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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层面的重大问

题。[1] 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中指出，必须“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

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

系”[2]。2023年是媒体融合提出十周年，本文聚焦“内

容建设”这一根本，提炼时代融合、方式融合、融

合科普、融合数据四个关键词为 2023 年度传媒内

容生产创新关键词。

时代融合：立足时代前沿焕发内容活力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在新的时与势下，媒体融合在聚焦Z世代、

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和使用智能媒体拓

展新闻来源渠道等方面呈现新特征。

（一）聚焦 Z世代：重构内容生产与价值传播

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用他们听得懂的话语体

系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已成为主流媒体融合

转型中实现突破的一大发力方向。其中年轻化不仅

仅指内容和活动等传播层面上的年轻化，还需要在

产品层面符合年轻人的阅读场景、习惯和需求，让年

轻用户愿意看、愿意转。2023年媒体内容生产在针

对Z世代内容话语创新上有诸多亮眼表现。4月 11

日，中国之声发布《一首说唱带你走进消博会》[3]，

首次创意性地采用年轻人喜爱的说唱形式介绍消

博会，拉近了与年轻群体的距离。10月 17 日，人

民日报发布的《转存学习！#手账版“一带一路”

知识点#》[4] 使用 Z世代常用“手账体”形式进行

排版，实现了对年轻人的“破圈”传播。Z世代作

为当下媒体争夺的主要对象，其信息获取、社交传

播和艺术消费都更注重娱乐性、互动性和体验感。

未来媒体融合进程中，要充分考虑Z世代悦己型消

费的特点与需求，探索自然、真实的新语态 [5]，获

得其注意力。

（二）文化新呈现：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

创”实践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

2023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做

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023 年媒体内容生产中也出现了以丰富的时代“新”

玩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活力的实践案例。

5月 17日，人民日报发布的《来收图了！被这些博

物馆藏品笑到》收获网民积极反馈 [6]。其将多个博

物馆的文物图片与网络梗文化结合，设计成表情包，

不仅使文物更加生动活泼，也激发网友对文物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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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心。7月 11日，中国新闻网发布《盛世中华有多

美？AI给中国做了一组名片》系列图片 [7]，将人

工智能技术运用在宣传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的物料

制作中，展示了大国之美，增添国人文化自信。做

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工作是构建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的关键。其中“创造式转化”指通过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存在的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

形式进行转化，使其与现代文明相适应，形成更易

于理解和接受的表达形式。“创新性发展”指在继

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以新的观念、新的手段、新

的技术和新的表现形式，融入时代精神，结合现代

元素，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激活更新 [8]。

未来媒体内容创新过程中，也需进一步贯彻“两创”

方略，助力我国从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发展。

（三）智媒新纪元：智能媒体增加新闻来源渠

道

2023 年，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出现，进一步加速智能传播时代的到来。主流

媒体在 2023 年度抓住时代机遇，借助智能手段增

加新闻来源渠道，为内容注入新亮点。8月 28 日，

澎湃新闻发布的《5分钟带你了解日本福岛核污染

水排海事件》[9] 不仅利用卫星技术对比了日本核电

站核泄漏前后的现场图景，也使用智能模型图和预

测技术等推演了核污染在海洋中的扩散过程。多项

前沿技术的使用使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更加明晰，

新闻内容价值凸显。9月 24日，澎湃新闻发布的《大

数据分析电信诈骗，情感类诈骗最难防》[10] 也是利

用大数据作为新闻来源，对反诈骗提出更加具有针

对性和建设性的建议，助力国家反诈工作推进。总

体来说，智能媒体在新闻采集方面具有诸多优势，

其中最典型的即数据获取可以是动态的和连续的，

不仅更加精确，而且可以预测未来趋势等。随着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传媒业也可进一步挖掘其对

