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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新探

台建设方面。核心是通过互联

网采集、接口导入、历史数据导

入、远程汇聚等各种方式，将传

媒集团内部资源、互联网资源、

第三方资源以及UGC资源汇聚

到大数据资源中心，实现信息

和数据资源的汇集。二是在智

能生产和传播平台建设方面。

核心是建立起智能化的新闻线

索智能决策系统、智能创作系

统和融媒体智能发布系统，实

现创作的智能化、个性化，提高

新闻采编的效率和针对性，进

而实现新闻内容的一次加工和

多渠道多终端统一发布，将新

闻资讯和信息服务点对点推送

给潜在用户，实现信息服务的

个性化、智能化。三是在用户

沉淀平台建设方面。核心是用

户画像，即对采集数据进行分

析，通过不同模型及算法实现

对用户肖像的刻画、行为轨迹

的分析等多维度的分析，为产

品优化、精准营销，以及面向用

户的智能化服务提供服务。

（3）流程再造是前提

融媒中心既是新理念，又是

技术系统，更是新流程。当前

很多传统媒体搭建的融媒中心

难以日常化运作，其根本原因

是没有对采编流程进行彻底重

构和优化，导致旧有采编流程

和融媒中心存在根本性冲突和

矛盾，融媒中心难以真正有效

发挥作用。对于县级融媒中心

来说，必须首先按照融媒中心

的要求来重构采编流程。

（4）市场化能力是保障

县级融媒中心要真正有效

运作，必须具备强大的市场化

能力，否则即使县级融媒中心

建设得再好，也难以有效运转。

具体来说，一是具有强互联网

思维和互联网能力，能够有效

实施“互联网+”；二是县级融媒

中心的队伍要精干高效，具有

较强的业务能力；三是建立起

激励有力、约束有效的薪酬制

度以及能上能下的干部任用制

度，充分激活全体员工的积极

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四是高效

的服务能力，发展转型服务能

力是关键，没有服务能力一切

都是妄谈。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

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高级

经济师）

丛 松

提效与降本
智能+时代的媒体融合与创新

随着5G商用的正式开始与

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落地，大

数据+AI 已经成为产业发展最

核心的驱动之一。这些新兴技

术的应用不仅改变了我们的资

讯获取方式，也形成了新的媒

体生态。今天我也想结合人工

智能这一最新的发展现状和当

下的时代背景，谈谈“智能+”时
代的媒体融合与创新，谈谈我

们如何让技术赋能，在内容生

产和消费上“提效与降本”。

融合·内容生产与消费的线

性效率

传统意义的媒介融合是媒

介渠道的融合，也就是电视电

台纸媒之间的配合。具体到我

们这个时代、这个行业，媒介的

融合更多的是同一链路里，生产

与消费环节的融合。近年来，媒

体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已经

由早期的概念进入了产品阶段，

并撬动了媒体行业内容生产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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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新探

