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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新探

郭全中

县级融媒体中心
建设的方向与路径

自从 2014年 8月 18日中央

提出媒体融合以来，媒体融合

不断落实和深化，取得了不错

的效果，但是距离想要达到的

目标仍存在不小的差距，而县

级融媒体中心则是媒体融合的

进一步下沉。

一、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媒体

融合的进一步下沉

（一）媒体融合的提出

2014 年 8 月 18 日，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

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

导意见》，习近平同志指出“推

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

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

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

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

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

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

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

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

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

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

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

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

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

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

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

在媒体融合的顶层设计上首次

提出：一是在融合思维上要强

化互联网思维；二是融合目标

是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

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

体集团。

（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的提出

2018 年 8 月 21 日，习近平

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上指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

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

务群众”。这标志着推动媒体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进程已经开

启，我国媒体融合的战略中心

下沉到县级区域，并且要求在

引导好群众的同时要服务好群

众，对媒体融合目标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2018 年 9 月 20 日，

中宣部作出部署，要求 2020 年

底基本实现县级融媒体中心在

全国的全覆盖，2018 年先行启

动600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三）提出“媒体融合发展不

仅仅是新闻单位的事”

2019 年 1 月 25 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在人民日报社就全媒

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

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同志

指出“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

加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

段，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

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

有效整合，实现信息内容、技术

应用、平台终端、管理手段共融

互通，催化融合质变，放大一体

效能，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

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在顶层设计上，对如何实现科

学的媒体融合做出了具体部

署。并在深刻认识到传统媒体

自身力量不足的背景下，习近

平同志进一步指出“媒体融合

发展不仅仅是新闻单位的事，

要把我们掌握的社会思想文化

公共资源、社会治理大数据、政

策制定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巩

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综合优

势。”这为媒体融合充分利用制

度优势进行跨界融合指明了方

向，其本质是指充分整合各类

资源来打造新时代的治国理政

新平台。

二、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中

的难题

第一，新旧融合，比新建更

难。当前县级媒体的主要形式

是县级电视台，这就决定了县

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是以当地的

县级电视台为主，并整合当地

的其他媒体资源来组建。媒体

融合的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基

于旧媒体的整合式融合必然会

面临观念转变、人员整合、体制

机制调整、利益重构等一系列

难题，这也导致县级融媒体中

心建设面临的挑战会比直接建

设新媒体更多，也更难解决。

第二，定位狭窄，依然难以

跳出媒体看媒体。当前，囿于

观念、能力、路径依赖等因素的

制约，绝大多数县级融媒体中

心仍然只是把自身定位为媒

体，而没有跳出媒体看媒体，也

没有充分利用体制性优势来获

取其它稀缺资源，更没有致力

于成为当地治理能力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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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观念陈旧，路径依赖。

