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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产业”模式正在兴起。从文创、传统
媒体、社群、视频等多种媒介形式、多角度探讨
媒体产业升级所激发的新实践、新模式、新挑
战，对促进媒体和产业的优势互补融合，推动产
业优化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是部分嘉宾就
传媒跨界融合推动产业升级的精彩发言——

做大做强主流网站，做优做实最大
增量

——人民网总编辑 余清楚

各大主流媒体要坚定不移地将自身的改革
引向深入，在深化融合中不断计划自身的创新、
创造活力，更好地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在实践探索中，我们深切感受到各行各业
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在看到互联网带来新变
化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互联网、媒体不是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顺应互联网发展大势，勇于创新、
勇于变革。这里也要特别向商业网站和自媒体
等学习，利用互联网特点和优势，推进理念、内
容、手段、机制体制等全方位的创新，做大做强、
做优做实，有效将互联网变量转化为事业发展
的最大增量；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打造技
术研发、资讯产品、移动应用三位一体的项目型
业务模式；以内容为王、平台为王、用户为王、技
术为王“四王并立”互为犄角，以期取得更好的
传播效果。

直播+戏曲：青春遇见戏，国粹粉丝
多

——光明网总裁、总编辑 杨谷

戏曲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代
表，千百年来滋养着中华儿女。但不可否认的
是，现在的戏曲发展正面临威胁，戏曲市场似
乎变成了中老年人的专场，年轻人跟戏曲越

来越疏离，生活场景中几乎不复存在。
必须承认，如今的戏曲传承遇到了问题。它

不缺项目，也不缺专家，更不缺作品，缺的是面
向广大受众的传播渠道和方式。

为此，我们在直播领域里进行了深层次的
研究，以直播+戏曲的形式探索传统文化传承
新路径。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青春遇见
戏”。如今，这一直播的观看人数屡屡超过20万
人次，甚至出现过接近百万人次的优秀成绩。

此后，我们会在直播之后延伸出更多短视
频，并在抖音等平台传播。年轻的京剧演员自发
录制抖音，既能展示自我，又能帮助这类平台肃
清环境。我希望互联网从业者能携手奋进，给戏
曲演员一个宽裕自由的展示舞台，共同为网络
空间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大数据时代内容盈利机遇
——澎湃新闻总裁、总编辑 刘永钢

媒体应靠什么走向盈利？优质内容是一切
基础。

近年来，我国版权意识不断增强，使得优质
内容议价能力提升，一系列新的盈利模式出现。
目前，华尔街见闻、南方周末等迈出了在线用户
付费的步伐，澎湃也在近几年发挥专业优势、机
构优势，批量生产有门槛的“头部”内容，无论在
版权输出，还是广告合作方面都获得了成功。

我坚信，好的内容、真正的内容永远是刚需，
是稀缺品，利用我们的专业优势，批量生产有质
量的内容，这也是我们的品牌力、影响力的基础。
当有质量有影响，内容变现就水到渠成了。

做好内容是一切的基础，在做好内容的过
程中，自然可以锻炼队伍、积累技术、创新产
品。澎湃成立四年来，正是依托优质内容初步
建立齐全的新媒体传播、经营的体系，由此走
向了更加良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知识+AI：颠覆式的互联网声态
——喜马拉雅FM总编辑 殷启明

互联网时代下，每个人都可以是内容创造
者。在“大平台+小老板”的理念下，人作为一个
个体的价值将被充分发现，喜马拉雅向平台用
户发出“你搞定内容，我们搞定其他的一切”的
承诺，全力支持主播微创业。

这种模式下，原创优质内容能源源不断产
生，配合AI的个性化信息推送，激发喜马拉雅的
忠实用户增加每天的在线时间，如今已超过3小
时，且怀有强烈的付费意愿。在此基础上，喜马拉
雅还更进一步，将产业衍生到了智能家居领域，
推出一款智能音响，获得积极的市场反响。

如今，拥抱人工智能时代是我们唯一的选
择。我希望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其他类型的新
兴媒体之间可以主动融合、积极交流，创造更宽
广的市场空间。

新媒体内容产业进化论
——新榜创始人、CEO 徐达内

未来，内容优胜劣汰将加速，不确定性将
增加，优质内容会愈加抢手，持续的原创能力
成为核心竞争力。内容的边际成本非常低，所
以对“头部”的争取至关重要。如何使用 UGC，
如何实现团队化的操作、甚至实现工业化流水
线的操作，是从业者必须作出的判断和选择。

媒体应建立团队化、甚至工业流水线化生
产内容，在争夺时间、盘活存量的时候，注重精
细化经营，谨防新媒体人才“空洞”。在二三线城
市中，这一现象会尤为明显。

根据我的判断，内容创业会全面促进整体
商业发展，内容电商会继续扮演热门新物种的
角色，内容创业的参与者也会越来越多，呈现

“百花齐放”的状态。

分论坛3: 传媒+，跨界融合推动产业升级

近年来，互联网成为新闻竞争的主战场，传媒领域“语态”外
延进一步扩展。媒体机构应主动适应互联网时代传播理念，适应变
革，巩固受众市场占有率，加速从传统媒体向新兴媒体延展，最终
形成多层次覆盖的格局。以下是部分嘉宾针对智能互联时代传播新
语态的精彩发言——