度、生产方式、个性推荐、用户体

验等多方面的深刻变革。

新浪 进入智能媒体时代

以新浪来说，成立在 1998
年的门户时代。2005年新浪推

出了博客，引领了 UGC 内容的

时代潮流；2009 年 8 月微博内

测，把整个互联网媒体带入了

社交媒体的时代；到了 2018，新
浪成立 20年，基于大数据、人工

智能时代的发展，新浪也进入

智能媒体时代。

以技术创新提效「采编审

播」全流程

依托新浪 20余年积累的丰

富内容数据，加上新浪微博 10
年来开放的社交媒体数据，新

浪新闻App率先实践AI支撑战

略，实现了“采编审播”全链路

的智能化应用。在新闻的生

产，新闻线索的发现挖掘，新闻

的编写、审核、内容的聚合与分

发上，都应用了人工智能技术

来完成整个新闻生产和传播内

容过程的提效和创新。

鹰眼线索

在内容采集方面，新浪自主

研发了鹰眼系统。鹰眼的热点

探针，运用机器深度学习与实

时计算帮助采编团队对新闻热

点的酝酿、引爆、爆发、传播过

程进行建模，通过对某一热点

新闻阅读量、转评量、点赞量的

变化分析，可将其预判为潜在

热点，并根据实时监控情况第

一时间向用户推荐。

以巴黎圣母院大火事件为

例，大概在 2019 年 4 月 16 号的

凌晨一点，微博上有一个博主

发出了巴黎圣母院大火的第一

张照片。这条微博命中了我们

鹰眼系统重大事件捕捉的探

针。我们的编辑在第一时间通

过第三方对内容的真实性做了

核实。十分钟之后，一点十四

分，我们的这篇新闻就通过新

浪新闻 APP 和@微天下微博账

号进行了全网的首次发布。

与此同时，鹰眼系统还会对

这一条消息在微博平台的爆发

和转发过程做监测。我们监测

到，在之后的十分钟之内，微博

上头部账号的转发是平时日均

传播量的 10倍还多。我们鹰眼

系统会判断这是一个正在形成

的热点，系统会告诉我们的编辑

准备相关的新闻和相关的历史

内容，做相关的智能专题。这个

就是我们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来

快速发现热点，快速挖掘线索的

这样一个能力。

AI写作

在内容编辑方面，新浪新闻

App 在机器模板中自动填充与

更新数据，快速提升发稿能力。

除了可实现 7×24小时不间断的

自动化新闻播报外，还可以实

现热点事件的人工智能聚合专

题。前不久的奔驰女车主投诉

事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个

事件发酵的过程比较长，前后

跨度较大，还不断有反转和新

剧情，用户在任意时间点接收

到这个新闻，都需要了解事件

的前因后果。我们是怎么做的

呢？我们通过自然语言处理的

一些技术自动提取事件的来龙

去脉，把事件的脉络线用关键

时间点按照时间序梳理出来，

然后将每个脉络的关键新闻信

息自动拼接起来，这样我们的

消费者、读者可以在任何时间

点进到这个专题，迅速掌握这

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这也是我

们媒体AI的一个功能点。

视频云剪辑

通过云剪辑技术，我们可以

将长视频或直播视频做实时拆

条处理，提炼出 2、3分钟的短视

频或GIF 图，再次聚合传播，方

便用户观看。大家都熟悉NBA
比赛，比赛的时间是每天早上

的八点到十点，正好是上班时

间。可能一些球迷没有办法从

头到尾看完整场比赛。我们提

供什么服务呢?我们通过视频云

剪辑的在线视频素材库和在线

快速剪辑，将微博里@NBA官微

等账号发的精彩视频自动剪辑

出来，推送给球迷用户。让用

户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就能快速

看完精彩瞬间，也让用户的信

息获取变得更为高效。

智能审核

在智能审核方面，新浪新闻

App突破了原有模式审核技术，

与中科院等科研机构进行深度

合作，利用深度学习模型提高

端到端的学习效率，以此来提

升系统对敏感内容的过滤机

制，保证信息的真实可靠。

智能分发

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内容

场景也不再局限于PC、手机端，

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家居、互联

驾驶的汽车屏等均将成为用户

观看、收听新闻资讯的媒介。

因此，全景生态也成为了新浪

的未来重点布局。

追求极致 必有回响

日前，新浪新闻App已实现

日活用户规模超过 4000 万，月

活用户规模突破 1亿，稳居行业

前三。新浪新闻APP整体的生

态流量月度活跃用户流量规模

已达 4.1亿，是整体生态流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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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领跑者。

