值标准只有“内

容“一词侧重于内容价值层面的考量，推荐、大数据、行为特征、视频、算法、应用系统、

模型则为技术价值导向。整改后，平台推送技术不断降维，内容、信息、创作者构成多维内

容价值标准层面的追求，对内容标准呈现出更微观、更具体的要求。 



由此可见，新闻聚合平台背后的算法价值标准并非是客观中立的，而是以人为主导的，

算法系统依据平台设立的价值标准充当了价值把关的主导角色，传统新闻价值标准让渡于算

法价值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算法技术的伪中立性和算法背后人的主体性，也有力说

明算法的客观性以及智能传播时代新闻聚合平台算法价值标准是由算法代理商——人的话

语所构建的，使得算法新闻生产传播具备了人生产传播的主体性，即拟主体性
[28]

。 

（三）基于 LDA构建的智能传播时代新闻聚合平台算法价值标准模型 

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智能传播时代新闻聚合平台算法价值标准构成，本文将在词频基础

上进一步利用 LDA 主题模型进行潜在主题信息文本分析，进而精准建立智能传播时代新闻内

容聚合平台算法价值标准模型。通过图 1~3 的特征词分析，算法价值标准的主题分类及其部

分关键词可见表 3。 

表 3 算法价值标准的主题分类及其部分关键词 

序号 主题分类 主题的高频词特征（部分） 

1 用户偏好 用户、客户、需求、代开、爱好、偏好、推荐等 

2 场景 视频、情境、抖音、直播、场景 

3 内容特征 内容、质量、内容审核、创作等 

4 技术优化 算法、优化、 工具、技术、数据、推荐、实验、模型、迭代 

5 用户行为 点赞、关注、评论、发布时间、朋友关系 

6 内容创作 原创、创作、创作者、西瓜 

基于表 3 可得出各主题含义：主题 1 强调了算法价值标准以用户偏好为导向；主题 2

强调平台场景对于算法价值标准的重要性；主题 3 强调新闻聚合平台对内容特征以及内容分

发环节的重视；主题 4 强调新闻聚合平台以技术为驱动；主题 5 强调新闻聚合平台关注用户

的行为特征；主题 6 反映新闻聚合平台对内容创作的重视。综合以上 6 个主题及其关键词，

新闻聚合平台价值标准可归纳为用户（主题 1、5）、内容（主题 3、6）、技术（主题 2、4）

三个层面。 

用户层面，注重用户的偏好和行为，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促使受众本位回归，从而有利

于商业利益的实现，侧重突出个性化、精准化，强调用户的品味和偏好；内容层面，注重内

容特征和分发渠道，强调内容原创性并通过场景式分发实现内容的有效传输，重点突出场景

性、连接性、分享性；技术要素层面，强调以算法技术为驱动力，精准把握用户需求并提供

不断优化的信息服务，强调模型适配的精确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智能传播时代新闻

聚合平台算法价值标准体系模型，并与内部算法工程师进行了校验，符合现实运行准则。 



四、智能传播时代新闻聚合平台算法价值标准的话语建构 

在前文高频率算法价值模型基础上，回到其关联文本语境和社会语境的讨论，对话语背

后表达方式、构建模式及其意识形态展开深入研究，公开发言材料“选择”与“凸显”了什

么、“排除”和“压抑”了什么是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总结相关高层管理者、高级工程师

的发言材料可知，在话语策略和话语框架层面呈现如下特点。 

（一）话语策略：建构差异化的新价值标准与传统媒介分庭抗礼 

1.用户层面：亚文化符号凸显算法价值由传播者本位向用户本位转向 

徐宝璜在《新闻学》中谈到：“新闻之价值云者，即注意人数多寡与注意程度深浅之问

题也。”
[29]

他从受众层面强调了新闻价值的判断要符合人类心理活动的一般规律，是以受众

共性为出发点。传统新闻生产主体多以传播者本位的精英主义逻辑为主，传送的是大众化、

标准化、规模化千人一面的内容，无法照顾到每一个收受主体。 

智能传播时代新闻聚合平台依托于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技术，传播者本位的精英主义逻

