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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伴随着数字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广泛渗透，各类新型媒体迅猛发展，我国

已进入数字时代。对此，主流媒体不断作出适应性变革，通过渠道融合、多向互动、优化内容等方式，不断提

升了传播力和影响力，但与此同时也呈现出以矩阵繁赘、内容同质、结构单一、头重脚轻等为表象的“适应过

度”与“适应不足”问题。建议主流媒体进一步明确自身定位，精简媒体矩阵、构建话语体系、拓展网状传播及

定向窄播，在发挥既定优势的基础上更好地实现数字化转型，打造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新型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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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我国主流媒体的适应与转型

——基于五家中央主流媒体的案例研究

陈家喜 焦嘉欣
（深圳大学 城市治理研究院，广东 深圳 518071）

主流媒体是党的理论宣传和舆论监督的重要

渠道，是沟通党与群众的桥梁纽带。伴随着数字

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广泛

渗透，我国已经步入数字时代。如何适应新的技

术应用以更有效地传播党的主流声音、更好地影

响群众成为主流媒体亟需面对的重要问题。本文

拟以人民日报、新华社、求是、央视新闻和中国新

闻网这五家中央主流媒体作为案例，解析数字时

代主流媒体的适应性过程及其影响，并对进一步

推进主流媒体的数字化转型提出建议。

一一、、数字时代主流媒体适应性过程数字时代主流媒体适应性过程

面对信息化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中央高度重

视主流媒体的适应性，鼓励它们将传统媒体渠道

与新的媒体技术结合，打造融媒体的宣传架构。

1999年 10月，中央下发《关于加强国际互联网络新

闻宣传工作的意见》，首次对网络新闻宣传工作进

行部署。2000年 3月，中央发布《国际互联网新闻

宣传事业发展纲要（2000—2002年）》，开启中央、

地方各级主流媒体加入发展互联网新闻宣传事业

的队列。2014年 8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指出，“推动传

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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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9年 1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

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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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刊要加强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发展网站、微

博、微信、电子阅报栏、手机报、网络电视等各类新

媒体，……实现新闻传播的全方位覆盖、全天候延

伸、多领域拓展，推动党的声音直接进入各类用户

终端，努力占领新的舆论场”[2]。

人民日报、新华社、求是、央视新闻、中国新闻

网这五家中央主流媒体，涵盖了党报、党社、党刊、

党台、党网五种类型，是主流媒体的代表，是党进

行新闻舆论宣传的主阵地，在传播党的理论方针

政策、沟通党群关系方面发挥主力军作用。面对

信息技术的创新和数字时代的到来，这五家中央

主流媒体率先加快与新型媒介、新兴传播形式融

合以适应挑战。1997年 1月 1日，人民日报社创立

的网络版——人民网全面上线，标志着中央主流

媒体开始登上互联网的舞台。伴随社交媒体的兴

起，人民日报、新华社、求是、央视新闻和中国新闻

网覆盖“两微两端”、今日头条、抖音等新媒体阵

地，构建了从“第一媒体”到“第五媒体”的新型宣

传模式（参见表 1）。《2019全国党报融合传播指数

报告》显示，中央级党报在网站、微博、微信、聚合

新闻客户端的渠道覆盖率已达 100%，自建客户端

覆盖率达 91.7%，入驻抖音平台覆盖率达 83.3%[3]。

分析比较这五家中央主流媒体的数字化转型案

例，有助于我们大体掌握主流媒体在数字时代所

面临的整体挑战和转型过程。

中央主流媒体在微博、微信、今日头条、抖音

等社交媒体平台上以及自建APP展示出强大的影

响力。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分别位居 2018
年中国微信 500强中的前三名[4]。2019年 11月 24
日，人民日报微博粉丝突破 1亿（参见表 2）。截至