于信息采集、信息生产、信息推送和信息呈现的作

用，站在时代最前沿，推进媒体融合进程。

方式融合：赋能新形式、新感官、新主体

主流媒体在当前互联网语境下的内容观念，不

再局限于文本的融合创新，更涉及在互联网化语境

中融入新形式、新感官和新主体的综合思维。

（一）发挥想象力：匹配最适合内容的媒介形

式

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讯息”即强调传播媒

介真正传递的其实是媒介的特性。传播媒介本身就

是传播内容，媒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影响我们理

解和思考的习惯”。在过去的新闻内容中，媒介形

式主要以文字为主。近年来，随着媒体融合的发展，

媒体从业者拓展想象力，根据内容本身匹配出越来

越多如漫画、动画、Vlog、电影预告片等类型的报

道形式。6月 6日，人民日报发布《脑洞大开！定

制版反酒驾广告能有多魔性》一文，采用短视频美

妆广告的拍摄手法来展现酒精测试仪。对“酒驾”

这一传统话题，创新报道形式，传播效果良好 [11]。

9 月 12 日，央视网发布《李佳琦们别再飘了》，对

李佳琦在直播中涉嫌歧视消费者的言论做了定性，

用漫画形象展现主播赚钱前后的形象差异，既激发

公众阅读兴趣，又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新闻内容 [12]。

媒介形式本身的逻辑影响着受众对内容的理解和接

受方式。当前，丰富的媒体形式和报道模态为传媒

内容注入新的活力，启示着相关传媒从业者未来可

以继续发挥想象力，思考如何根据内容本身创新匹

配的媒介形式，以达到最佳传播效果。

（二）增强体验感：多感官融合营造身临其境

感

新闻的价值在于及时性和现场感，新闻工作者

的职责之一就是让受众感受到新闻事件就发生在眼

前。现场感的获得有赖于信息的多维丰富性，由通

道效应理论可知多重感官的融合有助于唤起受众多

种认知体验，给予受众新闻事件的身临其境感。5

月 1日，印尼巴厘岛洲际酒店发生命案，两名中国

游客身亡。5月 7日，新京报发布《3D动画还原巴

厘岛命案细节》视频报道 [13]，将现有抽象的文字材

料转换为具象的三维动画场景，视觉和听觉融为一

体，画面感强，还原案件细节，给予受众强烈场景感。

9月 18日，人民日报微博发布《亲历者原声回忆抗

战》[14]，借用亲历者资料，从听觉这一感官丰富内

容表现形式，促使受众拥有更强代入感，激发“勿

忘国殇，吾辈自强”的爱国情怀。随着数字技术的



前沿报告∥深融：2024传媒业展望

青年记者∥2024年第1期12

发展，运用多感官融合构建真实、多元与身临其境

的新闻场景，为受众提供沉浸式体验，成为融合新

闻报道实践中的重要内容 [15]。未来，随着虚拟现实

技术的发展，如何更好地为受众还原现实场景，传

达出事件现场的气氛，将成为媒体融合重点关注的

话题之一。

（三）创新叙事者：人格化传播促进情感共振

人格化传播指用人格力量所赋予的文化品位、

个性魅力，去传达信息、沟通情感，使传播内容更

容易令人接受的一种内容呈现策略。[16] 过往的新闻

媒体报道中，往往是以人的口吻进行讲述。在 2023

年媒体融合十周年之际，可以发现许多报道赋予无

生命物体或动植物以人格化视角，引导受众换位思

考，引发情感共振的报道实践。2023 年年初，旅美

大熊猫丫丫的健康状况引发公众担忧，4月 27日，

南方都市报发布《丫丫终于回来了》系列长图，赋

予欣欣、贝贝、雪宝等明星熊猫以人类口吻，化身

为丫丫的哥哥姐姐、侄子侄女等表达对丫丫回家的

欢迎。既增强了报道的趣味性，也利于唤起受众共

鸣 [17]。2023年 8月 15日被确认为全国首个生态日，

当天，澎湃新闻发布《塑料的独白｜ 186 秒逐帧呈

现塑料帝国疯狂扩张》，该报道用 1300 多张实拍塑

料垃圾照片以逐帧动画视频方式组合呈现，并以“塑

料”自白的形式进行讲述，创新叙事主体，吸引公

众关注并引发深入思考 [18]。人格化传播综合使用人

格化的语言和视觉符号，在传播过程中凸显人的情

感、个性和魅力 [19]，给予受众亲近感。过去的新闻

叙事主体往往以人类本身为主，在报道涉及一些无生

命物体或动植物时，多是以第三人称视角讲述，在

引发受众同理心方面效果较弱。未来在同类新闻中

可以尝试使用人格化传播策略，增强情感共鸣。

融合科普：借助热点新闻普及相关知识

2022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

