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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3年下半年到2024年，“新质
生产力”一直都是热词。以科技创新推
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
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
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很多行业来说都能
适用，其中包括了传媒行业。

那么新质生产力能够在哪些方面赋
能传媒行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新
媒体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黄楚新对
此进行了解读。

关键词：转型升级
传媒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尝试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在传媒领
域，新质生产力可以赋能媒体行业转型
升级，可以视作传媒产业内部结构调整
下的一次新尝试。”在黄楚新看来，传媒
行业的新质生产力有几种表现形式：一
是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二
是云计算技术；三是大数据。

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不仅能够提
高新闻行业的生产效率，对于我国传媒
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也具有深远意义。云
计算能够为新闻机构提供强大的数据存
储、处理和分析功能。而作为数字时代
的新型生产要素，大数据打破了传统生

产要素的质态，能够推动新闻工作者进
行高效生产，并优化传媒机构生产资源
的相关配置。“随着数字技术加速渗透到
社会生产的各个层面，现有的数据资源
供给规模正在呈指数级增长，数据的这

种创新性能够赋能技术革命和传媒行业
的深度转型。”黄楚新说。

关键词：人才培养
重视传媒人才的“头雁效应”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动力、
产业创新为主导，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
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

黄楚新认为，传媒的新质生产力发
展，要做到以新技术促进生产力三大基
本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
变革：“要特别关注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
变化。”

在劳动者层面，培养相应传媒人才是关
键。要做到重视传媒人才的“头雁效应”，
推动传媒从业者在高度数字化和技术驱
动的环境中展现相应能力和创造力。

在劳动资料层面，利用先进的信息
技术、数字工具和网络平台来生产、编辑
和分发内容。云计算平台和大数据技术
也成为新闻机构处理大量数据、存储庞
大文件和高效协作的重要工具。

“此外，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为
制作更具沉浸感的报道提供了可能，这
些都是新的劳动资料，极大地扩展了传
媒产品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效果，推动新

质生产力发展。”黄楚新说。

关键词：技能提升
跨界整合创新提高竞争力

融媒体时代对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能
力、职业素养都提出了新要求。

“如今，新闻的采集、制作、分发方式
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这种背景
下，新闻从业者要主动了解和提升其他
领域的知识技能，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充
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适应高端先进设
备，进行跨界合作，还要能够进行多平
台、多模块的内容生产和管理。”

黄楚新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新
闻从业者需要具备三大素质和提升的能
力。分别是充分利用融媒体技术的能
力、跨领域知识整合能力以及创新能
力。“这些能力的培养和应用，将直接影
响新闻从业者的竞争力。”

黄楚新提出，在新媒体时代，要跳出
媒体做媒体。“在万物互联、一切皆媒的
时代，媒体是一个多元的信息传播载体，
可以和文创、教育、技术、游戏、房地产等
社会中任何一个相关机构链接起来，利
用自身的媒体影响力来搭建产业链条的
延伸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闫雯雯

打开应用商店，搜索“新闻资讯”，各
式各样的客户端映入眼帘，令人目不暇
接。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
用户对于新闻资讯客户端在内容和功能
上的要求也有所提高。

在市场上众多的选择中，一款好的
新闻客户端如何才能出彩？日前，记者
邀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志安，聊
了聊主流媒体新闻资讯客户端如何创新
出圈那些事儿。

探索内容精品化
增强传播影响力和舆论影响力

“媒体客户端已不能仅局限于‘内容
发稿池’定位，而需要迭代升级。”张志安
说，目前，诸多媒体已经就此展开了实践
探索，主要在内容、服务、运营与联结这
几方面探索创新路径。

张志安认为，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
各地媒体客户端也开始了新的实践探
索，客户端不能仅仅是网报内容的简单
迁徙，而应是以客户端为枢纽进行流程
再造，内容形态的改革创新与功能的升
级服务。

从内容上而言，客户端应更加“精
品化”，增强客户端的传播影响力和舆

论影响力。“媒体客户端需专注多元内
容形式与精品内容创作。精品化是内
容改革的大势所趋，优质的新闻内容更
加具有点击率。”

重视用户活跃度
与公众生活场景相互交织

张志安认为，媒体还应重视客户端
用户活跃度。具体方法而言，包括链接
办事服务、提供活动入口、拓展消费场
景等。

尝试将客户端与公众生活场景相互
交织，打造品牌，以提升客户端的品牌效
应，区别于其他客户端之间的差异定位，
也是媒体应该尝试的。

各地客户端之间的互动，也是创新
探索的重要一步。“地区之间的客户端互
动，能够实现内容的互动与联动，实现相
互赋能，提升全国范围内的传播影响
力。”张志安说。

总体而言，主流媒体平台资讯客户
端想要创新突破，必须实现内容形态的
改革创新与功能的升级服务。

注重技术基因融入
封面新闻有良好的一体化机制

当下，媒体客户端的不断迭代升级，
主要都是为了提升用户前端更好的体
验，并且提升专业生产能力。张志安认
为，未来，媒体客户端的发展可更重视情

感要素、内容结构、数字技术与用户互动
等要素。

张志安说，就他所了解的情况，当
前，大多数主流媒体对于技术人才、技术
应用场景、基于技术服务变现的能力都
相对不足。而封面新闻从出生起就非常
强调技术基因，这恰恰是国内省级主流
媒体客户端非常缺乏的。

相对目前市场上的主流媒体客户
端，封面新闻客户端具有的明显优势，
即是最初就十分注重技术基因的融
入。“封面新闻具有传媒技术研发、技术
应用场景实践、技术服务商业变现的能
力，并将三者打通，形成了良好的一体
化机制。”张志安说，除了客户端用户
体验，利用技术拓展商业服务、公共服
务、政府服务等应用场景，并且实现收
入，这对于主流媒体客户端而言并不
容易。

此外，除了技术方面，张志安对封面
新闻客户端的重点主题策划报道也印象
深刻。“比如之前的‘川流中国’专题报
道，让人感受到集团军、大手笔，在内容
上注重视觉和融合创新，发挥好了主流
媒体的核心职能作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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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安 受访者供图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卢荡 张馨心）
我国大熊猫国家公园与法国比利牛斯国
家公园缔结友好合作关系。这是5月8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获得的消息。

这一友好合作关系的缔结，来自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与法国生物多样性局的
合作推动。未来，双方将在生物多样性
监测、旗舰物种保护及种群恢复、社区共

同治理、科普宣教、人员培训等领域开展
务实合作。

法国比利牛斯国家公园建于1967
年，是法国第三个国家公园。公园沿法
国和西班牙边境绵延100公里，是比利
牛斯山和地中海之间的气候屏障。公园
内约有2500种高等植物，占法国本土植
物种类的40%以上；约有4000种动物，
且不乏罕见或濒危物种。其中，西班牙

羱羊从消失到种群恢复，已成为其开展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成功典范。

中国大熊猫国家公园跨四川、陕西、
甘肃三省，打通13个大熊猫种群生态廊
道，保护了70%以上的野生大熊猫，具有
全球保护意义和研究价值。公园所处区
域也是世界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分布有
雪豹、川金丝猴、红豆杉、珙桐等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植物。

近年来，中法在自然保护领域，尤其
是国家公园体系建设方面开展了密切交
流与合作。去年6月，双方在武夷山国家
公园共同举办“中法国家公园体系对话”
活动，探索和完善两国国家公园管理模
式和运行方式。今年4月，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与法国生物多样性局召开线上会
议，推动大熊猫国家公园和比利牛斯国
家公园结对工作。

大熊猫国家公园与法国比利牛斯国家公园结成友好合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