新媒体内容生态的8个演进方向
——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主任 丁伟

如今，新闻传播格局正在发生深刻演变。
发布主体多元化，媒体、政务发布、自媒体三分天下，但“三国

杀”更要“三国和”，三方需要更多协同，保持开放心态；与受众的
关系正在重构，媒体的影响力取决于对用户的聚拢吸附能力，需要从
简单交互进化到深度参与；从可读到可视，短视频将成为主要传播形
态；新闻内容被重新定义，泛资讯产业快速拓展，社交媒体和算法推
荐的流行助推泛资讯内容快速拓展，生活服务、健康知识、娱乐视频
等大规模进入内容生态；优质内容价值回归，付费阅读成为值得探索
的模式；移动端出现“马太效应”，平台化赢得竞争优势；移动互联
网进入下半场，人工智能由概念进入实操阶段，机器人写稿、智能推
荐、语音识别等技术大范围应用，智能移动互联网更是蓄势待发；算
法推荐会成为一种方法论，改变信息传播的逻辑和规则，从千人一面
演变到千人千面。

把握传媒变革新趋势 找准新闻传播新语态
——新华社新媒体中心主任 陈凯星

近年来，新华社新媒体中心不断推出现象级的融媒体产品，以创
新方式传播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建并持续升
级新媒体通稿专线，搭建融合供稿服务平台和9种形态的融合报道产
品；持续强化终端建设，打造自主掌控的主流舆论阵地；深化推动业
态创新，强调“现场直播”，每天发起直播报道 300多场；自主掌控
的核心技术打造智能化编辑部，以创新引领赢得话语权，研发“媒体
大脑”“虚拟主持人”、手绘动漫高效生产技术平台等产品。

读者在哪里，受众在哪里，宣传报道的触角就要伸向哪里，宣传
思想工作的着力点就要放在哪里。我们系列创新的背后，是从作品到
产品再到服务的理念之变，更是新媒体时代不断占领意识形态阵地、
自觉履行职责的使命所在。今年是“智媒元年”，是即将催生质变
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愿我们携手前行。

化变量为增量，走独特发展路
——央视网董事长、总经理 钱蔚

我注意到，宁波的两个城市名片与此次论坛的主题非常吻合——薪
火相传代代坚守的天一阁，向东是大海、以创新精神为灵魂的宁波港。

这提醒我开始思考：要变的是什么，不要变的是什么？我们守护
的是什么，创新的又是什么？化变量为增量的方式有哪些？

把握舆论导向，在众声喧哗中凝聚时代前行的力量，坚信正能
量、公信力、有价值的内容是刚需。新媒体时代，也是传统主流媒体
的新时代。

掌握传播平台，建立与用户最大化的连接和服务能力。把用户内容
需求的升级、内容消费的场景改变、终端使用习惯改变等变量化作动力。

拓展业务形态，获取用户运营的多元回报，构建匹配于自身竞争
力的生态，为用户提供具有高公信力的多元服务，为内容产品、产业
渠道和生态赋能，打造自主可控、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新媒体平台，引
领构建合作共赢的网络媒体新生态，赢得发展新优势。

超越载体：社交平台上媒体的宣与传
——微博首席执行官 王高飞

过去五年，移动互联网的传播内容和传播生态发生了变化。我经
常将微博比喻为送报纸的角色，把各个媒体的内容及时派送给粉丝。
今天，我想从一个“报务员”的角度谈谈感想。

如今，媒体微博影响力快速增长，媒体蓝V在五年内阅读量提升
6倍，总量超过1000亿人次，其中央媒影响力的增速高于媒体领域整
体增速。

如何保持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媒体的生产流程需要实现生产、制
作、发行的一体化，加大编辑深度、强化传播元素、让编辑直接面对
用户、开展矩阵联动，以期在视频时代保持足够快的增长速度。

同时，微博也会助力媒体视频的生产和传播，赋能直播，帮助主流
媒体快速剪辑分发视频；推出视频频道，强化视频内容曝光；强化视频
涨粉机制，促进媒体粉丝互动；还会强化矩阵管理、账号管理权限。

移动优先：媒体融合发力点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 蒋旭灿

如今，全国各地的党媒都在尝试媒体融合改革，我们必须抓住移
动优先这个“牛鼻子”，推进媒体深度融合。这是形势所迫，也是未
来舆论主阵地所在。我们必须寸土不让、寸土必争。

总体而言，传统媒体必须坚持内容为王，生产有思想有价值有温
度的优秀新闻产品，同时拥抱互联网，尊重互联网传播规律；同时移
动优先，做好平台支撑，以新技术新应用引领和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共同构成核心竞争力；此外还要做好机制保障，按照移动互联网的规
律布局并匹配资源，让资金、技术、人才向移动互联网方向倾斜。