创新·新传播形态的开拓

成本

基于人工智能得天独厚的

优势，内容生产全流程“智能

化”成为趋势。在节约人力成

本，提高生产环节效率，提升用

户交互性体验层面，AI 的探索

与创新在智媒体平台的未来发

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内容分发融合·生态流量池

的捕获效率提升

刚才提到了一个数据：新浪

智媒生态流量4.1亿。这个数据

的含义是，一条在新浪的新闻

最多可被多少人消费和阅读；

或者说，媒体合作方和内容创

作者是在一个多大的生态流量

池里，做目标用户的捕获。这

种内容流量和用户的捕获有两

个方面：一是我们自身的内容消

费平台和用户足够多足够广，既

有资讯属性的新浪新闻客户端、

同属一个账号体系的社交产品

微博、wap端的流量巨头手机新

浪网，以及在垂直领域深耕多年

的老品牌新浪体育、新浪财经

app，此外还有华为等优质的站

外合作平台；二是内容到平台的

流量捕获效率足够高——从新

浪看点创作者平台发布，可以直

达以上所有平台。

庞大的用户基数和用户对

基于兴趣的内容消费需求升

级，意味着更强大的内容运营

实力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撑。

新浪新闻App在内容源上引入

优质内容——央媒 100%覆盖，

与 3000 多家权威主流媒体合

作，3.8万个垂直领域头部作者

深度合作；同时也开启 AI 辅助

人工严格把控自媒体内容品质

的双重保障。

推荐算法

从当前的智能分发来看，内

容到用户的匹配过程，已经可

以精确到不同质量和类型的内

容、不同的消费场景、不同兴趣

和地域的用户等等。我们通过

对内容生产源的细分，再根据

不同的消费场景，以及用户消

费偏好的数据，建立模型进行

个性化兴趣推荐，真正做到“千

人千面”。

微博 新闻 立体的用户

图谱

新浪新闻 App 不断改进算

法，除了打造“要闻频道”“精选

栏目”等创新应用，持续满足用

户的短期兴趣和深度兴趣阅

读，还凭借与微博的双平台数

据打通，通过社交+资讯的双媒

内容场景，建立了更立体、更细

化的用户标签，有效避免了信

息茧房造成的过度推荐。

新浪&微博 双平台账号

互通资源赋能

新浪新闻和微博双平台账

号打通的新传播创新，除了数

据上的互通，更重要的一点是

双端资源上的赋能。在内容热

点运营上，通过微博矩阵联动

上亿双端用户——@新浪新闻

@新浪新闻客户端两大账号在

微博月度话题总阅读量达到 97
亿，喜提微博优质头部话题主

持人总榜第三。

社交+资讯的优势互补在

内容上也非常突出，微博的内容

以短讯为主，更深度的报道以及

专题报道，微博内容可以直达新

浪新闻 APP。不仅从内容上互

通，双端曝光资源通过打组合

拳，提供了亿万+曝光量级。

强新闻基因

新浪 20年的历程其实是经

历了互联网媒体一个很完整的

发展历程，本身也被深深地打

上媒体的烙印。在媒体烙印里

面，新浪一直秉持的是对高品

质内容的追求和坚持。不管是

7×24 小时的热点实时报道，还

是专业的、深度的、垂直领域的

报道，新浪都有强大的内容运

营实力作为支撑。

平台合作·全面、开放、共赢

新浪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

门户网站，我们在内容建设、产

品建设、技术建设上面一直在

不断地努力，守住内容价值的

核心，利用技术创新不断提升

内容创作与传播的效率，通过

产品创新不断满足用户的信息

消费需求，这也是新浪人 20 年

来一直坚持的初心。

结语

浙江广电集团及旗下浙江

卫视、浙江交通之声等也早已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电视台电

台，而是全屏全媒体互动的新

型主流媒体，在与新媒体融合

的道路上勇于尝试，充分发挥

专业的内容制作能力，并与新

媒体平台深度合作，与时俱

进，打造出了很多广电+互联

网双端融合的新样本。我们

希望新浪和浙江广电能够继

续强强联合，让主流媒体制作

的优质内容在新媒体平台上

焕发出强大的能量，让优质内

容第一时间触达用户，希望我

们通过媒体融合的不断创新

尝试，打造出更多的媒体融合

新爆款。

（作者为新浪移动内容运营

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