辑正在消解。新闻内容层面，重要性、接近性和有趣性的衡量标准会更加依赖目标用户的兴

趣爱好，平台跟踪用户的阅读偏好，计算分析用户画像，自适应机器学习系统和个人偏好匹

配算法帮助用户处理信息，新闻价值的衡量不再以受众共性为出发点，凸出每一个独立的用

户个体进行个性化推送。 

高层管理者在对新闻聚合平台用户层面个性化、精准化算法价值标准塑造过程中，不断

使用“你想知道”“你可能感兴趣““你关心的人”的话语强化用户本身的价值意义，同时

不断强化新的媒体环境中平等、自由理念对传统的传播者本位思维的重启，注重塑造用户本

体的个性化追求，并通过“不会放弃”“绝对不会”“非常在乎”之类的增强语，显示算法

价值标准对于用户个人本体内容需求的重视。此外，还注重话语策略，意在引起用户本身思

考个人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个性化需要是否得到重视。如“对于北上广的白领来说，青藏高

原上的雪山风光是更大的世界；对于山里的孩子来说，远方的海洋是更大的世界。文化学者

写的唐宋典故，是更大的世界；天文学家对宇宙边缘的探索，也是更大的世界”
③
。 

2.内容层面：成功品牌和意见领袖助力价值理念传播解码 

传统新闻生产中，以新闻的重要性、接近性、时新性等作为新闻内容选择的价值标准。

在新闻内容的倚重层面，新闻聚合平台基于用户的协同过滤（UserCF）算法，缩短新闻事实

与新闻报道的间隔时新性不再是首要追求，相反，符合用户偏好的旧闻得以重新呈现。新闻

                                                             
③朱文佳.今日头条的边界是“一横一竖”［EB/OL］.（2019-10-15）

[2022.06-18].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0240680878437314. 



内容的选择不再考虑重要与否、新近与否，而是考虑“增量”与否，是否可以满足信息长尾

市场的需求。接近性方面，基于位置的推荐算法（LARS）会根据用户所在的国家、城市、街

道进行场景式推荐，实现兴趣本地化和活动本地化。 

高层管理者常采用将多个成功企业或是获得社会广泛认同的权威性个人与今日头条置

于同一语境中的方式，借力构建新闻聚合平台内容层面的价值标准。高层管理者首先赋予数

字新闻聚合平台特定的社会身份——革新的内容传播载体。为实现这一意义，高层管理者在

公开演讲或者产品介绍时，善于借助国外成熟的 Youtube、Facebook、亚马逊，国内微信、

知乎、哔哩哔哩等已有的新传播形态，将新闻聚合平台与既有的这些获得认可的传播新形态

置于同一场景中，以实现算法价值演变更迭的合理性赋予。 

随着今日头条陷入“标题党”丛生的乱象之中，内容低俗等具有负面评价的用户反馈

广泛出现和传播，久而久之建立起与今日头条智能推荐数字新闻聚合平台预期不符的平台形

象，使得“数字新闻聚合=内容低俗”等社会观点不断强化。用户对新闻的解读，受舆论领

袖或者社交媒体中“纯粹关系”人群的信息解读影响。今日头条高层管理者在发言中对算法

价值内容指向的构建也借力这一特点。最典型的是借助今日头条副总编辑，在传统媒体工作

15 年这一特殊身份符号，证明今日头条注重内容运营，将原本属于不同职业身份的聚合体

放在同一个位置上，把用户对传统媒体内容权威性的认可转移到算法聚合平台上。如“算法

推荐的业务场景都是处理海量资讯。我曾经在电视台、报社、杂志社工作，生产的内容其实

都很有限，一份报纸最多也就千余条新闻，媒体界用头条、头版、封面，就可以解决现在资

讯 APP 瞄准的推荐问题。类似今日头条仅每日新增的内容，就有几十万篇文章，如果没有推

荐，那可是彻底乱套了”
④
。副总编辑所具有的传统新闻专业度发生转移，使得新闻聚合平

台在内容层面也天然具有注重内容选择这一含蓄的意指。 

3.技术层面：自我权威与他者隐喻共塑信息服务通用信息平台 

信息茧房、内容审查不规范、版权侵犯等问题导致用户对今日头条形成消极的印象，换

言之就是所谓的“前话语信度”，强调社会大众对于某些人或事物所形成的文化刻板印象
[24]