因此，移动优先既是战略，也是战术，一定要坚持内容为王，以
新技术为引领，按照互联网规律重新架构运行机制，最终形成合力，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分论坛1: 智能互联时代的传播新语态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和应用的迅猛发展，信息
通信与各行各业融通发展的新趋势、新格局正在
形成。5G网络正朝着多元化、宽带化、综合化、智
能化的方向发展。随着各种智能终端和先进信息
通信技术应用的普及，广大用户将体验到更加智
慧的数字传媒生活。以下是部分嘉宾就5G时代
网络媒体的机遇和挑战的精彩发言——

5G技术与应用展望
——国际在线总裁、总编辑 范建平

5G，是第五代移动电话行动通信标准，与
4G相比，5G在峰值速率、用户感知体验、时延、
流量密度、连接数的密度等方面有巨大的优势。
今年 6月，3GPP会上传来了消息，5G 标准正式
确定。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可以自豪地说——
5G准备好了，且可以进入商用领域。按照预期，
2019 年 5G 可以初步进入市场商用，2020 年则
是全面商用。

1G 时代就是模拟通信，能够实现通话功
能；2G 是数字化，通话质量有所提高；3G 时代
开始了图像音视频的传输；4G 速率又上一层
楼；而 5G 又是一次全新的跨越，能带来超越光
纤的传输速度、超越工业总线的实时能力以及
全空间的连接。万物互联的时代即将到来，移动
网络将赋予全行业，成为新的基础生产力。

智能互联时代，永葆对文化的
温情与敬意
——凤凰新媒体副总裁、凤凰网总编辑
邹明

谈及 5G，我想引用美国前联邦通信委员

会主席的一句话——他说 5G 就是毕加索的
画，每个人看到它会有不同的想法和感受。的
确如此，如今，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独立的点。
面对这幅名为“5G”的画，难免会有不同的
感受。

5G 时代的到来必将在很大程度上解放内
容生产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届时，传播内容
的主流应用人群将聚焦在后千禧世代的年轻用
户身上。当然，契合用户需求的优质产品体验
和高质量的原创内容仍是吸引大众的关键，媒
体要做的，就是为大众留住宝贵的文化财富、
坚守正确的价值理念。

我时常反思：在技术面前，人的尊严去了
哪里？5G 给我们开辟了全面的智能化的可
能，却无形中丢掉了我们的尊严。我期待着，
无论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大家能在传播价值
理念的时候保持敬意，保持对技术、对文化、
对人类尊严最大的温情与敬意，文化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不可磨灭的灵魂。

视频化表达，智能化引领，5G时代
的信息传播变革

——封面传媒董事长兼CEO 李鹏

每一次工具或者重大技术的变革，都会推
动人类经济社会形态向前进步。随着移动互联
网时代技术的加速创新，5G 开始普及应用，又
将推动互联网加速迭代、信息传播加速变革，意
味着人工智能社会即将到来。

5G时代的本质是一个新的数字革命，我们
几乎可以肯定，5G 和 AR 蕴含着改变社会的力
量，两者加在一起，人类社会将更加美好。

媒体的终极形态是什么？综观世界媒体发

展史，新媒介诞生的速度越来越快，间隔的时
间越来越短。手机肯定不是媒体的最终形态和
最终载体，依托手机的媒体也不是最终的未来
媒体。看向未来，第六、第七媒介终将诞生，
5G 时代更多的变化还不可预测，媒体的终极
形态更是难以揣摩。可以确定的是，基于物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结合的媒体形
态一定是媒体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谁走得
更早、走得更快、布局更缜密、思考更及时，
就能走得更远。

万物互联时代的数字化创新
——联通在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数媒事
业部总经理 何玄

在我看来，5G 的含义逃不出三个词：高
带宽、低时延、多连接。万物快速相连，即为
我们耳熟能详的“物联网”。

当身处物联网的节点足够多时，这个网络
就将从中心化网络逐步分散成若干个非中心化
网络，即将原来单一的中心化网络进行了几何
级的倍增、然后逐渐分化。由此可见，5G 和
物联网是休戚相关的，有了物联网、有了 5G
的传输能力，这个网络才会有万亿级的体量，
才会不断进化。

面向未来，媒体产业历来扮演着技术先驱
的角色，都是前沿技术的第一批应用者，在我
看来，技术的发展不会产生垄断，而是最顶层
的创新的一种推动力量，通过此次论坛，我也真
切地看到媒体产业运用了区块链、运用了人工
智能，运用了各种各样最新的技术，并把它们串
起来，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去传递信息，去表达
信息，去树立社会正能量。

未来，媒体的责任在于帮助用户更全面、
更顺畅地表达自我。此时，科技创新的力量会
得到凸显，媒体产业会爆发难以想象的巨大能
量。

分论坛2: 5G时代的传播新格局

智能互联时代智能互联时代，，我们需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媒体要什么样的媒体？？
——行业大咖甬城论行业大咖甬城论道媒体再出发道媒体再出发

这是主题为“赋能产业升级 探索媒体新价值”的圆桌论坛。

这是新华社新媒体中心主任陈凯星在做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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