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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体深度融合的进程中，新型主流媒体是传媒行业要实现的主要
目标。高速的传播节奏、碎片化信息、自媒体形式越来越受到大众推崇，
在此背景下，主流媒体怎样重新理解用户，如何在互联网舆论阵地上做大
做强，怎样实现传统主流媒体的数字化生存，成为新型主流媒体建设亟需
面对的现实问题。在2022中国新媒体蓝皮书发布会暨新媒体发展研讨会
上，业界大咖围绕“深度融合背景下的传媒发展路径”进行了深层次探讨。

媒体融合步入“深水区”

业界大咖共商传媒发展新路径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是中国最早从事互联
网舆情监测、研究的专业机构。中心副主任单
学刚认为，媒体的作用不仅是生产新闻信息，还
要融合到每个人的生活工作之中，给人们提供
更多资讯。“媒体融合其实需要打通很多传统行
业的数据服务，把媒体作为一种真正面向群众，
面向普通人的阵地，给我们提供全面系统的支
撑，这才是媒体融合发展应该有的深度。”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副主任 单学刚

“深水区能不能过好，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
是我们媒体融合的效果有没有实现。”在韦路看
来，是否实现“四全媒体”，是评价媒体融合效果的
重要依据。他认为，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四
全媒体”中，最重要的是全效。除了舆论引导效
果，“全效”媒体融合还应在经济发展、国际传播、
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社会治理等各方面都发挥出
应有的效果。 （朱冬娅）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 韦路

“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两者之间有一个
数字鸿沟，不仅仅是技术的，而是整个体系
的。”赵磊表示，媒体融合首先要重视技术，但
技术不是唯一，整个体系的融合转变才能实现
真正的深度融合。对新媒体的发展规律、传播
规律、商业规律、市场规律必须全盘掌握。怎
样在此基础之上重构传统媒体，才是媒体行业
现在面临的最急迫、最紧要的一个问题。

现代快报社党委书记、社长 赵磊

在近期研究地方融媒体APP的过程中，周
锡生发现，不少地方融媒体有很大的改进和优
化余地。“地方新媒体融媒体报道，既要高大上，
也要加强烟火气。”周锡生分析，地方新媒体融
媒体不缺受众，关键是要准确、理性地把握受众
需求，转变内容品种的采编制作观念和思路，讲
好讲足讲活当地各种精彩故事，在充满烟火气
的报道之中争得话语权、影响力。

新华社原副社长、新华网原总裁 周锡生

记录东北农村生活的“张
同学”系列短视频在2021年火
遍全网，去年以来，乡村类题材
的短视频内容愈发受到用户喜
爱。《2021 年中国乡村短视频
发展报告》提到，通过某平台检
索发现，2021年以“乡村”为关
键词的短视频内容指数达到了
3795858，比 2020 年 提 升 了
70.29%。在技术与政策加持
下的“乡村短视频+”，正在成
为我国农产品销售、农业技术
普及、农民文化素养提升的重
要途径。

2021年，剧本杀从线上到
线下的布局开始进入大众视野，
成为破圈成功的亚文化新业
态。《2021年中国剧本杀年度发
展报告》提到，2021年，剧本杀

行业规模达到170.2亿元左右。
青年群体是剧本杀消费的主力
军，数据显示，20—35岁的剧本
杀玩家占总体人数的83.86%。

《2021 年中国视听新媒体
技术应用创新发展报告》指出，
2021年，我国视听新媒体技术
应用创新能力显著提升，AI、XR
等技术助力网络视听行业开启
内容表达“新场景”。某视频平
台创新发展“自由视角”技术，将
其应用于《这！就是街舞》第四
季，实现总播放量翻倍提升。《乘
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4K纯享
版应用了“光芒”制播技术。蓝
皮书囊括时下媒体传播新热点，
从中探析我国新媒体发展的新
趋势。

（朱冬娅）

“张同学”“剧本杀”“浪姐”……

从新热点窥见媒体传播新趋势

2021年互联网舆论场的热
词是什么？《2021年中国互联网
舆论场研究报告》提到，二十大、
两会、疫情防控、数字经济、乡村
振兴、智慧城市等成为舆论热点，
元宇宙、虚拟现实、无人驾驶、大
数据、物联网、区块链、无人机等
科技热点不断涌现，在数字治理、
国际舆论战和世界局势、意识形
态等方面也呈现出新的热点。
2021年互联网舆论场正从“议事
厅”转向“社交广场”，在视听介质
所带来的情绪震动下，社会舆论
演变呈现新的规律。

在蓝皮书总报告中，“她经
济”被列为焦点之一。随着网络
消费赛道的不断细分，以女性消
费为主的“她经济”成为行业发展
风口，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新

动能。数字化时代，帮助老年人
更好地融入数字生活是构建老年
友好型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的重要内容。《2021年互联网
资讯类产品适老化改造研究报
告》中提到，老年网民整体网络依
赖程度已十分显著，老年群体对
互联网的使用集中在移动支付、
社交娱乐与信息获取等方面。

《2021年中国公民数字素养
研究报告》在讨论2021年我国数
字素养发展现状时指出，新职业
进一步促进企业数字素养提升。
2021年 3月人社部第四次发布
新职业，新职业总数达到56个。
这些新职业都是为了适应新技术
的进步、经济的转型、数字社会的
加速到来而推出的更具数字素养
要求特征的职业。