2019年 12月 30日，新华社发布头条 65万条，中国

新闻网发布头条 47万条；央视新闻粉丝数达 7290
万，获赞 7130万。人民日报获抖音当日时事类指

数排行榜第一，央视新闻位居第二；新华社获 4.18
亿总点赞量，拥有 1470.7万粉丝；中国新闻网发布

作品共计 1371条，获得 1.1亿总点赞量[5]。此外，自

建APP客户端是中央主流媒体发挥其价值引领的

重要阵地。《互联网周刊》发布的 2019上半年度综

合资讯APP排行显示，人民日报排名第 11位，央视

新闻排名第 13位，排名高于新闻媒体中极具影响

表表1 中央主流媒体覆盖新媒体渠道情况中央主流媒体覆盖新媒体渠道情况

注：微信公众号、抖音、今日头条上线时间以发布的第一条内容为节点。

资料来源：相关媒体平台，数据由笔者归纳整理。

表表22 中央主流媒体在微博平台上的相关数据中央主流媒体在微博平台上的相关数据（（数据截至数据截至20192019年年1212月月2929日日））

注：根据新浪客户端计算规则，微博热门点赞量、转发量、评论量统计热门内容条数为100条。

资料来源：新浪客户端，数据由笔者归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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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澎湃新闻[6]。

二二、、数字时代主流媒体适应性的主数字时代主流媒体适应性的主

要面向要面向

数字时代，中央主流媒体根据自身特征与定

位不断适应新的媒介平台，从“两微两端”到视听

平台，不断创新传播形式，从在线互动、内容把控、

技术联动、话语转化等方面进行适应性探索。从

社交平台的粉丝关注量、粉丝转化率、传播影响力

等方面来看，中央主流媒体在新的话语场域中取

得阶段性成效，通过“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

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7] 。

（一）注重在线多向互动，打捞网民声音

主流媒体作为信息整合以及党群互动的平

台，不仅要传递和表达党的声音，还要倾听和代表

群众的声音。数字时代的到来改变了大众“被”接

受、“被”传输、“被”话语的传统传播境况，每个公

民都获得了一定的在线表达机会。主流媒体充分

利用社交媒体关注民生问题，增加与民众的互动

性，改变了“我讲你听”的单向传播，在你来我往的

互动中传递主流价值。尤其是，中央主流媒体将

新浪微博作为与网民互动交流的重要平台，用户

阅读量、讨论量和点赞数均居高不下。截至 2019
年 12月 29日，人民日报开启的“#你好，明天#”话
题，以评述时事热点为主要发布内容，获 119.7亿
阅读量，749.9万讨论量；“#人民直播#”是人民日报

推出的直播栏目，通过发布明星对话、播报时事新

闻、时政热点等内容，吸引了众多网民观看。2019
年 8月 12日发布的“迎战台风利奇马 上海全市完

成转移撤离人员 25.3万人”，截至 2019年 12月 29
日共被播放 2305万次，获得 107万点赞，1.9万评

论。求是杂志和求是网官方微博开通的“#求是#”
话题，以发布党中央重要文章、重要讲话精神，党

的思想理论、党的方针政策等为主要内容，截至

2019年底共有 2.3亿阅读量，12.9万讨论量；求是

杂志和求是网开通的“#总书记说得对#”话题，主

要发布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内容，同期“#总书

记说得对#”获7991万阅读量，6.4万讨论量。

除此之外，中央主流媒体还注重通过自建APP
客户端与网民互动。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华

