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播可理解的文化是提升国际传播效

能的关键。国际传播是多元主体文化协奏

曲，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基础是调动多元主

体主动传播、参与传播。实现国际传播的分

层、分类和分群，使中国声音全球化、区域

化、分众化表达，提升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

国际传播的亲和力。

国际传播要让中华文化有新的时代表

达。有效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路径是借助

新媒体、新形态、新语态、新叙事，让中国文

化在海内外“圈粉”与“破圈”。要让中国道

路、中国发展可感可知，文化出海既是手段

也是目的。以可理解、可共情、可感可知的

文化表达，弥合语言文化差异，形成共情共

鸣，实现共通和共享，进一步推进文化自信

自强。

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让世界读懂中国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赵丽芳

中央主要媒体正探索人工智能在新闻

采集、生产、分发、接收、反馈中发挥的科技

引擎关键作用，致力于促进生成式人工智

能在新闻业安全应用的主流价值语料库建

设 ，展 现 出 助 力“ 用 主 流 价 值 导 向 驾 驭 算

法”的能力与潜力。

生成式人工智能迅速迭代使智能变革

进入新阶段，既会使技术与媒体关系重构，

也会使人与机器关系重构。要以重塑融合

适应智能变革：一是目标重置，以智能融合

构建智媒体；二是内核重塑，构建 AI 驱动的

数字媒体；三是体系重构，塑造适应 AI 的运

作体系。

通过媒体竞争力重塑，进一步推进用主

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进一步增强主流媒体

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
天津大学新媒体与传播学院院长、讲席教授 陆小华

智能媒体建设从 1.0 迈向 2.0，从侧重分

发到转向生产，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在内容

生产、采编辅助、数据分析、媒体运营、用户

交互等方面介入媒体工作流程，对新闻媒体

扩大内容规模、提升生产效率、促进平台连

接，具有积极意义。

同时，生成式人工智能也面临一些挑

战。如在及时性方面，训练数据的滞后使其

难以保证内容生成的时效性。另外，生成式

人工智能还面临内容侵权等问题。因此，面

对新技术变化，更需要彰显人的价值。

对正处于深度融合进程中的新闻媒体

来说，最重要的有 3 点：积极拥抱、深度实

践、时刻反思。生成式人工智能需要切实嵌

入媒体融合的发展需求之中，通过实践探索

来形成良性的互动模式。

智能媒体建设赋能深度融合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 周葆华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成熟，生成

式人工智能正深度参与到新闻传播链条中的

各个环节。这种变革性智能技术与新闻生

产的结合，正在改变传统的新闻传播模式。

对新闻生产者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可

以从海量数据中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为新

闻工作者提供更多采访思路和方案。同时，

媒体可建立“云上人工智能编辑部”，借助其

强大的对话交互、语料分析等功能，新闻工

作者可以随时随地参与工作。

对新闻消费者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可

以作为插件接入手机等终端，让用户轻松获

得感兴趣的资讯，帮助用户深入了解某个特

定领域或主题，逐步改变用户的新闻获取方

式，建构一个更加多元化、交互性更强的信

息传播格局。

变革性智能技术深度参与新闻传播链条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洪杰文

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我

们 主 动 开 展 内 容 供 给 侧 改 革 的“ 四 则 运

算”。一是技术赋能做加法，联动传播提高

内容生产力。二是减少冗余信息做减法，

内容生产指向价值诉求和受众需求。三是

发挥聚变效应做乘法，搭建开放式运营机

制。四是消除传播风险做除法，优化流程，

提高内容质量。

我们运用全媒体整合分众传播模式，不

断提升传播效率，在国资新媒体矩阵基础上

优化央企媒体联盟运行机制，深化与主流媒

体、政务新媒体、专家学者、网络名人等合

作，合力挖掘国企新闻富矿。向企业众筹内

容，做好服务和商务；与主流媒体加强合作，

开展主题传播壮大主流舆论场；与网民众

创，吸引网络用户参与互动。

联动传播提高内容生产力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中心副主任、《国资报告》杂志社总编辑 闫 永

我们在做好杂志、电视、网站、“绿色中

国行”大型公益活动的基础上，与人民日报

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合作，创新性建设林

草系统“绿色中国”媒体矩阵，并通过不断提

升矩阵参与度、活跃度，形成“一盘棋”的自

主阵地。

我 们 充 分 利 用 林 草 系 统 垂 直 管 理 的

优 势 ，推 进 诸 如“ 绿 色 浙 江 ”“ 绿 色 杭 州 ”

等 各 地 、各 级 子 账 号 入 驻 与 统 一 管 理 。

借 力 媒 体 技 术 赋 能 ，共 同 策 划 、运 营 、推

广“ 绿 色 中 国 ”个 性 化 频 道 ，挖 掘 林 草 系

统 内 容 富 矿 。 培 养 一 支 既 掌 握 林 草 专 业

知 识 又 具 备 新 闻 专 业 素 养 的 人 才 队 伍 ，

变“信 息 报 送 ”为“内 容 创 作 ”。 通 过 创 新

化 、精 细 化 运 营 ，打 造“绿 色 ”主 题 新 型 宣

传阵地。

打造“绿色”主题新型宣传阵地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宣传中心副主任、绿色中国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缪 宏

媒体融合发展时代，舆论生态、媒体格

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亟须发展智能

传播技术体系。

智能传播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认

知影响的过程，包含意识形态、人工智能和传

播链条 3个圈层。在意识形态圈层，需要建

立意识形态知识体系，实现基于知识体系

的意识形态细粒度计算量化；在人工智能

圈层，需要突破现有基于特异性的内容分

析框架，发展基于关联性的新框架；在传播

链条圈层，需要建立能够穿透信息茧房、影

响用户认知的新技术路径。

传播内容认知全国重点实验室在智能

传播技术方面已经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

显著的研究成果，为国家的舆论安全和意识

形态安全保驾护航。

不断完善智能传播技术体系
人民日报社传播内容认知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 张勇东