见》，其中指出各类媒体要发挥传播渠道重要作用，

尤其是主流媒体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增加科普内

容 [20]。盖伊·塔奇曼在《做新闻》一书中提及“新

闻是一种知识”理论，强调“新闻是一种社会资源，

是观察世界的一个窗口”[21]。新闻作为一种特殊的

知识，其与法律科普、健康科普和娱乐科普的融合

成为 2023 年媒体内容创新的特色之一。

（一）法律科普：提升全民法律素养

法律素养指一个人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包

括法律知识、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用法能力三部

分 [22]。随着近年来全民普法宣传教育活动的持续开

展，人们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有了明显提高，但

在普法环境复杂化、普法对象多元化、普法手段现

代化的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拓展法律素养科普范

围，避免自上而下的说教模式，让公民在参与中获

得知识成为一个主要问题。[23] 2023 年媒体积极借

助新闻舆论热点，普及相关法律知识。4月 2日，“张

继科事件”冲上微博热搜首位 3天后，中国新闻网

便发布《五问张继科事件》，文中总结了包括“张

继科借条是否成立”“赌债是否受法律保护”等问题，

报道热点的同时也为“吃瓜”群众普及法律知识，

提高法律素养 [24]。9月 4日，瑞幸与茅台联名推出

新品“酱香拿铁”，受到全民关注。9月 5日，川观

新闻发布《3人亲测：喝了这种酱香拿铁，会不会

达到酒驾标准？》[25]，再次借助热点新闻科普酒驾

相关规定，提醒公众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的基本法律常识。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6]。其中公民法律素养的培

育，基本法律知识的掌握是核心，也是基础。随着

算法推荐技术的日益发展，若公众未主动搜索相关

法律知识，“信息茧房”式的网络环境将使其很难

接触到相关法律知识。通过热点新闻融合法律科普

的方式，不仅能够拥有广泛的人群关注基础，同时

还有助于法律知识的“破圈”传播，增加全社会法

律知识储备量，为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营造良好

社会氛围。

（二）健康科普：加强全民健康知识

201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

中国 2030”规划纲要》，强调各级各类媒体加大健

康科学知识宣传力度，积极建设和规范各类广播电

视等健康栏目，利用新媒体拓展健康教育 [27]。媒体

作为连接医疗卫生和公众健康需求之间的桥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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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媒体内容生产上继续呈现结合热点新闻完成

健康科普的导向。7月 5日晚，歌手李玟因抑郁症

轻生离世的新闻登上微博热搜，引起舆论对于“为

什么看起来阳光开朗的人，也会得抑郁症？”这一

问题的探讨。次日，央视新闻发布《“她那么爱笑，

为什么还会得抑郁症？”》[28]，该报道从公众疑问

出发，提升社会对于抑郁症的认识。10月中旬，小

红书平台“乳腺结节都要被气出来了”等话题引发

热烈讨论。10月 31日，央视网发布《#乳腺结节

真是气出来的吗#？》[29]，配合漫画对乳腺结节

与生气的关系、乳腺结节是否会消失等进行科普，

从网友关注的话题出发，提高全民健康知识。

近年来，“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倡导得到广泛普及，公众健康意识高涨，健康知识

需求旺盛。随着传播环境的改变，网络已经成为健

康科普传播的主要渠道。然而，一些令大众困惑的

健康问题，或者不准确的健康信息也随网络传播而

持续发酵，此时便要求主流媒体发挥舆论“定盘星”