。

高层管理者为抵消今日头条为代表的数字新闻聚合平台算法技术“污名化”，采用了两种正

负抵消的话语建构方式：一种是通过积极的肯定式的官方传达正式回应，另一种则是通过消

极的或者否定的话语传达社会对于算法价值标准的“误解”。 

                                                             
④徐一龙.把今日头条等同于算法推荐，是四五年前的认知［EB/OL］

（2019-11-15）.[2021-10-08].https://www.bytedance.com/zh/news/606bf1ac053cc102d640c051. 



正面的话语包括，高层管理者在平台算法价值标准传播过程中，未直接挑战或者否定既

有传统新闻价值衡量标准，更倾向于重新设定新的话语空间，公开发言中多次更正今日头条

为信息分发平台，不生产新闻。通过对新时代数字文化赋能，强调今日头条的本质是数字文

化发展时代的一种新型信息平台，是一种新的分发方式和内容载体，并非是传统的新闻生产

平台。如“今天，一个现代人所能接触到的所有内容体裁和分发方式，几乎都在头条平台上

得到了容纳和体现”
⑤
。公开发言对今日头条作为智能传播时代一种新的信息分发平台赋权，

通过自我平台价值权威的构建，扭转受众对固有传统新闻价值的认可，从而建立起这种新的

算法价值权威。 

消极的或者否定的话语，把不利于平台价值的“前话语信度”转化为“误解”的话语框

架，确立起今日头条是一个智能传播时代支持多种分发方式和内容体裁的通用信息平台，不

会制造信息茧房反而会破除信息茧房。如“算法不制造信息茧房”“这是对算法最大的误解”

“解决信息茧房，要靠通用信息平台”等，通过正面澄清或者强烈的态度表明，否定这些带

有消极态度的评价是对平台的社会“污名”。 

不管是正向的平台定位还是负向的算法价值澄清，高层管理者都有赖于同一套话语结

构，即“我”（数字新闻聚合平台）与“他者”（传统新闻生产、信息茧房）不同。所以，

在定位今日头条为智能推荐新闻聚合平台的同时，也自然形成了传统新闻生产不符合智能传

播时代文化生产准则，传统的新闻价值理念亟需更新等隐喻。 

（二）话语框架：合法化编织美好生活愿景增强算法价值的社会认同 

根据话语研究的理论视阈和分析路径，话语策略作为话语在思想层面的内容建构，承载

着一定的价值认知。美国认知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提出，话语建构需要依附于一套附属于

权力或价值观的底层诠释体系
[30]

。话语框架作为核心话语背后的价值观凝聚，被话语主体设

定并用来解释和讨论特定事件的认知
「20」

。前文通过话语策略分析发现，发言人通过隐喻、

借力等话语表达方式构建新闻聚合平台算法新闻价值标准。话语框架则通过选择、凸显、淡

化、排除等机制
[31]

来洞悉新闻聚合平台算法新闻价值标准如何通过这些话语策略展现和流

动，并为其提供底层诠释体系与合法化机制，从而更加深入地揭示发言材料背后反映的话语

权力与意识形态，进一步回答这些价值标准是如何实现的，背后隐含了哪些机制，嵌入了什

么逻辑，进而明晰算法如何对主流意识形态以及技术文化和价值标准进行改造。 

                                                             
⑤ 朱文佳.今日头条的使命和边界［EB/OL］（2019-11-15） 

[2021-10-12].https://www.bytedance.com/zh/news/606bf1ac053cc102d640c051. 



