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通信专家杨崑 媒体融合转型将全方面与新技术结合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陈昌凤

随着智能媒介技术的快速迭代，报
刊、广电等传统媒体一直在急剧变革。
如何应对这种变革？不少媒体选择了
融合战略，平台型媒体、“中央厨房”正
是媒体融合的探索。

对此，11月13日，清华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在接受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媒体融
合是必然趋势，但融合还需要深入，数
智化融合正是媒体深度融合的新阶段。

自2013年“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
体融合发展”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上被提出以来，媒体融合在中国主流媒
体推进已有十年。十年间，传统媒体的
独立形态、碎片式架构逐渐被消解、融
汇成“媒介多元体”矩阵。

陈昌凤表示，在媒体融合的前半
程，建设的主流是数字化，新媒体的出
现和普及陆续更迭了传统的纸媒阅读
和发行方式，在视听表现和资料存储上
都呈现出数字化特征，保存了较为丰富
的媒体档案资料，运营流程也更加统一
高效。而媒体融合的下半程正是数智
化，人工智能技术奇袭了传统的传播生
态，带来结构性而非功能性的变革，人
不再是单一的传播主体，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迅猛发展更是重构了新闻生成流
程，革新了新闻工作机制，并对新闻理
念和机构产生结构性冲击。技术的变
革驱动新闻策、采、编、审、发、评全流
程、全链条数智化变革。

“从数字化到数智化，是媒体融合

走向深度融合的必然路径。”陈昌凤
说。数智化融合作为媒体深度融合的
新阶段，有着区别于数字化转型时期的
全新特征，主要包括融合引擎、生产流
程和传播生态的全方位升级。

“数据是未来媒体行业发展运作的
‘石油’。”陈昌凤解释说，传统媒体依据
新闻价值单方面进行消息播发所产生
的影响式微，数据驱动是智能媒体最底
层、最根本的动力逻辑和存在逻辑。当
然，数智化融合中的数据驱动并不单一
表现在资讯分发上，还表现在新闻信息
采集、用户体验反馈、媒体资源建设等
多个层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
实习生 马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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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媒体融合发展作为国家
战略整体推进的第十年。

十年间，新媒体快速发展，智媒科
技日新月异，媒介形态、媒体业态和传
媒生态都发生了深刻改变。

科技塑造智媒体，创新赋能新发展。
当前，媒体融合仍处于纵深发展阶

段，作为提出并践行“智媒体”道路的主
流媒体，封面传媒在持续拥抱变化的过
程中不断强化创新能力。

展望下一个十年，智媒体建设需要
克服哪些技术难点、痛点？智媒科技又
有哪些新态势、新方向？

11月15日，由中国记协新媒体专业

委员会指导，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主办，中
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封面传
媒、封面科技承办的2023AI+智媒科技
大会将在成都举行。大会期间，智媒科
技领域专家、学者与业界人士将齐聚蓉
城，共同探讨智媒科技前沿的发展趋势、
机遇及挑战。封面传媒科技还将重磅发

布为创构智媒生态体系推出的首批产
品。

更多精彩，请您届时关注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相关报道，解锁媒体融合
新空间。

我们一道拭目以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秦怡

2023AI+智媒科技大会今日举行
解锁媒体融合新空间

智媒体时代，所谓“智”，是以科技
赋能媒体，将内容与技术进行媒体融
合，通过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VR
技术、5G技术等新技术，为媒体不断迭
代、进化。

从技术层面来讲，大数据能给媒体
的发展提供哪些空间？传媒技术生态
的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针对上述问
题，日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采访了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教授级高工、中国
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
员会主席杨崑。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数字化转
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媒体正在加
速数字化转型，布局技术生态。在杨崑
看来，技术就是未来媒体的生命线。