社、中国新闻网在其手机客户端中皆设置了评论

板块，网民可以通过评论参与社会民生问题的讨

论。其中，人民日报在客户端中设立了“问政”专

栏；新华社设立了“我的提问”板块，网民可以通过

提问，向有关部门、公职人员进行提问并得到解

答。主流媒体以客户端为媒介载体，通过评论与

提问板块搭建了党民、政民的互动沟通桥梁，提升

民主协商与舆论监督的功能。

（二）强化传播内容至上，拓展表达形式

思想理论本身的深刻内涵和高度提炼往往会

让群众无法快速理解，久而久之容易产生一定的

抗拒心理，而且传统枯燥的表达方式也不利于群

众接收党的政策信息。数字时代，主流媒体的宣

传方式需要不断从抽象化转向具象化，由晦涩化

转向通俗化，由“不入凡俗”转向“烟火气息”，不断

探索有效的传播方式和对话形式。近年来，中央

主流媒体在传播内容和形式上不断革新，在社交

平台和视听平台上分别创立了各种特色化的板

块，各有侧重，各展其长。2017年 1月，人民日报正

式建成并投入使用首家主流媒体全媒体平台“中

央厨房”，随后形成了“全国党建云平台”“图说中

国”“学习微平台”“人民雄安网”等一系列品牌大

厅。求是全媒体发展中心独创“求是漫评”“学而

时习”“理上网来专栏”等品牌栏目。中国新闻网

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为主题推出了“江山如此多

娇”系列直播，“70·回眸”“中国·地标”“我与共和

国同龄”等系列短视频；其对新技术的运用——H5
产品《我为祖国点赞》等系列特色融媒报道，获得

了极大的关注与赞誉。

中央主流媒体十分重视微信公众号的板块设

置，关注新闻内容的质量。央视新闻、人民日报、

求是网、新华社、中国新闻网根据自身特点分别设

立了“夜读”“人民锐评”“漫评”“权威发布”“最新

消息”等专栏，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参见表 3）。此

外，几大主流媒体都设置了语音播报新闻的功能，

突破了传统新闻图文播报的功能，在碎片化和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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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式的数字时代节约了用户的阅读时间。同时，

中央主流媒体通过推送部分娱乐新闻、民生新闻、

冷知识等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贴近用户

内心，增强用户黏性；在夜读、荐读等推荐阅读类、

评论类专栏中，以故事或文章形式，向用户输送主

流价值，有助于用户树立积极的意识形态与价值

观念，让党的声音持续纵深传播。

央视新闻和求是网还设立“一图解读”专栏，

针对热点话题、事件或科普知识制作一张长图来

进行解读。“一图到底”式表达使得官方解读不再

是呆板的文字说明，配合图片讲解使大众更加容

易接受和理解。此外，求是网设立的“求是漫评”，

将理论信息形象化与可视化，在纷乱的网络空间

中将理论化零为整、化虚为实。“求是漫评”通过漫

画解读理论内容，如“读懂历史虚无主义的颠覆逻

辑”“增强辩证思维，提高过河本领”“坚持问题导

向，破矛盾解难题”等主题漫画，用轻松的漫画解

读原本深奥的理论，集理论的学理内涵和图画的

情感渗透为一体，既满足了大众对于抽象理论具

象化解读的需求，又能引导读者对图画内容进行

自我思考与深入学习。

（三）推动技术创新联动，打造宣传爆款

与报纸版面、电视画面和广播声音等传统传

播形式不同，数字时代传播不仅要求融合多种传

播形式，还要求融合多种传播技术如图文、动画、

视频、漫画等。主流媒体也不断适应数字信息技

术的进步，创新性地使用发布图文、制作 H5、
VLOG、AR技术等，把党的思想理论、政策方针、新

闻事件、历史故事等严肃话题用活泼手法来表现，

以可视化、具象化的宣传方式呈现看得见、摸得着

的主流价值。主流媒体通过多种数字技术的运

用，让大众更加切身体会到党所传递的语言信息，

以更符合数字时代传播的走向来贴近大众，发挥

内容魅力，使得党的声音在舆论阵地和网络阵营

中占领制高点。

具体来看，中央主流媒体已开始将官方网站

与微信、微博、抖音、今日头条等社交媒体平台贯

通起来，形成一体化传播系统；并且五家主流媒体

的官方网站还设置友情链接板块，便于这些平台

之间快速切换。人民日报官方网站——人民网在

板块建设中涵盖了时政、国际、财经、军事、观点等

在内的 61种不同主题，附带人民日报系、旗下网

站、国内分站、全球分站链接，包含了图文、视频、

漫画的表现形式，提供“新闻+时政”的不同领域网

络信息。新华网提供“新闻+理论”的信息内容，在

横幅栏的板块中放置了时政、地方、法治、人事、理

论等在内的 54类主题信息；其特色板块“讲习所”