从“议事厅”转向“社交广场”

2021年互联网舆论热词出炉

无锡政务微信传播影响力稳中
向上，媒体微信号发文更注重量质
并举。在16日举办的第四届太湖
网络传播创新大会上，我市发布了
《2021无锡新媒体发展蓝皮书》（以
下简称《蓝皮书》），从运营情况、职
能分布、优秀案例展示等方面全面
分析了无锡新媒体发展状况，解读
新媒体发展趋势，并对提升新媒体
传播影响力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
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

政务新媒体如今已成为连接政
府和公众最短距离的服务平台。《蓝
皮书》课题组对去年我市200个政务
微信号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显示，我
市各政务微信传播影响力整体呈现
稳中向上的良好态势，WCI微信传播
指数达到1000以上的账号数量增加
至8家，600到799之间的活跃账号
明显增长，阅读总数呈现橄榄形的

态势，其中“江阴发布”“宜兴发布”
“无锡公安微警务”“灵锡一点通”4
家每家阅读总量都达到千万级。

阅读量与优质内容密不可分。
从政务微信热门内容分析，更关注
受众需求，围绕疫情、突发事件发布
的通告通报，以及涉及教育、出行、
薪酬等关切民生内容的推文阅读量
容易达到10万+，这些文章也起到
了信息公开、舆论引导的作用，既保
障了城市生活有条不紊地进行，也
凸显了高效、亲民的政府形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眼下“短平

快”的短视频越来越受市民青睐。
抖音号等平台也成为政务新媒体拓
展传播的新阵地，“无锡禁毒侠”“无
锡惠山发布”“无锡消防”抖音号位
列抖音传播影响力前三名，展现了
强劲宣传实力。

“优秀政务账号都有共同点，发
文数量多，更新频次快，原创率高，
活跃度强，注重粉丝互动。”为此，就
政务新媒体的发展，《蓝皮书》建议
进一步明确功能与定位，优化政务
新媒体内容生产过程，培育抖音、头
条等媒介传播影响力，通过组织丰

富的活动增加账号活跃度等，进一
步提升政务新媒体建设水平。

在媒体类新媒体方面，表现同样
不俗。对25个样本账号分析发现，
传播影响力总体稳中有升。其中，

“最江阴”“无锡博报”“江南晚报”“无
锡日报”“无锡eTV”等获评媒体新媒
体影响力十佳微信。去年，媒体微信
公众号共产生124篇10万+的文章，
从来源分布看，“最江阴”“无锡博报”

“江南晚报”包揽了总量的92%。从
主题看，政务信息类、社会热点类和
文化生活类内容更“吸粉”，疫情防控
仍然是网民关注的重点。从数据上
看，2021年各公众号总发文量、阅读
量，较2020年有所减少，但是平均传
播指数有一定的提升，也反映出官方
媒体账号逐渐从注重数量传播向更
加注重质量传播的导向转换，未来发
展潜力无限。 （王怡荻）

《2021无锡新媒体发展蓝皮书》发布
契合受众需求，传播影响力稳中向上

中国新媒体蓝皮书是国内
第一部全面关注新媒体发展状
况的蓝皮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主编，自
2010 年以来已连续发布 13
次。《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
发展报告（2022）》分为总报告、
热点篇、调查篇、传播篇和产业
篇等五部分，着眼于百年变局与
世纪疫情带来的深刻而宏阔的
时代之变，以及对中国新媒体发
展的影响。

蓝皮书指出，2021年是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国
家“十四五”发展的开局之年。
传媒行业的政策规划逐渐完善，
媒介技术应用朝着数字化、智能
化持续深化，重大主题宣传带动
内容传播提质增效，网络视听

与传媒业态不断创新，体制机
制调整、运营模式创新、跨域合
作兴起，传媒行业深度融入国
家治理与社会发展进程。面对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的新
形势，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能
力、应急传播体系、网络治理模
式等面临新的挑战，同时也迎
来了新的契机。

蓝皮书还提出，2021年以
来，新媒体不断发展的同时，一
些问题不容忽视：媒体融合发展
突破性实质创新与后劲不足，新
消费产业利益链生态问题值得
关注，数字版权保护仍需加强，
具有传播力与影响力的新媒体
智库建设亟待增强，新媒体领域
的自主性国际民意调查项目亟
待开展。

传媒行业政策规划逐渐完善

融入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进程

聚焦新热点聚焦新热点，，探析新趋势探析新趋势
2022中国新媒体蓝皮书在锡发布

8月16日，2022中国新媒体蓝皮书发布会暨新媒体发展研讨会

在锡举行，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共江苏省委

网信办、中共无锡市委网信委主办，中共无锡市委网信办、中共滨湖区

委、滨湖区人民政府等承办。广受关注的2022中国新媒体蓝皮书——

《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22）》在会上发布。从元宇宙热潮到互联网

舆论场，从乡村短视频爆增到剧本杀成功破圈，从互联网出海到最新

视听技术的应用……蓝皮书全面分析了中国新媒体发展状况，解读新

媒体发展趋势，总结发展中的问题，探析新媒体的深刻影响。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