从整体的话语框架分析中不难看出，高层管理者在建构这一算法价值的合理性时，采用

了“个人—社会—国家”的合法化建构方式，以公益编织算法美好生活，以情感强化平台与

用户的关系。将个人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社会责任的承担、国家法律的遵守等不同情感、

需求、欲望等意识形态因素转移到今日头条这一聚合平台上，实现情感与物品的意义共谋。 

1.个人取向框架：“叙事合法化”塑造新闻聚合平台算法价值标准 

“叙事合法化”强调的是以故事为输出形式，使用“演绎－推理”手法论证有寓言意味

的社会叙事。个人取向框架首先强调的是用户，核心观念是为用户个人编织美好生活愿景。

在此框架下，通过讲述富有价值意义的微观故事，即“叙事合法化”的策略，实现新闻聚合

平台新闻价值标准话语的合法化构建。因此，高层管理者不再期许通过以往的宏大叙事手段

获取用户认同，相反，更多的是通过讲述具有激励性的个人故事，阐释数字新闻聚合平台旨

在为用户服务、塑造良好品牌形象、追求高阶层价值观等引发共情，激发个人对新闻聚合平

台所属算法价值的认同感。 

在已搜集到的资料中，高层管理者在公开演讲中普遍采用抒情的叙事框架，以故事化的

方式传输其价值观，进而将用户或者创作者带入今日头条，帮用户通过头条看见更大的世界。

其本质在于强调今日头条内容体裁足够丰富，分发方式足够多样，从而论证新闻聚合平台以

用户为导向的个性化等新标准的合法化。如“知识改变命运，信息创造价值。我也希望今日

头条上的信息帮助到每一个普通人，提升自己，把握机遇，发现一个更大的世界”
⑥
。高层

管理者运用叙事合法化策略，强调智能传播时代新闻聚合平台在个人层面的价值意义，算法

价值标准的用户属性依附在此框架内也可以得到合法性的验证。 

2.社会取向框架：“道德合法化”塑造新闻聚合平台算法价值标准 

“道德合法化”是在道德评判标准的基础上对事物进行评价。社会取向框架的核心观念

是强调平台的社会意义。在此框架逻辑下，高层管理者通常以信息普惠、信息扶贫的构建方

式，强调以科技助力促进扶贫模式，实现科技赋能精准扶贫。高层管理者的发言更加注重挖

掘今日头条这一新闻聚合平台深层的社会意义，并通过平台的外在表达使品牌具有象征性，

当品牌符号在用户脑海里形成独特印象或联想时，算法推送平台的社会价值由此产生。 

高层管理者发言中常举例平台有态度、有温度、有价值观的数字文化作品和平台战略导

向。如“帮助贫困地区打造农产品品牌的‘山货上头条’项目，基于 LBS 技术，从寻找走失

老人开始，逐步扩充到精神病患者走失、寻找紧急住院无名患者家属、寻找台海老兵遗属、

                                                             
⑥ 朱文佳.做好搜索最重要的三件事

［EB/OL］.(2019-12-02)[2021-11-12].http://media.people.com.cn/BIG5/n1/2019/1202/c14677-31485682.html. 



寻找烈士遗属，已经帮助超过 1 万个离散家庭破镜重圆”
⑦
。运用道德合法化策略，强调智

能传播时代新闻聚合平台在社会层面的价值意义，通过公益形式洗脱技术偏见，算法价值标

准的内容属性依附在此框架内也可以得到合法性的验证。 

3.国家取向框架：“程序合法化”塑造新闻聚合平台算法价值标准 

“程序合法化”也称“规范合法化”，是在规范或行为标准基础上对事物进行评价。国

家取向框架下，核心观念强调的是数字新闻聚合平台始终遵循正常的传播秩序、市场秩序和

社会秩序，国家力量始终“在场”。在此框架逻辑下，高层管理者建构数字新闻聚合平台合

理性的发言，与社会取向框架类似，都是基于一套公认的行为规范。 

高层管理者通过响应国家号召，建立内容审核标准，潜在地表示数字新闻聚合平台是符

合国家设立标准的，也含蓄地表明平台越来越重视社会责任和行业领导者的责任。如“头条

从创立伊始就把内容安全放在公司最高优先级队列，成立之初，已经设有专门审核团队负责

内容安全。当时研发所有客户端、后端、算法的同学一共才不到 40 人，头条非常重视内容

审核”
⑧
。运用程序合法化策略，强调智能传播时代新闻聚合平台在国家取向层面的价值意

义，算法新闻价值标准的技术属性依附在此框架内也可以得到合法性的验证。 

通过高层管理者发言背后的话语策略和框架可知，新闻聚合平台这一新的传播载体在

构建以内容、用户、技术为核心的算法价值标准，突出强调个性化、场景化、连接化、精确

化是依据亚文化符号构建、他者借力、自我权威的构建的话语策略和“个体—社会—国家”

