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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赵子忠发布《中国智能媒体发展报告》

洞察智能媒体生态 展望五大前景

AI科技的进步给未来社会带来无限可能，智媒技术的发展
为媒体注入智能基因。当前，我国媒体融合已经步入深水区。
在政策引导下，智能媒体发展不断提速，并迈向全新阶段。

这种背景下，中国的智能媒体发展有哪些亮点？当前
智能媒体生态状况如何？未来媒体将往何处进化？

在6月8日由封面科技主办的2022 AI+智媒科技
大会上，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赵子忠云发
布了《中国智能媒体发展报告》。报告对我国智能媒
体生态进行了全面盘点和全景洞察，解析了发展突围
之路，并展望了智能媒体发展的新态势。

人工智能运用到媒体
在新闻上的创新实践令人振奋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速度惊人，媒体
智能化程度不断加深，应用场景也更加
丰富。赵子忠目睹了智能媒体的发展
活力，他认为这场由封面科技主办的
AI智媒科技大会非常有意义。

结合时代特征及智能媒体发展趋
势，《中国智能媒体发展报告》对全国
44家各级各类媒体机构开展问卷调查
反馈，借助对调查数据的整理分析，从
智能媒体发展整体概况、智能媒体产
业技术应用情况及智能媒体带来的
人员影响三个方面对调查数据的十
大发现进行解读，以了解当前智能媒
体生态状况、研究重心及发展历程，描
摹我国智能媒体应用生态版图及其迭
代态势。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速度非常之快，
人工智能运用到媒体当中的实践，非常
让人振奋。赵子忠说：“在国内智能媒体
优秀案例部分，我和团队对封面新闻智
能化的应用做了深入剖析，看到人工智
能在新闻上的创新和实践，让人振奋。”

报告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在未来媒
体里面扮演重要角色已成共识，技术应
用仍有深入空间，业界期望人工智能给
媒体带来大的创新和发展。

媒体机构认为智能媒体是推动媒
体进一步发展、推动媒体进一步融合深
化的重要手段，能够帮助传统媒体实现
媒体的升级，解决互联网、移动互联网
带来的挑战和冲击。

传统媒体发展智能媒体，技术、资
金、人才，仍然是三大重要影响因素。
智能媒体的项目在资金、人才投入上有
所增长，技术上自主研发能力有所提
升。赵子忠提到：“封面在智能媒体项
目上投入很大，在国内处于比较领先的
地位。”

智媒发展需强化顶层设计
加大复合型人才培养

当前，我国各大传统媒体正积极启
动各种智媒项目，以期借助新兴科技推
进媒体行业转型和发展。“当前传统行
业内智能媒体战略重要性变得非常显
著，开展智能媒体业务，怎么把智能媒

体战略化，变成长周期、大范围、深领域
应用的思想和行动的策略？”对此，赵子
忠指出，各大媒体应进一步加强发展转
型的顶层设计。

报告显示，传统媒体行业内人工智
能编辑部覆盖面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仅一成受访机构全面实现了业务支
撑。人工智能技术在机构媒体发展的
重要性日益显现，对媒体融媒转型推动
作用也更加明显。借助于人工智能技
术赋能，媒体的日活用户数、营收正实
现稳步增长，同时仍有较大上升空间。

2021年元宇宙盛行，国内外各大
企业纷纷加入元宇宙的赛道，数字原
生、数字孪生、虚实共生，为互联网发展

提供了可能路径。元宇宙的商业模式
是什么？典型应用是什么？元宇宙里
的舆论场控制该怎么控制？隐私问题
如何解决？这些元宇宙下一步发展的
问题，让媒体机构较多持观望态度。

报告还分析了智媒出现对传统从
业人员的影响。报告认为，在今后一
段时间，智媒的影响会愈加明显。媒
体不断进化，从业人员也在不断发展
和学习。智能媒体不会完全替代人，
会要求人才更复合化，来推动智能媒
体的发展。

