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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媒体时代，媒体格局、传播方式

和受众习惯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推动传

统媒体结合自身特点，积极与新媒体端融合创

新，从而催生出大量蓬勃发展的新媒体产品。

本文试以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新媒体媒资管理为

研究对象，分析新媒体端节目收存管理现状，

探索从无到有、应收尽收、价值为先三阶段收

存管理体系思路，提出亟待完善的四个方面支

持，并以此文为实践手册指导业务。

关键词：新媒体　媒资　收存管理体系  数

字化改革

信息数字化技术高速发展推动全媒体时

代的到来。在全媒体时代，新媒体发展和裂变

的速度，对传统媒体带来沉重打击的同时，驱

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加速系统性融合，谋求

相互补充、差异发展，最终实现共同进步的

双赢局面。积极顺应融媒再出发，浙江广播

电视集团（以下简称“集团”）坚持“新闻立

台、文化强台、融合用台”，在媒体融合方面，

聚力打造中国蓝新闻、中国蓝 TV、北高峰等

重点客户端，悉心布局“美丽浙江”、钱江视

频、浙样红 TV 等特色新媒体端，呈现全面

铺开、多点开花的灿烂局面。随着集团媒体融

合的深入发展，新媒体端节目收存管理问题随

之而来。如何结合集团自身优势，更好实现新

媒体端内容收存管用发，并以从无到有、应收

尽收、价值为先三个阶段创新构建收存管理思

路，指导实践、分阶落实，是媒资从业人员面

临的全新业务形态。

一、新媒体端节目收存现状

“新媒体节目”广义上是指与“传统媒体

节目”相对应，以数字压缩和网络技术为支撑，

大容量、实时性和交互性的节目。在一定意义

上，指约定俗成的与“大屏端节目”相对应的

“小屏端节目”。为切实掌握广电行业新媒体节

目收存现状，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下属浙江广播

影视资源中心（以下简称“资源中心”）对国内

及集团新媒体端节目收存状况进行了深度调研。

（一）国内主要几大广电同行新媒体端节

目收存现状

目前全国几大主要广播电视集团，如北

京、江苏、广东等均暂未全方面、全链路推行

新媒体端节目的收存和管理，央视和上海 SMG

正在积极探索新媒体端节目收存，央视目前主

要收存“央视频”端自创新媒体节目，形成新

媒体微主题精品素材库，SMG 情况类似，收

存“看看新闻”新媒体端自创节目。

（二）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新媒体端节目收

存现状

1. 集团各频道新媒体端节目生产情况

集团各生产单位的新媒体节目主要包括各

频道客户端节目、各类小屏端直播、抖音快手

视频号节目、大小屏同播节目活动等，以上几

大类新媒体节目涵盖率几近 98%。传统节目收

存有着严格的密级设定、分级标准，而与传统

节目不同的是，新媒体节目是快消品，更加注

重节目的实时性、快捷性、回调率与响应度。

总体而言，新媒体端节目收存需制定侧重点不

同的管理标准和收存模式。

2. 集团新媒体端节目收存情况

根据集团 2015 年出台的《广播影视资料

管理规定》《广播影视资料在线收存管理办法》，

对于新媒体节目暂时不进行收存。自 2021 年

起，资源中心主动求新求变，以政务号“美丽

浙江”抖音号为试点，进行新媒体节目收存和

媒资管理

——以浙江广电集团新媒体端节目收存管理为例

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
积极探索新媒体端节目收存管理体系构建

柳清荣　徐繁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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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化管理的探索。从最开始的媒资专员拿着