的作用，从公众关注重点出发，普及相关健康知识，

提高国民健康素养。

（三）娱乐科普：寓教于乐深化内涵

伴随数字媒介语境的发展，娱乐因素在信息传

播中正在走向正当化与常态化 [30]，成为大众传播中

的重要环节。科普本质上也是一种大众传播，要使

科普有效，就必须从大众的需求出发，满足大众好

奇心。在掌握合理娱乐程度的情况下，通过娱乐化

的方式进行科普，会比简单灌输更为有效 [31]。4 月

27 日新京报发布《一图看懂｜中国烧烤图鉴》[32]

以 4 月新晋顶流“淄博烧烤”游客爆满的现状和大

众兴趣点切入，制作相关长图。当中国各地特色烧

烤呈现在中国地图上时，不仅满足了大众娱乐需求，

也达到科普中国美食，提高文化自信的目的。6月

7日央视网发布的《一到高考就下雨，到底是不是

错觉》[33] 也是一个成功的案例。逢高考便下雨是每

年高考前后热门的话题，央视网选取这一通俗化、

趣味性强的话题作为引子制作中国气候及人类思维

认知科普视频，不仅提高了媒介内容对用户的吸引

力，使知识不再枯燥无味，同时通过高考这一情景

实现了科学知识的趣味性传播。“寓教于乐”一直

以来都是一种被广大教育工作者推崇和使用的教

育方式。当新闻融合娱乐科普，借助愉悦感所带来

的主动性和自愿性，将更容易使参与者注意和接

收其中的科学信息，加深公众对科学内容的理解。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娱乐科普只是科普的一种形式，

在运用过程中还必须掌握好度。只有在科学严谨

的基础上巧妙融合娱乐元素，才能让内容有更强生

命力 [34]。

融合数据：可视化形式增强媒体竞争力

在数据挖掘、可视化技术加持下，我国于 2013

年开启了数据新闻快速发展期 [35]。经过十年发展，

我国数据新闻聚焦热点、直观解读、回应舆论的功

能不断凸显。

（一）聚焦热点：节约认知资源，提高信息获

取效率

20 世纪 40年代，信息论创始人美国学者香农

指出“信息是用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然

而在当前信息爆炸时代，良莠不齐的海量信息反而

增加了信息的不确定性 [36]。浩瀚如烟的信息海洋

增加了人们识别关键信息、整理核心信息、挖掘有

效信息的难度。对此，数据新闻以其可视化、重点

数字展示的方式节约大众认知资源，消除信息熵。

2023 年 9月 13日，澎湃新闻发布《中国城市 70年

天气数据大盘点：更热、更涝、更极端》[37]，文中

将气候变化趋势的多项数据制作为可视化的图表内

容，更清晰地展现气候的动态变化，让大众能在最

少时间内得到最关键有效的信息。10 月巴以冲突

爆发，我国部分公众对此高度关注，然而关于冲突

的具体情况，网络平台存在诸多说法。10月 19日，

澎湃新闻再次以数据新闻方式发布《近5000人丧生，

卫星图看巴以冲突 12天发生了什么》[38]，通过梳

理卫星遥感数据、历次冲突伤亡数据以及媒体公开

报道，用可视化的卫星图还原这 12天里陷入战火

的加沙地带，大大提升了受众的信息获取效率。阿

尔文·托夫勒曾说过：“未来的文盲不再是那些不

会读写的人，而是那些不会掌握学习技能的人。”[39]

这句话强调了信息爆炸时代公众要学会利用工具来

帮助自身处理海量信息的重要性。而数据新闻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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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便是这样一个重要工具，其背后媒体通过强大的