智能媒体正向多域延伸
五大前景将是发展方向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智能媒体也
在向多行业领域延伸，在不同产业的多
个业态、多个场景落地应用，深度和广
度逐渐扩充。报告立足智能媒体落地
趋势及热点，展望了2022—2023年间
智能媒体5大前景：引领精神文明建
设，提升党建工作效能；赋能应急事件
处理，助力防灾救治工作；虚拟偶像持
续发展，展现丰富应用场景；AI+物联
网，多终端智媒持续发展；算法当道，人
工智能支撑国际传播新局面。

演讲尾声，赵子忠展望了美好愿
景：“在2022 AI+智媒科技大会上，所
有参会嘉宾都有一个共识，智能媒体的
发展对媒体融合是一个大机会和大生
态，让我们在云上携手，共同见证和实
践智能媒体发展方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钟晓
璐 实习生钟坤靓 摄影 杨涛雷远东

中国传媒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赵子忠云上演讲。

智媒体时代，内容和技术是媒体融
合的双翼，媒体融合建设在呈现出新的
气象的同时，也遇到了新瓶颈。

媒体深度融合该如何破局？近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了中国
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宣部媒体融
合专家组成员宋建武，他提到，媒体实
现深度融合的关键，首先要认识到媒体
融合的本质，拥抱接纳新型传播技术，
找到用户最真切的需要。

媒体传统观念容易忽视新技术

宋建武参与了多家主流媒体的媒
体融合规划工作，同时也是多届中国新
闻奖的评委，在此过程中，他看到主流
媒体人的观念受到体制、机制和传统媒
体思维的约束，没能认识到媒体融合的
本质。

新型传播技术，在某种意义上讲，
已经颠覆了旧观念存在的基础。宋建

武以精准传播举例，“很多媒体人总把
这个东西当成洪水猛兽，说它造成了信
息茧房，但却看不到精准分发带来的信
息传播效率的极大提升，看不到这种极
大提升造成的传播力的极大扩展，看不
到这种方式进行的信息分发带来的商

业上的巨大成功。”他认为，媒体人不能
从思想认识上根本解决问题，就必然造
成对新的技术视而不见或本能地抵制。

宋建武还指出，这两年主流媒体客
户端有所变化，一部分在服务功能方面
有所扩展，但是绝大多数还停留在信息
发布性的客户端，没有互动，没有参与，
他认为这样的互联网应用不可能成功。

找到用户最真切的需要是关键

智媒体以现代信息科技为支撑，可
通过算法来实现内容的生产制作和分
发，在“唯流量思维”的主导下，也出现
了一些价值取向上的偏差。

对此，宋建武指出，不同算法反映
了不同价值观，算法本身就是数学公
式，但解决一个问题，选择什么样的数
学公式是包含价值观的。“从某种意义
上讲，算法本身就是对规律的认识、对
规则的设定，它结合了大数据，用得好
就能够产生极大的成效。”在信息传播
领域，要运用算法和大数据的结合去找
到用户最真切的需要，把真实的需求挖

掘出来，然后向用户分发最需要的信
息。“这本身就是一种先进的理念和技
术。”宋建武提到。

“当然满足到什么程度？要不要在
这里面体现价值观的引导？媒体需要
思考，但首先要看到它是技术发展的进
步。”他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内容科技的本质是提高内容产品力

宋建武还提到，内容科技概念以及
相对应的技术的出现，表征着技术和内
容融合发展到新阶段。

“内容科技本质上是要提高内容产
品力，对机构媒体而言，这种产品力表现
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发现社会变动的能
力，即环境监测功能，这是近年来主流媒
体最缺失、退化最严重的能力。”宋建武
提到，“这种对变化的发现能力可以通过
大数据分析技术这类重要的工具实现。
其次，精准分发技术对于实现信息分发
个人化、提升信息传播力非常重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钟晓璐
实习生钟坤靓

宋建武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宣部媒体融合专家组成员宋建武：

树立新观念用好新技术是媒体深度融合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