是习近平总书记报道专集。求是网提供“理论+资
讯”的内容服务，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建等

15个横幅板块为主，创建了“理上网来”“学而时

习”“求是漫评”特色栏目。央视网形成了“新闻+
舆论+思想”的内容融合，设置时政、新闻、视频、经

表表3 中央主流媒体在微信公众号中的内容建设情况中央主流媒体在微信公众号中的内容建设情况

资料来源：微信公众平台，数据由笔者归纳整理。

92



济、评论等在内的 17个主题板块，其中“直播中国”

“VR浸新闻”“联播+”“传习录”具有显著的央视特

征，在视频和网络新技术的运用上更为突出。中

国新闻网构建了“新闻+热点”的内容，设置时政、

新闻、视频、经济、评论等 25种主题板块，对热点话

题与新闻排行做出总结归纳，便于用户及时查询

与快速定位；“中新画报”与“图啥”以图画解说方

式将原本偏于晦涩的新闻以更易理解的可视化方

式予以展现。

不仅如此，中央主流媒体不断学习和应用各

种数字传播技术，以图文、视频、直播、H5、VLOG、
AR、VR等技术，推动主流价值传播方式的创新。

2016年中央电视台在 G20杭州峰会期间首次将

AR技术应用于新闻报道。2017年 7月 29日，人民

日报客户端与天天 P图围绕建军 90周年联合推出

H5《军装照》，用户通过上传一张照片几秒钟时间

便可以轻松合成一张自己的军装照；截至 2017年
8月 11日，用户访问量突破 10亿，刷爆了微信、微

博等社交平台。2019年 11月 9日，央视新闻发布

了主播康辉的VLOG；康辉在VLOG中展示了自己

的工作地点、行程和准备，带领观众领略习近平总

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上的大国外交风采，

解读希腊总统府、巴西国会大厦等“知识点”；截至

2019年 12月 29日，该 VLOG获得 155万点赞量。

此外，中国新闻网在自建APP客户端中增设小视

频、人民日报增设直播、央视新闻增设VR、新华社

增设现场云，都是整合更多数字传播技术的有益

探索。

（四）转换传播话语编码，做到理上网来

在信息轰炸的数字时代，刻板的话语难以引起

大众的重视，尤其是一些政策文件话语中包含的高

频词汇如“重要指示”“重要精神”“全面推进”等。

作为党和人民群众沟通的桥梁纽带，主流媒体在进

行信息传播时开始寻求新的话语表述，以更加朴实

轻松、易于理解和便于传播的语言向大众传递信

息，有助于增强与受众之间的亲和力。

数字时代的媒体议题与语言叙述主题发生了

重要转换，注重从以社会发展为中心的宏大叙事

切换为以人为中心的“明星”塑造。中央主流媒体

也关注并适应这一趋向，通过讲述不同角色的正

能量故事来烘托英雄人物的形象，从而构建有助

于引领思想潮流与巩固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在

主流媒体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是部队战士、消防官

兵、人民警察、医生护士等人物形象，他们作为平

凡人物的非凡故事，有助于触发群众极大的情感

共鸣与价值认同。比如，新华社发布的“退伍军人

吕保民，与持刀歹徒英勇搏斗”视频获得了 646万
点赞；中国新闻网发布的“凉山火灾幸存消防员忆

爆燃瞬间”视频获得了 137万点赞；央视新闻发布

的“天安门前的士兵混响”视频获得了 499万点赞。

央视新闻发布的视频“2岁便患有脊肌萎缩症，医

生断言活不过 4岁如今却以高分考入大学”获得了

148万点赞；人民日报发布的视频“男子轻生，围观

小哥一把将其救下”获得了 339万点赞。在此类作

品中，聚焦个人，赋予其场景的视觉符号与文字的

语言符号，抛弃假、大、空，呈现真、具、实，更易获

得大众的认同。

中央主流媒体还通过视听平台塑造“明星”画

像。数字时代，“流量”是担当，“小鲜肉”是代表，粉

丝文化的传播力量不容小觑，“饭圈女孩”“爱豆”这

类代名词逐渐扩散至互联网的各个部落中。中央

主流媒体抓住这一趋向并进行宣传与娱乐的结合

尝试。据笔者统计，自2019年11月30日至2019年
12月 31日，人民日报、央视新闻、中国新闻网、新华

社皆在其注册的抖音平台发布关于突出人物形象

的报道，且频率较高。其中，中国新闻网占全部发

布内容的比例为 16%；央视新闻为 27%；人民日报

为 40%；新华社为 33%。主流媒体以人为中心的

“明星”塑造，视频标题与文字多用“致敬”“点赞”

“最美”“泪目”“震撼”等词语，有助于激发观众的爱

国主义情怀和对英雄人物的敬仰之情，实现积极正

向的价值引领，扩大话语场中的意识形态影响力。

三三、、进一步推进主流媒体数字化转进一步推进主流媒体数字化转

型的路径选择型的路径选择

我们党高度重视主流媒体的数字化适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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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技术的结合。中央主