信息获取能力、信息分析能力和数据可视化技术，

充分发挥着主流媒体廓清信息迷雾的“指南针”作

用。

（二）直观解读：借助大数据做新时代的瞭望

者

做社会“瞭望者”一直是新闻媒体的核心功能

之一。以往记者们描述社会变化的方式基本是依靠

自身的采写编评，较难展示全面化的社会图景。大

数据时代，数据新闻海量、客观的特点有助于记者

以大数据方式做新时代的瞭望者，更好地告知公众

世界的变动。2023 年 6 月 9 日，民政部公布 2022

年全国结婚登记量为 683.3 万对 [40]，是民政部自

1986 年以来公布结婚数据的历史新低。6月 12日，

澎湃新闻从全球视角对比剖析婚育问题，发布《结

婚人数屡创新低，中日韩婚姻都有什么变化？》[41]，

从中国的不婚晚婚现象扩展到国际，综合中日韩三

国数据，对当前婚恋趋势进行分析，帮助公众了解

世界变化。2023 年是疫情防控放开后的第一年，疫

情后经济重振问题成为许多人关注焦点。7月16日，

新华社发布的《这就是信心！ 8组数据带你看 2023

年上半年经济活力》[42] 对本年度上半年居民用电量、

贷款数、旅游人数等维度的突出数据进行报道，直

观陈述经济发展趋势，增强公众消费信心。人类作

为一种社会性的具有思维能力的动物，离不开对外

部世界的了解，需要不断获取新的信息，以便根据

实际变化决定今后行动。新闻行业的诞生使得大规

模的社会信息传播成为现实，而报道新闻则成为其

最重要的社会职责和基础工作内容。数据新闻带动

媒体以大数据方式呈现社会变化，更好地帮助人们

判断自己所处的世界，并对未来决策提供帮助。

（三）回应舆论：“后真相”时代引导公众理性

思考

“后真相”时代，网络舆情因多方利益诉求的

不同而表现为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破解这一困境

的关键在于去除网络中的“罗生门”景观、促进信

息资源供给的优化和完善 [43]。其中，客观、中立的

数据便是最具说服力的证据。2023 年数据新闻在展

示各方利益诉求，引导大众理性思考，解决舆论争

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8月 30日，石家庄推出“老

年人高峰时段地铁不免票政策”引发争议。次日，

澎湃新闻发布《老人免费乘车挤占上班族通勤资源，

是真的吗？》[44]，该文使用调研数据结合过往数据

分析了老年人出行高峰与通勤高峰是否重叠、公众

态度、政府政策等，并以可视化方式将事件全貌客

观呈现，一定程度缓和了老年人与年轻人之间由于

出行产生的对立情绪。“后真相”时代，网民的信念、

情绪、态度和价值观容易受到“网络巴尔干化”和“回

音室效应”等导致的“过滤气泡”的影响，网络主

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不断减蚀 [45]。这一背景下的主流

媒体更需履行好自身职责，在内容上下功夫。对于

重大舆论争议事件，在及时、真实报道的基础上，

可进一步考虑以数据新闻的形式展示多方观点，满

足网民对深层次新闻信息的需求。

结  语

回顾 2023 年传媒内容生产，其在时代融合、

方式融合、融合科普和融合数据方面已有诸多创新。

展望2024年，本文浅谈如下建议。在底层逻辑层面，

主流媒体必须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

在推进党的大政方针政策上发挥先锋引领的示范作

用；在技术层面，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未

来主流媒体可以利用其不断自我进化、自我学习的

特点赋能媒介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对于传媒内容生

产链条的重塑性可能；在受众层面，随着新媒体环

境下受众本位的发展，主流媒体需要进一步挖掘各

年龄段受众需求的复杂性，突破传统思维限制，从

受众角度思考其信息需求并予以满足；在社会层面，

面对复杂的舆论环境，主流媒体应强化对时代脉搏

的把握，做好新时代的知识传播，动员社会力量，

纾解舆论矛盾，促进社会良性、健康、平稳发展。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圈群生态视域

下网络舆情治理现代化创新路径研究”（批准号：

23BXW04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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