从目前传媒业发展实践整体来

看，在观念上，传统媒体落后于

互联网，传统电视落后于传统

报刊，地市级电视台尤其是县

级电视台落后于中央和省级电

视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绝

大多数县级电视台的观念仍然

停留在十年前甚至更久的时间

前，他们不仅自身观念陈旧、落

后，不少还有着盲目的自信和

骄傲情绪。县级融媒体中心观

念陈旧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认为本身是事业单位，国

家一定会兜底，自然没有动力

改变；二是仍然把自身定位为

媒体，导致自身难以充分利用

体制性优势；三是由于本领恐

慌，仍然较难接受采编流程的

彻底重构；四是虽然认识到技

术的重要性但是内心深处仍然

对技术有轻视之心；五是对用

户高度参与仍然抱有排斥心；

六是过度重视传统媒介的传播

效果而相对轻视互联网传播的

效果，重社会效益而轻视经济

效益，重舆论引导而轻视服务

能力；七是依然摈斥“内容为

王”的理念，在融合转型的过程

中采取的是“内容+”思路，即只

是把自身有限的内容拷贝到互

联网媒介上，而不是采取“互联

网+”思路；八是依然是升级和

优化既有设备，而不是按照“移

动优先”、“数据优先”、“智能优

先”的思路，进行彻底的互联网

转型。例如，现在不少县级融

媒体中心花费了大量的宝贵资

金更新换代既有设备，重设备

轻人才，重硬件轻软件，导致融

合方向出现偏差。

第四，队伍老化，本领缺失。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对县

级融媒体中心人员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但是县级融媒体中心

的人才队伍不容乐观，综合素

质和能力远远不能满足融媒体

中心建设的高标准和高要求。

第五，机制僵化，激励不够。

县级媒体尤其是县级电视台长

期以来采取的是事业单位体

制，基本上依靠财政补贴生存，

不仅体制机制相对僵化，而且

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导致整

个单位的活力严重匮乏、市场

化能力缺失、服务意识和能力

低下。

第六，落后地区的资金不

足，举步维艰。从浙江的县级

媒体发展实践来看，除了萧山

日报、瑞安日报等 40 多家县级

报、浙江长兴传媒等少数的县

级融媒中心和县级电视台之

外，无论是发达地区的还是欠

发达地区的县级媒体，其主要

收入来源都是财政补贴。对于

实力强的经济发达地区来说，

只要当地给予充分的重视，县

级融媒中心建设的资金就会相

对充足。在实地调研中，有些

地方除了给予事业编制人员收

入保障外，还给予设备购置费、

项目专项费和融媒体中心建设

专项费等，县级市每年给予的

各类补贴在数千万元之上。但

是对于实力弱的经济落后地区

来说，当地即使再重视，也难以

给予充足的资金保障。例如，

一些经济落后地区的县在当地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只给予

200万左右的费用，除了购买用

于展示的大屏之外，基本上就

没有资金做其它的事情了。

三、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

方向与路径

（一）融媒体中心建设的主

要思路与方向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主

要思路如下：一是致力于打造

当地的新时代治国理政新平

台；二是先ToG，再ToB，再ToC；
三是整合当地的政务资源和媒

体资源，建设统一的融媒体中

心；四是技术和内容双驱动，大

幅度提升市场化能力。

建设方向与路径如下：方向

是新时代治国理政新平台，具

体表现为：智慧城市+智慧政

务+政府大数据+智媒体+智慧

社区；路径是省级云平台+市县

级融媒体中心。例如，以“中国

蓝云”平台为支撑，服务支持全

省市县两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集团通过“整体代建、部分代

建、轻量级接入”等多种方式建

成融媒体中心项目。具体措施

如下：一是强化政府引导，走稳

媒体融合发展道路；二是健全

制度管理，促进媒体融合规范

化发展；三是重视人才培养，构

建媒体融合多元化人才队伍；

四是主动跨界合作，实现媒体

融合经营管理创新。

（二）具体思路：一二三四

思路

1.一大中心：建立用户连接

要想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

群众，必须以拥有足够多的用

户为前提，这就要求县级融媒

中心必须以用户为中心，与用

户之间建立起有效连接。

首先，“以用户为中心”，是

指“用户在哪里，我们就到哪

里；用户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

什么样的服务”。在具体实施

方面，是指在搭建大数据技术

和资源平台、智能生产和传播

平台、用户沉淀平台三大平台

的基础上，通过结合不同的场

景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精准化、

定制化的资讯和服务，使之沉

淀在自身的平台，成为自身的

真正用户。

其次，要清晰理解用户的概

念。所谓用户，是指县级融媒





BROADCAST
B
R
O
A
D
C
A
S
T

T
E
L
E
V
IS
IO

N

视听纵横2019·6 …………
…

…

▲

媒体融合新探

中心能够切实掌握其各方面的