的话语框架来运作。新闻聚合平台话语框架的构建对于核心话语的关键作用在于合法化。合

法化这一概念强调的是，通过语言手段证明新闻聚合平台算法新闻价值标准确立的合法性，

其本质在于塑造符合话语框架的意识形态立场，并非狭义理解层面对法律合法化的强调。通

过话语框架的构建，新闻聚合平台这一物质属性被赋予主观的社会属性，进而使算法价值标

准获得社会认同，建立起不同于传统新闻价值要素的价值衡量要求。 

五、总结与反思 

本文通过对高层管理者公开话语的讨论对算法价值标准进行考察。研究发现，以算法驱

动为核心的新闻聚合平台重构与调试了传统时代新闻价值标准，建立了以算法工程师、平台

管理者为主导的用户、内容、技术算法价值标准模型。通过对文本收集数据的挖掘，在一定

限度上接近算法黑箱内部，发现算法工程师、平台管理者掌握黑箱钥匙，可以调节算法价值

                                                             
⑦ 张雨.让信息服务创造更多社会价值［EB/OL］(2019-05-27).[2021-11-12].https://www.sohu.com/picture/312486649. 

⑧曹欢欢.今日头条算法原理［EB/OL］.(2022-03-08)[2022-06-08]. 

https://www.bytedance.com/zh/news/5e478d90085243ad16f78ffb. 



把关标准，揭示算法技术的伪中立性和算法背后人的主体性。伴随着算法技术的发展，新闻

聚合平台通过计算机技术实现新闻的自动生产和分发，算法承担把关人的职能，逐步取代原

有的人工新闻生产主体。 

算法技术究其本质而言是中立的，不存在价值观的问题。但是，目前具有自主性的超强

人工智能时代尚未来临，新闻生产正处于人机协同的弱人工智能阶段，新闻聚合平台无法进

行自主的新闻生产，它实际上是新闻生产主体人的意向的代理商。算法工程师、平台管理者

将带有主观诉求的价值把关标准、职业伦理倾向内嵌于算法程序中。究其根本，人的主体性

是算法新闻拟主体性的本源，算法新闻是人按照一定的程序架构，以算法的形式外化作为新

闻生产主体人的价值标准。 

新闻价值是新闻学中来自于新闻实践的内生理论，鉴于新闻价值具有相对性的特点，会

因媒介形态、文化、地理等因素的影响发生变化，因此在超级算法未到来之前，算法推荐过

程也不遵循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规则，而是一个循环和动态的过程，内嵌于算法中的价值

标准也会伴随技术的进步不断调试。有一个基本问题值得重视：新闻业拥抱新技术走向更加

智能化的未来，对技术前瞻性的伦理问题的预判和为新闻聚合平台建立法律监管与道德约束

机制不应当被轻易落下。法律规范的科学有效供给，政府行政监管和行业道德自律等方面应

联动互促，以推动平台既“守法”也“守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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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ic Value and Construct of News Aggregation Platforms in the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Age 

CHEN Jiyin, SONG Chunn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New Media,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61, Shaanxi 

Abstract：Under the wave of globalized digital news, news value change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complex economic factors, organizational factors, social factors, and cultural factors in the new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classic news value standard has been 

reconstructed in the digital age, and the algorithm-driven platform re-adjusted the traditional news 

value standard, and established a standard model of user, content, and technical algorithm value 



                                                                                                                                                                               

led by algorithm engineers and platform managers. It reveals the pseudo-neutrality of algorithm 

technology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people behind the algorithm.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discourse strategy and discourse framework behind the public speech, it is 

revealed that this new communication carrier makes news based on the discourse strategy of 

subcultural symbols, the leverage of others, self-authority and the discourse framework of 

“individual-society-state“. The material attribute of aggregation platform is endowed with 

subjective social attributes, in order to establish value measurement requirement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news value elements and gain social recognition. 

Keywords：news value；algorithm news;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platform governance; 

algorithm recommendation; discourse strategy; discourse framew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