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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

以技术驱动内容讲好中国故事

在新视听媒体融合应用成果分享环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
中心新媒体编辑部主编陈姌代表总台CGTN新媒体和与会者分享了在国际
传播媒体融合方面的探索和实践。

陈姌表示，在媒体融合的时代，创新是根本，要坚持以技术驱动内容，积极探索前
沿技术，在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中构建中国叙事，为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贡献力量。

陈姌对CGTN新媒体制作的数据交互可视化作品，面向海外年轻用户的
元宇宙、融媒体、游戏交互产品、中国故事盒子等作了详细阐述。最后，陈姌
表示，未来仍将密切关注前沿技术，研发基于新技术的产品，希望用更好的创
意，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为用户带来更好的体验。

通州呈现新视听媒体融合更多可能

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卫欣介绍了新视听媒体融合应用上的
创新做法及助力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做法。

作为城市副中心的媒体融合主阵地，区融媒体中心一直坚持以争创全国
标杆级区级融媒体中心为目标，全力提升新品类的生产能力，持续打造有思
想、有温度、有品质的内容精品。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领域持续发力，在短视
频和直播领域不断创新，持续激发媒体融合内生动力，持续提升传播力、影响
力、公信力。

用数据驱动构建可信叙事

腔调制造可视化实验室创始人黄海波就数据新闻创作分享“用数据驱动
构建可信叙事”。

黄海波介绍，在传统媒体制作领域，想要实现既准确又拥有现代视听效
果的数据需要横跨多个专业领域的支持。技术探索的目标是最大程度利用
传统媒体软件制作工具，使用低代码降低对跨领域专业的依赖，让普通的数
据新闻从业者也能制作高水准的新媒体内容。

仅依靠传统的数据图表来叙述数据故事还不够，探索数据驱动技术不仅
可以告诉观众海量数据，还会告诉观众画面里的每个元素都映射了其中真实
的数据。当这些数据驱动元素在屏幕上活跃起来的时候，观众才能沉浸在这
个超越时空的真实的数据世界中，全面感知数据。只有当观众真正能感知到
数据，他们才会与你的叙事建立真正的信任。“数据只是表象，建立信任才是
真正的核心。”黄海波希望，基于数据新闻的技术探索，能为行业构建起新的
元素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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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觉元素呈现城市发展变化

昌平区融媒体中心编辑记者余虹娇介绍了《非凡十年聆听城市脉动》作
品的创作流程以及创新思路。

余虹娇讲到，提及城市的变化与发展，过往经常聚焦于城市景观的改变
和建筑的更新，经常会用到各种视觉产品进行呈现，却很少将主题聚焦在声
音这个重要的维度上，而城市的发展不仅仅是肉眼可见的建设成果，还必然
伴随着各种各样声音的变化。

《非凡十年聆听城市脉动》就是从声音这个不可忽视的角度出发，将城
市的声音和手绘的长图作为场景，最大限度将听觉元素、视觉元素和体验元
素相匹配结合，通过不同版块内容，去呈现城市的发展，让用户能够全方位
地感受到城市的变化与进步，唤醒用户的记忆，激发用户对于城市发展的思
考。因此，《非凡十年聆听城市脉动》不仅仅是一种表达城市变迁的媒介，同
时也是一次与用户进行深度互动的机会，让用户参与其中，理解城市的发展
历程和意义。

本报记者 刘薇

日前，第三届新视听媒体融合创新创意大赛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正式启动，将持续至12月。其间，共设置媒体融合“技术创新赛道”“内容创新赛道”“模式创新
赛道”“北京广电新媒体专项赛道”“京津冀专项赛道”“北京城市副中心专项赛道”六大赛道。

本届大赛以“文化传承与融合发展”为主题，强化AIGC技术赛道，增强先进技术对行业发展的引领作用；加强京津冀专项赛道，打造深化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
的新平台；增设北京广电新媒体专项赛道，着力推动广播电视主力军挺进主战场；增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专项赛道，集中巡礼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7年成果；夯实培
训辅导机制，全面提升参赛人员的技能素养；注重大赛成果转化运用，加强对参赛项目的孵化跟踪，推动优秀成果落地转化运用。

增设城市副中心专项赛道

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杰
群介绍，新视听媒体融合创新创意大赛自
2021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两届，共吸引
全国高校、媒体、企业、科研机构等 300多个
团队及个人参赛，覆盖全国 20余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大赛紧扣行业发展前沿，从不
同角度抓住业界关注要点，吸引了从中央到
县级不同层次的媒体机构参与，两年共发掘
评选优秀团队、作品、项目 159个，已逐步成
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媒体融合品牌赛事。

