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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视频长视频：：
传统电视媒体深度融合的突破口传统电视媒体深度融合的突破口

我看深度融合

摘要：电视媒体进入深度融合的下半场，

必须找准突破口，精准发力，才能绽放光彩。

长视频，就是这样一个突破口。相比新兴视频

媒体的碎片化、游离态，传统电视媒体的优势

在于权威性、整合型，尤其在长视频的构建、

制作和传播上掌握绝对话语权。短视频风光无

限好，长视频老骥伏枥久。本文通过长视频与

短视频的比较，剖析长视频的长板和短处，分

析长视频的实际操作手法和运用方案，尝试为

长视频在电视媒体深度融合中作为突围先锋开

辟出一条可行性道路。

关键词：长视频 传统电视媒体 深度融合

从2014年上升为国家战略至今，媒体融合

在新闻、专题、综艺、电视剧等各个领域全面

绽放，但找到突破口始终是第一要务。近期发

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传统电视媒体的这个突

破口已经被找到，那就是长视频。无论是阿富

汗巨变、塔利班掌权，还是东京奥运、点燃激

情，或是郑州大水、受灾严重，这些夺人眼球、

高举高打的报道，传统电视媒体都采用了“组

合式+深度型”的长视频传播方式，全方位解

读了新闻及新闻背后的故事。

一、长视频的特点更加适合传统电视媒体

之所以把长视频，而非短视频，作为深度

融合的突破口，是因为长视频不同于短视频，

它的特点更加适合于传统电视媒体。

（一）廓清短视频与长视频的区别

通常大家所说的短视频，是指15秒-3分钟

之间的视频格式，竖屏为主，内容偏向娱乐、

生活、信息、创意等；长视频，指的是 3 分钟

以上的视频格式，横屏为主，内容偏向专题、

访谈、综艺、影视剧等。

（二）短视频的特点

抖音、快手曾经不断升温，短视频在媒体

融合的上半场赚足了眼球，一时间风光无两，

靠的是什么？一是短小精悍、强劲有力的视觉

冲击，二是旗帜鲜明、主题突出的风格特点。

短视频的这些闪光点，让它在碎片化、信息流、

多场景的现代生活中，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

花，拥趸无数。人们在吃饭、等车、逛街、游

览的极少空余时间内，都可以通过短视频来获

取信息、传递感受、分享彼此。

（三）长视频的优势

其一，内容丰富。一部 5 分钟的片子，足

够把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交待得清

清楚楚，可以把一个人的前世今生、功过得失

讲述得脉络分明。而15秒的短视频，显然是做

不到的，哪怕是3分钟的片子，也较难成型。

其二，形式多样。长视频包括了专题、访

谈、连续报道、组合新闻，还有常用的视频直

播等，发人深思，回味无穷。就连当前最火的

直播带货，也是长视频的一种。

2020年4月，央视联合电商平台、社交平台

等，连续推出多场直播带货活动，名利双收，引

发大波热潮。首场朱广权与李佳琦的“小朱配

琦”组合，就吸引到1091万人次围观，微博话

题阅读量近8亿人次，累计卖货超过4000万元。

（四）长视频与短视频的角力

短视频提供的是一次广种粮的机会，撒下

一把可以收获一片，但它吸引到的仅仅是一部

分人群。由于圈层的不同，导致了受众的分化，

差异性的需求满足不了深层次的邀约。另外，

尽管短视频的“短平快”，让它在媒体融合的上

半场占尽先机，但是，更多的还是停留在新兴

媒体上。圈层文化的荡漾，使人们在获取碎片

化、印象化感知的同时，逐渐开始厌倦空洞的、

感性的信息获取，转而探寻更多理性沉淀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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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深度融合

识积累。长视频当仁不让地担负起了这一使命。

它可以破除信息茧房的束缚，更大限度地消除

信息的不确定性，让用户全方位地理解想要获

知的内容。正所谓不破不立。要想站稳脚跟，

传统电视媒体必须找准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

是自身的优势项目——长视频。

二、长视频与传统电视媒体深度融合关系

紧密

（一）深度融合需要向纵深挺进

深度融合并非简单的“1+1=2”，不是随随

便便捏成一个、凑作一堆，而是要通过人力、

物力、财力的重新聚合，融会贯通，转型升级，

达成传播力的凝结和生产力的爆发。长视频极

为符合深度融合的需求，因为它是由专业人士

分析、设计、加工、制作、播出，是深邃、具

体的产物，是深思熟虑、精工细作的成果。

以“8 月 23 日起，离南京人员不再查验核

酸证明”这一新闻事件为例，各方媒体在处理

上表现不同：《澎湃新闻》 转发了相关通告；

《人民日报》组合多地信息发布公告；而《央视

新闻》 则以“演播室+长消息+现场直播连线”