流媒体全面布局微信、微博、今日头条、自建APP，
拓展宣传覆盖面，扩大新闻渗透力和舆论引导力。

然而，必须看到，中央主流媒体对于数字时代的传

播形式还存在“过度适应”以及“适应不足”两种状

况，比如过分强调布局新媒体矩阵而无暇顾及影

响力；过分强调信息量和发文量进而出现栏目与

新闻同质化；还不能熟练掌握网状传播和定向窄

播，难以实现数字传播的有效性和精准性。推动

主流媒体的数字化转型，需要主流媒体进一步明

确自身定位，精简媒体矩阵、构建话语体系、拓展

网状传播及定向窄播。

（一）化繁赘为简约，构建更有效的媒体矩阵

当前主流媒体“过度适应”数字化传播的问题

之一，是媒体矩阵平台较多，过于繁赘且区分度不

够。目前，中央主流媒体基本都已搭建媒体矩阵，

实现传播生产的批量化和规模化，但同时也面临

着头重脚轻、矩阵繁杂、定位模糊的问题。如在微

信公众号平台中，人民日报拥有 14个同主体公众

号；央视新闻拥有 110个同主体公众号；新华社拥

有 3个同主体公众号；求是拥有 5个同主体公众

号；中国新闻网拥有 4个同主体公众号（参见表 4）。

矩阵中各个账号的定位与文章类别存在相仿情

形，话题与主题也难免出现撞车情况，使公众无法

区分差异。比如人民日报的 14个同主体账号中有

7个为时事类。在中央主流媒体的矩阵排列中，各

账号之间影响力也差异巨大。如中国新闻网除本

体外最具传播力的账号为“国是直通车”，截至

2019年 12月 29日，其在时事类榜单中近 7天排名

为 347名，发布推送 30篇，单篇平均阅读量 5933人
次，与主体账号“中国新闻网”的影响力相去甚远。

在传统媒体时代，因传播交流模式受限，渠道

只能作为媒体内容单向传播的载体，受众被动接

受，内容转瞬即逝。矩阵式的传播结构打破了传

统媒体渠道的单一性、稀缺性和封闭性，以用户为

中心，更突出交互功能，更关注传播内容，形成互

动性、立体化和广覆盖的传播格局。在应用矩阵

式的传播渠道上，主流媒体应当进行符合自身特

色定位的转型。主流媒体在矩阵排列和组合关系

的选择上，应减少同类别账号，避免内容冗杂，将

信息资源、人力资源、技术支持、创新表现、话语表

达等投入更多地集中在优质账号上，调整多而不

精的关系结构，构建精致、精炼、精巧的体系化有

效矩阵。

（二）从同质化到品质化，构建更具特色的政

党话语体系

当前主流媒体“过度适应”数字化传播的问题

之二，是专栏板块和标题内容多，同质化严重。具

体而言：一是专栏板块的同质化。目前央视新闻、

人民日报、求是网、新华社、中国新闻网在微信公

众号、网站和客户端所设置的栏目板块，均出现同

类或同名的专栏，例如央视新闻、人民日报、新华

社皆设立了《夜读》专栏；央视新闻、人民日报、新

华社、中国新闻网皆设置关于早间新闻的专栏，其

中央视新闻的《早啊！新闻来了》与人民日报《来

了！新闻早班车》极为相似。在网站和自建 APP
客户端的板块设置中，也都建立“时政”“社会”“政

治”“经济”“文化”等细化板块。中央主流媒体没

表表4 中央主流媒体微信公众号现有同主体账号情况中央主流媒体微信公众号现有同主体账号情况

资料来源：新榜，数据由笔者归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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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板块专栏，会阻碍民众对