增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专项赛道是本届
大赛的一大亮点，将在内容上聚焦副中心发
展，突出建设发展的变化和百姓视角。赛道
赛题为融媒体作品，旨在鼓励参赛选手利用
新视听创新技术、融媒体方式，展现副中心
规划建设成果及亮点。

通州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侯健美表
示，近年来，城市副中心聚焦行政办公、商务
服务、文化旅游和科技创新“3+1”主导功能，
以每年千亿元的投资规模，加快推进城市高
质量发展，城市承载能力持续提升、产业资
源加速集聚、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全面步入
高水平城市建设、高质量经济发展、高效能
社会治理“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发展阶段。

同时，城市副中心不断厚植区域优势，
拓宽文化创新视野与格局，以台湖演艺小
镇、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张家湾设计小镇为
依托，充分发挥环球影城外溢效应，抢先布
局元宇宙产业，文化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加
速发展，以“云锐国际”“创阅科技”为代表的
一大批视听企业相继落户，新增持证数量及
年产值均位居全市前三。

今年前9月省级以上广电机构“爆款”3.2万篇

启动仪式上，央视市场研究（CTR）与新视听媒体融合
创新创意大会组委会联合发布《2023年省级以上广电新媒
体融合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报告指出，在媒体融合 1.0阶段，媒体基于自身内容优
势实现不同媒介矩阵式分布。该阶段主要体现在：传统媒
体自有矩阵建设已经走上正轨；进一步利用互联网和新媒
体形式拓展赛道，全面盘活自有资源；广电机构MCN建设、
主持人直播带货等领域的探索已初见成效。

而在媒体融合2.0阶段，媒体从内容的经营转向对用户
及社会资源的全面经营。该阶段主要体现在：传统媒体主
要发力，建设自有品牌、推动资源协同、提供商务服务、深化
政务服务；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加快品牌建设与体制机制创
新，丰富运营与盈利模式；不断加深不同领域的资源互换、
数据流通、圈层互动；主流媒体开创全媒体品牌建设相互配
合、互为依托的发展大格局。

报告还指出，广电机构融合发展一体两翼，兼顾自有平
台和第三方渠道建设。

在自有渠道（广电APP）发展方面，报告显示，目前省级
以上广电机构有130多款自有APP活跃在市场中，其中月活
超过 1000万的APP达到了 3款、超过 10万的达到了 30款、
过万的APP达到了7款。

在第三方平台发展方面，报告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省
级以上广电机构在主流第三方平台拥有超过 7300个账号，
其中，央级媒体1053个，省级媒体6277个。抖音、微信公众
号和微博账号均超过1500个，视频号发展迅猛，目前省级以
上广电机构视频号数量超过600个。

2023年，省级以上广电机构通过主流第三方平台累计
触达人次超百亿，1-9月期间，累计粉丝规模 50.88亿人次，
微信公众号文章累计触达51.88亿人次。同时，省级以上广
电机构第三方账号中，五分之一为百万级以上头肩部账号。

报告统计，今年1-9月，省级以上广电机构累计共生产
3.2万篇爆款作品，其中抖音和公众号平台月均爆款作品产
量达千篇以上。上半年，38家省级及以上广电机构在第三
方平台累计互动量115.84亿次，月均19.31亿次。

AIGC为媒体创作带来更多空间

爱分析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李喆就《大模型与AIGC市场洞察报告》
核心观点向与会者进行了解读。该报告主要围绕三个方向展开，即整个大模
型与AIGC的市场进展与趋势、当前AIGC与企业用户的落地进展情况以及对
未来整个大模型与AIGC在企业用户端的落地路径进行探讨。

李喆表示，现在AIGC为媒体的创作和创业生成已经带来了更多的想象
空间，目前生成类应用方面已见成效，偏决策类应用方面成效不及预期，模态
应用成为当前很多企业和科技公司的重点探索方向。

李喆指出，从技术能力角度来讲，国内与海外之间尚存在差距，需有两年左右
的追赶周期。而因国外开源模型整体能力较弱，开源大模型不足以满足应用需
求，国产开源大模型未来会有比较大的发展机会，开源应该成为重点关注方向。

李喆介绍，目前应用场景排名靠前的是数据分析，随后是客服知识库、营
销再到业务流程自动化。能源、银行、商务、媒体是目前AIGC里面落地进展
最快的四个行业，媒体行业应用空间更为广泛。企业在落地AIGC时，一类是
针对具体应用进行探索，一类是将其作为企业未来通用的核心竞争力，投入
到多个不同场景进行能力建设。最后，李喆也对大模型与AIGC具体实现路
径以及场景规划等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