的方式多角度进行了诠释报道，在众多媒体中

脱颖而出，备受关注。长视频在传统电视媒体

的融合发力掷地有声。

有学者指出，传统媒体“要腾出时间和精

力专注做好解读报道、深度报道、调查报道，

通过抓好‘第二落点’提供更有思想、有深度、

有内涵的报道”①。长视频，恰恰为这样的报道

提供了更加具有纵深感的途径和力量。

（二）深度融合不是深度投入

需要警醒的是，深度融合并非深度投入。媒

体融合已经进入下半场，一些传统媒体却还是找

不着北，没有发现突破口，只是不断地投入、投

入。结果呢？只能是错过时机，痛失好局。

必要的投入是应该的，这一点无可否认。

要想马儿跑，得给马吃草，这是亘古不变、天

经地义的道理。但是，无序的、过度的投入，

结果则可想而知。尤其是在当下，短视频市场

已经被新兴视频媒体瓜分，传统电视媒体能够

获得的已经所剩无几，如果还是一味地靠加大

投入，寄希望于能够分得一杯羹，实在是自欺

欺人、掩耳盗铃之举。有数据显示，当年阿里

宣布土豆全面转向短视频时，就投入了 20 亿

元。一般的电视台，投得了吗？根据 2021 年 6

月 17 日字节跳动内部会议披露的财务数据显

示，2020 年公司实际收入高达 2366 亿元，同

比增长 111%。试问，全国上下，哪怕是全世

界，又有哪个电视台能够跟它一较高低？

尽管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3 月，全

国短视频用户人均单日使用时长已达到 125 分

钟，进一步增长。但是对于媒体深度融合来说，

更需切合实际。以长视频为突破口，精准定位，

满足用户需求，才是当下的重中之重。

三、长视频如何在媒体深度融合中破局

来自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的一组数据显示，

截至 2021 年 3 月，全国共有 399 家地级以上广

播电视台和2017家县级广播电视台。媒体融合

走向深水区，精简优化是必然的，这也倒逼着

长视频进一步提升产能、效能和机能。

长视频如果一直在深水区趟着走是行不通

的，媒体深度融合要求长视频必须游着走、划

着走、潜着走。但一口吃成一个大胖子也不现

实，必然是先来一个“小转身”。“小转身”的

要点是，一方面体现出传统电视媒体的优势，

另一方面也需要适应全媒体的特点，多头出击，

满足需求。在传播技术上，长视频需要紧跟

“高精尖”，尽量达成大屏小屏齐上阵；在信息

介质上，长视频需要贴合“两微一端”，快速达

成消息传达；在呈现方式上，长视频也要牢记

用户黏度，适当作出新的变化和新的尝试。如

何做到长视频的“小转身”？目前来看，有三个

方法：小体量，轻内容，快速度。

以实例来具体论述。2020 年 11 月初，宁

波电视台 《看看看》 推了一期人物专题——

《姚震：从国青大将到扎根校园》，讲的是曾经

和武磊等一起在国青队效力的男足队员姚震，

因伤病隐退，到宁波鄞州从事青少年足球培训

和教育。按照往常的操作手法，采制、编写、

合成、播出，就完事了。但现在不同，为了适

应电视媒体深度融合的需要，编导在进行节目

制作的同时，还要寻求“快速度”地推进，跟

其他媒体扳一扳手腕。否则，以人物专题的速

度，那跟乌龟爬没啥区别。同样是乌龟，我们

也可以学龟兔赛跑中的乌龟，笨龟先爬、慢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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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媒体与短视频平台电视媒体与短视频平台
融合发展路径探寻融合发展路径探寻

我看深度融合

不休。“快速度”的奥妙在于视频号的先推，在

节目制作的同时，制作一期“先睹为快”，通过

视频号传播，类似于预告片。

除了“快速度”，还需“轻内容”，以往人物

专题为了追求“高大全”，时不时地会芝麻西瓜

一起捡，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突出，显得臃肿

不堪。在媒体深度融合的当下，人物专题也要经

过平台转移，作多次传播，所以内容必须精炼鲜

明，吸引眼球。既然是人物专题，自然要突出人

物特点。姚震的特点就是专注于青少年足球培训

与教育，以前的成绩一笔带过。“轻内容”的效

果是，片长由10几分钟缩短到了8分多钟。

到达播出环节，也就是传播点，还有一招

不能少——“小体量”。这时，需要制作一个多

媒体适用版，用来发到微信公众号、微博和客

户端上，可谓一举多得。这样做的成效是，人

民号的阅读量 38 万+，之前任何一期，包括之

后任何一期，都没有达到如此高度。

快速度、轻内容、小体量，听上去容易，

做起来却难。尽管许多媒体在实际操作中也在

运用这些方法，却经常用得不够彻底、不够到

位，结果是高不成、低不就，变得不上不下、

异常尴尬。事实上，这三种方法的目的都在于

“进行二次创作和传播，进一步加深节目在细分

和垂直领域的渗透力”②。唯有把目的先明确

了，方能真正吃透并掌握方法。用理论指导实

践，用实践丰富理论，才是切实可行的辩证法

和方法论。

四、结语

综上所述，传统电视媒体进入到深度融合

阶段，长视频将越来越凸显其特色。发挥长视

频的优势，逐步占领制高点，以理性配合感性，

以内容充实形式，以故事推动情节，成为传统

媒体深度融合的有效突破口。当然，这会是一

个长期又艰难的过程。在长视频的精准发力过

程中，传统电视媒体只有坚定无问西东、只攀

高峰的信念，才能不断披荆斩棘，最终完成华

丽蜕变，破茧成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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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模式，短视频

一经出现，便吸引了众多受众的目光。传统的

电视媒体由于其具备新闻内容真实、采集团队

专业等优势，依然具有强大的公信力和号召力。

在短视频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促进电视媒

体与短视频平台融合发展是当前传统电视媒体

需要迫切考虑的问题。本文以丽水广播电视台

“金蝉视频”视频号为例，通过分析电视媒体与

短视频平台的优势，从优质视频内容、拓宽发

布渠道、创新思维方式三个方面探索电视媒体

与短视频平台融合发展的路径。

关键词：电视媒体 短视频 融合发展

近几年，短视频传播形态业已成为受众自

我表达和接收信息的重要方式。互联网技术的

发展加速了人们记录生活的方式朝着“可视化”

方向发展。据 2021 年 6 月 2 日在第九届中国网

络视听大会上发布的 《2020 年中国网络视听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