信息的精准获取并易产生信息疲劳。二是标题内

容的同质化。一篇文章的标题是“门面”，而中央

主流媒体在标题的使用上大多时候采用了相仿的

标题。在抖音平台中，2019年 11月 21日，人民日

报、央视新闻、新华社皆对“飞机上为老人吸尿救

人”的新闻进行报道，使用了相仿的描述如“医者

仁心”“点赞”等。

中央主流媒体承担着党的舆论阵地和宣传管

道的重任，其数字化转型效果决定着党的声音的

覆盖范围和传播力度。中央主流媒体应该在坚持

现有传播优势的基础上加强话语的整合力度，由

同质化转变为品质化。要注重构建符合主流媒体

自身定位和特点的传播系统，包括党的理论宣传

内容，党的政策、路线宣传内容，党的形象塑造，党

的话语表达形式[8]。中央主流媒体在构建党的话

语体系时，要明确自身既有基础与优势，针对系统

中的不同编码形成个性化生产链条。如央视新闻

可加强不同视频形式与党的话语体系的结合；求

是可集中扩展漫评、图解等图文结合的传播力；中

国新闻网坚持“短、平、快、活”的新闻叙述文风；人

民日报作为“中央厨房”，可将政党话语体系中的

不同内容分别进行可视信息分发，等等。通过构

建更具个体特色的党的话语体系，加强不同模式

的政治表达，建立良好的政治传播生态，形成具有

时代特征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牢牢把控网络

舆论阵地，真正发挥媒体“国家队”的强大力量。

（三）从点状传播到网状传播，改变单一化的

传播结构

当前主流媒体对数字化传播“适应不足”的问

题之一，是“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的点

状传播。目前中央主流媒体虽已实现渠道全面覆

盖，但不同平台中的不同账号形成分散的信息点，

并没有融合为网络拓扑结构中的信息网，这种“各

为阵地”的融合不是真正的融合[9]。各个平台之间

互无联系，独自传播，导致流量分散，无法聚合。

分散的点状传播使得采集的信息无法深入展现，

无论图文或是视频都是“点到即止”。点状传播模

式让每个媒体平台重复工作，集中少数热点新闻

信息大量重复播报，缺乏更多的创意标题及更为

活泼的表达形式。当大众媒体的文章标题、传播

内容、传播形式等变化多样，其吸引眼球的语言符

号就会对中央主流媒体造成一冲即散的影响。

推动主流媒体的数字化转型，要求从点状结

构过渡到网状结构，整合不同媒体平台实现各个

信息点整合串联，以不同的信息侧重与表达手法

连接成网，以连点成面、互融交织的传播结构实现

最大化的传播效果。主流媒体在整合分发信息时

可根据不同渠道的特质进行传播。如微博具有信

息传播速度快、范围广、互动性强的特性，主流媒体

可以将其作为第一次信息分发点，多以图片、全视

频为表达形式，减少发布文字过长的内容，为引导

积极的舆论走向奠定基础。微信对于信息发布精

确性的要求更高，传播依赖于好友之间的分享，已

发布的信息修改幅度较小，推文的网民留言通过筛

选体现。因此主流媒体可将其作为信息首次分发

后的补充深入报道，同时在报道中合理体现首次分

发中的民意表达与反馈。抖音具有固定的传播形

式，因此可将短视频类的制作发布集中于此。今日

头条、自有APP客户端的全面与广泛性要求聚合多

方信息并发掘不同的信息角度。

（四）从广播到窄播：增强智能化的定制传播

当前主流媒体对数字化传播“适应不足”的问

题之二，是尚未实现从广播到窄播的转变。数字

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技术在

传播领域的广泛应用，推动现代传播从广播到窄

播的转变[10]。在传统媒体时代，报纸、电台、电视台

是面向所有读者、听众、观众展现千篇一律的信息

和节目，传达着同一种声音。数字时代的到来、媒

介渠道的扩展、表达形式的革新，各类语言信息蜂

拥而至涌入传播载体中。巨大的信息量堆积会影

响民众选择信息、获取信息的时间和精准度。

在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当中，主流媒体不仅

要布局新的传播平台，生产更多的新闻信息，还要

更为精准地将这些信息推送给读者和用户，做到