移动硬盘上门拷贝，到通过数字化赋能，在中

国蓝云平台实现新媒体节目提取收存，为期一

年的时间，资源中心累积了有别于传统节目的

新媒体节目收存管理经验。

二、集团新媒体端节目收存管理体系构建

思路

基于集团新媒体节目收存现状，资源中

心正努力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积极探索新媒

体端节目收存管理新方法，尝试构建一套标准

化归档、标签化分类、便捷性应用、云端化存

储的新媒体端节目收存管理体系。计划分为三

个阶段实施推进，以点带面，成熟一步推进一

步，实现有效控制并逐步解决新媒体节目系统

性收存管理缺失的现状，努力成为行业内全链

路推进新媒体节目收存的先行者。

第一阶段：“核心收存”确保集团重点——

突出重点，从无到有

鉴于集团目前实际情况，计划从新媒体

内容资源管理入手，确保重点、兼顾一般。第

一阶段收存以下三大类新媒体节目：一是中国

蓝新闻客户端视频节目、美丽浙江抖音号短视

频、北高峰自创短视频必收；二是集团重点、

集团交办、集团扶持、频道重点等四类节目活

动所产生的新媒体相关节目素材必收；三是频

道特别申请收存的新媒体节目，经频道确定、

资源中心筛选审核后进行收存。通过以上三大

类新媒体节目收存，基本可形成集团新媒体主

题式精品媒资库。在此过程中，调整四级编目

方式，形成以高频、热门标签管理为主的高效

收存管理机制，并在成熟的新媒体节目收存管

理模式成形后全域推广。

第 二 阶 段：“ 核 心 收 存 ” 扩 大 到 频 道 重

点——扩大范围，应收尽收

在第一阶段完成了对集团几大重点新媒体

节目的收存且积累了可操作、可落地的系统经

验并形成操作模式后，重点着手解决内容资源

流失问题，以堵住新媒体节目收存漏洞。除销

售活动、线上 MCN 带货等商业性节目活动以

及部分信息量少、典型性弱的慢直播节目外，

实现小屏自制节目有效收存。大小屏同播的节

目已在大屏端实现收存管理，所以这一阶段收

存的小屏端自制内容重心扩展至各地面频道视

频号的自创短视频，如各大主播视频号新闻

姐、小强、方雨、舒中胜等频道重点新媒体视

频内容。根据不同类别的新媒体节目实行不同

分级的管理。

第三阶段：建立新媒体节目收存的行业标

准和规范——筛选甄别，价值为先

传统节目在播出入库收存前经多道工序并

进行严格审核修改，可播出的节目自然达到入

库收存标准。与传统节目不同，新媒体节目形

态多样，来源不一，因此需对不同节目形态进

行筛选甄别。在第三阶段，面对海量新媒体节

目内容，需制定规范合理专业的准入标准，符

合准入门槛的新媒体节目方予以入库。在全国

范围内，目前尚未形成一套成熟完善、可执行

性强的新媒体节目入库标准。这需要我们在前

两个阶段实战中梳理总结，并综合自身情况与

特点，建立符合浙江广播电视发展需求的行业

标准。此外，除商业性节目活动、慢直播节目

外，还需投入专业人员，以排查重叠度高、价

值度低、使用率差、响应度弱的新媒体节目，

以减少数据冗余、提高检索效率，并确保新媒

体节目库的收存价值。

三、新媒体端节目收存管理体系构建亟需

解决的问题

新媒体端节目收存管理体系的构建，不是

一朝一夕，或仅依靠资源中心现有力量就可完成

的，它需要技术端有支援、内容生产单位有支

持、媒资人员业务素养有提升、管理服务有优化

等，不断适应新生媒介事物，切实从硬件和软件

两方面推动构建新媒体端节目收存管理体系。

（一）技术端有支撑

技术是业务开展的首要条件。管理系统

构建首先要打通技术通道，在中国蓝云上实现

用户共享，并赋予资源中心通过平台提取各生

产单位新媒体节目的权利，这是实现对新媒体

节目收存管理的先决条件。同时，在新搭建的

智能媒资系统建设中，预留新媒体库的端口页

面，并实现后台打通。

（二）生产单位有支持

实现内容资源应收尽收关键是要在源头做

好内容资源把控。根据集团各频道年度收存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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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实录，各生产单位需安排专人专职把年度收

存计划实录中所涵盖、已发布的新媒体节目上

传至中国蓝云端进行归档提交，由资源中心审

核后分类收存。

（三）媒资人员业务素养有提升

新的业务模态带来新的工作流程变革和新

的业务能力需求。在新媒体收存的第一阶段，

在媒资标签智能化基础上，要进行 AI 标签人

工完善，通过 AI 不断迭代学习，最终实现标签

的有效率达标。在新媒体收存的第二阶段，随

着收存范围扩大，收存数量急剧增加，需要媒

资人员不断提高工作效率，确保新增大量日常

新媒体节目收存和整理需求。在新媒体收存的

第三阶段，目前尚无法通过技术和软件实现满

足节目生产需求的筛查功能，需要媒资人员兼

具广电业务素质，进行新媒体节目的筛选工作。

（四）管理服务有优化

为进一步提高新媒体节目利用率，实现新

媒体节目充分共通共享。在集团内部，应简化

优化审批流程，通过人员权限设定进行管理，

即不同生产单位生产的新媒体节目统一汇聚，

只要符合权限设定的节目采编人员，均可在同

一平台对普通密级的节目进行互换共享、打通

使用；对于重要密级或是需要调出集团的新媒

体节目内容，进行规范化审批管理。

四、结语

本文以新媒体节目收存为契机，进一步理

顺新媒体节目资源管理体系、完善机制措施，

着力构建一套完整覆盖内容生产、收存归档、

出库管理的全链路新媒体节目管理体系，探索

实现包括新媒体端节目资料在内的版权媒资应

归尽归。内容生产方、管理方、技术方需明确

相应职责，建立从生产、归档、筛查、编目、

标签，到再调用、出库管理等全链路管理机

制。随着新媒体节目收存内容的增多和收存模

式的成熟，它在反哺大屏端节目生产中发挥的

作用将更为明显、更加突出。

（作者单位：浙江广播影视资源中心）

数字化时代的信息传播发生着巨大变化。

传统媒体市场份额骤降、传播力锐减，迫使传

统媒体调整姿态、加速改革。媒体资产管理系

统是媒体制作、播出综合网络的资源核心，也

是媒体资产高效、安全流转的关键，更需要强

化互联网思维，优化管理，高效运营，才能助

力媒体转型发展。本文从构建新时代的智能化

媒资管理系统的要求出发，通过媒体资源的数

据化、一体化、网络化管理，提升媒体节目生

产制作效能，从而实现媒体资源的再利用、再

开发，进一步推进媒体转型升级与深度融合。

一、传统媒体资源管理的行业痛点

（一）媒资入库方式单一

目前，大多数媒体使用的媒资系统是通过

上载工作站进行资源的人工上载，外部资源也

较为依赖人工导入。过于单一的媒资入库方式

无法满足移动回传、灵活办公、多级互联协同

的新型内容生产模式的需要。

（二）人工编目成本过高，检索困难

传统媒资系统的媒资检索依赖前期大量的

人工编目。在实际编目执行过程中，存在着编

目工作量大，编目标准难统一、编目效果受个

体影响大等情况，如果未能按标准对媒资进行

编目，将会导致媒资检索困难。

（三）内容安全缺少技术保障

对媒资内容安全的审核，传统方式以人工

审核为主，这就要求审核人员有较高的政治素

养。同时，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工审核成本在

媒资的出入库管理上。而敏感信息本身是动态

变化的，若是初期编目信息不够完善，找出历

数字化时代的媒资管理与运用
朱　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