“没技术的传媒将无法生存，这不
仅是指媒体中要有技术研发和支撑的

力量，而是每个媒体人都要有一定的技
术素养。”杨崑说，由于5G、AI、数据等
成为整个媒体运行必不可少的要素，不
夸张地说，只要参与媒体运营，就不可
能回避技术的影响，所以建立自己的技
术生态是必然、持续的方向。

目前，信息技术的进步趋势是5G、
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以及
在熟知的大数据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延
伸。从技术层面来讲，大数据在媒体的
发展过程中，已必不可少。

杨崑表示，“大数据是媒体发展的
重要基础资源，就如同石油和煤炭一
样，是智能化大媒体所必须把握的资
源。”对此，他从三个方面进行解读：首
先，数据是未来数字化社会运行的基础
要素，几乎所有社会运行流程都伴随着
数据，媒体要传播新闻就要掌握数据；

其次，媒体的加工生产过程将全面智能
化和网络化，新智能功能和网络功能都
要基于数据运行；第三，媒体很多新内
容形态的生成要依赖数据。

“数据渗透到未来媒体运营的方方
面面，应该说数据是媒体的生命线。”杨
崑说。

未来媒体的转型发展与技术的发
展密不可分，媒体融合转型与新技术结
合将是全方面的。

杨崑认为这种结合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首先是以智能化技术重塑媒体
内在生产流程和相关功能环节；其次是
以智能化和网络技术重塑媒体周边生
态的所有节点之间的关系；三是以智能
化技术建立对媒体新运行模式的评价
体系和指标体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教授级高
工、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
标准推进委员会主席

杨崑

2023年是媒体融合作为国家战略
推进的第十年。十年来，媒体产业生态
发展状况如何？未来有哪些发展方向
和趋势？11月12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崔保国。

融媒体时代，不少传统媒体开始转
型，探索媒体产业结构的发展路径。无
论媒介形态如何迭代、媒体业态如何重
构，在崔保国看来，内容都是主流媒体
发展的基础和核心能力。此外，另一个
关键因素则是技术，“融媒体能走多远，
差距的关键在于技术。”他说。

过去，传统媒体的人员结构中，技
术人员通常只占到很小的比例，对比抖
音、快手等数千人的技术团队，带来在
算法、信息推送等方面的优势，差距显
而易见。因此，提高技术人员的比重是

不少主流媒体在转型时的发展方向。
崔保国举例说，浙江日报报业集团

的技术团队已从过去的几十个人发展
到如今的几百人，依托技术基础，如今
该集团已打造起了传媒大脑，“从媒体
生态化的发展来看，互联网媒体的技术
团队都大于做内容的团队。”

未来，媒体产业生态发展有哪些趋
势？崔保国表示，首先，有竞争力的传
媒集团一定是在传媒的各个赛道上都
有全面的布局。他以腾讯为例，腾讯的
生态化发展遍及数十个赛道，包括游
戏、视频、门户网站、社交媒体等。全面
布局并不意味着全面平衡发展，而是应
根据发展规律有重有轻。“全面布局和
重点发展，这是未来媒体产业生态发展
的趋势之一。”崔保国说。

其次，付费内容将成为传媒产业中

的重要内容。崔保国提到，海外媒体平
台基于多年的用户培养，已形成了多种
付费模式。目前，国内长视频平台和新
闻机构已在进行多种尝试，《财新周刊》
《南方周末》《环球时报》《第一财经》等媒
体的付费模式也能为全国、地方、区域媒
体走出盈利困境、探索垂直内容营收提
供借鉴，“尽管可持续盈利的道路漫长，
但以优质内容为核心、聚焦分层用户的
付费订阅模式具有广阔发展前景。”

此外，媒体产业发展也备受科技发
展的影响。“人工智能目前还没有全面
落实到内容生产过程中，但目前看来时
间不会太长。”崔保国表示，互联网技术
带来产业的深刻变革，面对不断变化的
外部环境，唯一不变的就是拥抱变化
本身。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邹阿江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崔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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