新闻信息推送的定制化和窄播化。当前中央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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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ap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Mainstream Media

in the Digital Age: A Case Study based on Five Central Mainstream Media

CHEN Jiaxi JIAO Jiaxin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its extensive penetration

into social life, new media grow rapidly and China has entered the digital age. In this regard, mainstream media

has continuously made adaptive changes. They perform better at spreading and exerting influence owing to

channel integration, multidirectional interaction, content optimization, and so on. However, they also face

problems of "over-adaptation" and "under-adaptation", including the complex matrix, similar content, single

structure and top-heavy phenomenon. This paper suggests mainstream media to further pinpoint their position,

streamline the media matrix, construct the discourse system, develop network communication and targeted

narrow broadcast, better realiz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current advantages, and build new media with

the time’s feature and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Digital Age, Mainstream Media, Social Media, Transformation

媒体已注意到分众化、差异化信息传输的重要性，

如人民日报已在自建APP中加入了智能推荐的运

用，等等。因此，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在使用应用

软件时的内容偏好、阅读时间、关注方向等用户行

为与用户信息，来进行精准对应推送，形成整合—

分析—分发的传播形式，可以大大提升用户体验

度，从而增强用户信任度与用户黏性。同时，在数

字化时代，中央主流媒体需善用算法与大数据分

析，建立智能算法模型，在守住信息价值理性的同

时，也要突破大数据信息的结构矛盾。虽然相比

大众传媒，中央主流媒体不存在低俗劣质的内容

问题，在算法分发信息时不必担心不良信息的传

播，但过于理性和固定的定制传播可能导致信息

茧房的出现。如大数据分析用户喜欢浏览某一社

会问题，则集中向其推送单一内容，导致用户无法

获取其他类别的信息，使得个人成为一座信息孤

岛，明明在数字化时代跳出了传统媒介的桎梏，反

而又出现了信息获取的不平衡；并且由于中央主

流媒体不像大众媒体那样具有全种类新闻，大量

相似内容会使用户产生疲劳与枯燥感，从而影响

传播效果。因此应计算合理的内容配比，向用户

定制分发，避免出现信息异化和技术异化。对于

智能定制内容的计算不应仅局限于场景类别，也

要分析用户更加偏好的表达形式，不仅将其作为

工具或技术手段，更应将其看作传播流中的重要

分支力量和一种受者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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