数据和真实需求的用户。具体

来说，用户必须是在线的和高

频的，也必须是基于大数据技

术的。唯有如此，才能积累起

能够有效分析用户需求的数据

量和合理的数据频度，才能利

用大数据技术对用户进行精准

画像，也才能切实有效地掌握

用户的真正需求。

2.两大目标：建设现代传播

能力和构建新商业模式和盈利

模式

理论上讲，无论是县级融媒

中心还是其他媒体的融合转

型，最终目标都是两个：一是打

造现代传播能力，即打造互联

网用户众多且传播能力强的基

于互联网的传播能力，其本质

是传播能力的现代化，也即互

联网化；二是重建商业模式和

盈利模式，即在重建用户连接

的基础上通过打造数据产品或

垂直化服务或多元化产业来重

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其本

质也是打造互联网的“免费+收
费”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

当然，由于我国不同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悬殊，不

同县级传媒业市场空间差距也

很大，对于经济发达、人口数量

多、传媒市场规模大的县，其目

标既要打造现代传播能力又要

重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例

如，浙江、广东、江苏等地经济

较为发达的县级区域；对于经

济欠发达、人口数量较少、传媒

业市场空间有限的县，重建商

业模式和盈利模式的难度很

大，目标应定为单一的打造现

代传播能力。

3.三大原则：四化；综合服

务化；充足的资金保障

首先，要坚持移动化、数据

化、智能化、服务化的四化原

则。一是当前智能手机已经成

为标配，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

整个社会的操作系统，这就要

求县级融媒中心必须基于移动

化来进行构建；二是大数据正

在蓬勃发展，要想变受众为用

户必须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

这也要求县级融媒中心必须基

于数据化进行构建；三是人工

智能技术正在重构各行各业尤

其是资讯服务业，这就要求县

级融媒中心也要基于智能化来

进行构建；四是由于县级区域

难以有充足的新闻资讯，这就

必须加强服务类资讯的采集，

来更好地服务好当地用户。尤

其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县级融

媒中心来说，移动化的红利已

经难以获取，而数据化、智能化

和服务化还有很多红利值得深

度挖掘。

其次，坚持综合服务化的原

则。对于县级融媒中心建设来

说，存在着两种方案，一种是仅

仅具有新闻传播功能，另外一

种是融合其他功能。当前随着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

快速发展，大融合已经成为大

势所趋，政务服务、政府数据公

开、智慧城市建设和智能传播

已经密不可分。因此，在这种

情况下，应以融合的方式，实现

智能传播、政务服务、政府数据

公开、智慧城市建设等功能有

机融合。

第三，坚持充足资金保障的

原则。当前，传统媒体在向互

联网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的一大

难题是人才严重流失，具体到

县级融媒中心的建设，就要求

县级融媒中心要有充分的资金

保障。而充足的资金保障一种

来自于成功构建商业模式和盈

利模式，另外一种则基本来自

于当地财政补贴。当然还有另

外一种方式，即通过多元化经

营来反哺县级融媒中心建设。

4.四大关键：观念转变是先

导；三大平台建设为抓手；流程

再造是条件；市场化能力是

保障。

（1）观念转变是先导

一是变“内容为王”为“用户

体验为王”。传统媒体以内容

起家，长期以来奉行“内容为

王”的圭臬，但是在互联网带来

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并已经成为

整个社会和商业的底层架构和

标配的情况下，就要求世易而

时变，扬弃以往成功的经验，树

立起适应互联网思维的新想

法。而要真正实现“换脑”，一

要切实转变传统的“内容为王”

思维，确立“用户体验为王”的

思维，真正赢得用户的信任；二

要实现绝大多数员工和管理层

观念的彻底改变。

二是积极进行观念转型。

一要放空。互联网媒体和传统

媒体存在本质性的区别，传统

媒体的运作规则完全不适用于

互联网媒体，这就要求传统媒

体进行彻彻底底地转型，必须

彻底清零、归零旧观念，然后再

植入新观念，即“放空”。二要

一把手先完成转变。传统媒体

转型的关键在于有一个优秀的

一把手，只有一把手实现了观

念转型，才能进一步积极推动

领导班子观念的转变，再进一

步推动整个团队观念的转变。

三要利用系统培训来毁“旧三

观”。任何重大转型和改革的

实施，必须先变观念，而培训无

疑是转变观念的最为有效手

段。四要内部研讨。转变观念

的另外一种有效途径就是内部

研讨。

（2）以三大平台建设为抓手

一是在大数据信息资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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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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