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是以

服务媒体融合纵深发展、国际传播能力提升

为目标，以自然科学方法助力解决社会科学

重大问题的综合交叉领域实验室。

基于大模型信息服务获取的“隐平台

化、去 APP 化”特点，社会信息传播体系呈

现 出 社 交 传 播 与 智 能 传 播 相 互 联 动 的 复

杂 形 态 。 实 验 室 以 掌 握 认 知 传 播 机 理 为

切 入 点 ，构 造 宏 观 群 体 认 知 测 绘 图 谱 ，构

建个体多模态—场景—认知影响模型，为

内 容 策 划 和 精 准 投 放 奠 定 基 础 。 通 过 可

控多模态人工智能生成、集成推理等功能

实 现 认 知 适 配 的 视 听 内 容 生 产 和 鉴 伪 。

跨 平 台 传 播 认 知 效 能 评 估 能 够 综 合 考 虑

传播广度、强度、速度，实现传播过程的有

效闭环反馈。

认知驱动赋能精准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张 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积极推进“思想+艺

术+技术”的创新融合，全面构建“5G+4K/
8K+AI”战略格局，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制播

平台的技术创新和应用，赋能总台全媒体节

目制播。

总 台 牵 头 研 制 的 超 高 清 AI 修 复 增

强 平 台 ，有 力 支 撑 建 党 百 年 、北 京 冬 奥

会 等 重 大 活 动 和 4K/8K 超 高 清 频 道 节 目

制 作 。 联 合 上 海 人 工 智 能 实 验 室 打 造 了

“ 央 视 听 媒 体 大 模 型 ”，以 海 量 视 听 数 据

和 深 度 专 业 知 识 为 驱 动 ，利 用 原 创 先 进

算 法 和 超 大 规 模 算 力 进 行 训 练 ，并 赋 能

视 听 节 目 创 作 、智 能 剪 辑 等 多 个 方 面 ，

在 提 高 生 产 效 率 、优 化 内 容 创 作 、拓 展

创 意 空 间 上 ，提 供 了 更 加 高 效 的 智 能 创

作 工 具 。

创新应用推动全媒体节目制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超高清视音频制播呈现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赵贵华

信 息 科 学 理 论 广 泛 影 响 各 行 各 业 的

协 作 方 式 ，需 要 我 们 从 信 息 学 角 度 运 用

综 合 交 叉 的 思 维 ，再 次 延 伸 定 义 新 闻 传

播 学 的 研 究 范 式 ，运 用 信 息 论 、控 制 论 和

系 统 论 的 逻 辑 来 思 考 重 构 全 媒 体 生 产 传

播体系。

大模型的出现带来了一次人类认知数

字化的革命。媒体融合发展的任务之一，是

将主流媒体信息场、自媒体与社交媒体信息

场、与各行业领域深度结合的人工智能信息

场三大信息场充分链接、充分协同。媒体融

合要将信息流、应用场景进行系统性融合，

体现在生产、传播、服务等各个环节。

垂直领域大模型等将是媒体融合发展

的发力点，未来主流媒体需进一步聚焦场景

化的智能资源供给和可信数据供给。

推动信息流和应用场景系统性融合
新华社媒体融合生产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5G融媒体事业部副主任 蔡津津

长城新媒体集团联合河北广播电视台

推出新闻短视频日播节目《百姓看联播》，

用短视频对《河北新闻联播》中的时事新闻

进行通俗化解读。目前，该节目已推出 380
余期，阅读量超 10 亿次，秘诀在于用好“四

字诀”。

以“ 破 ”为 前 提 ，推 出 适 合 手 机 端 传

播 的 交 互 式 发 布 程 序 ，实 现 选 题 方 式 、话

语 方 式 、呈 现 方 式 创 新 ，突 破 传 统 新 闻 的

模 式 和 路 径 。 以“立 ”为 根 本 ，把“内 部 培

养 ”90 后 年 轻 记 者 和“ 外 部 引 进 ”各 平 台

新 媒 体 从 业 人 员 相 结 合 ，赋 予 新 闻 报 道

鲜 明 特 征 。 以“ 转 ”为 手 段 ，倒 逼 采 编 队

伍 转 作 风 、改 文 风 。 以“融 ”为 目 的 ，实 现

传 统 电 视 媒 体“大 屏 ”与 新 兴 媒 体“小 屏 ”

互动融合。

实现“大屏”与“小屏”互动融合
长城新媒体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辑 王悦路

分享贵州广播电视台近期 3个动态：一是

10月 25日—28日，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在

贵州省台江县“村 BA”篮球场开赛，贵州广播

电视台启动全面宣传，还与台江县签订了战

略合作协议。二是 10月 19日，“动静新闻”抖

音号粉丝破千万。三是 10月 24日，贵州广播

电视台发起成立了全省广播电视新媒体联

盟，25家广电新媒体品牌成为联盟首批成员。

贵州广播电视台始终坚持把持续供给

优质内容作为提升全媒体传播竞争力的关

键，坚持新闻立台，夯实融合传播根基，整合

精锐力量打造融媒体传播矩阵。目前全台

融媒体矩阵用户达 1.89 亿，自主建设的“动

静”客户端下载量超过 8000 万次。

供给优质内容提升融合传播竞争力
贵州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副台长 潘 源

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技术

风险与伦理挑战，目前已有 160多个国家和地

区出台了伦理原则和指南，相关组织和机构

发布的伦理准则超过 40项。构建人工智能科

技伦理的必要性毋庸置疑。

我 国 人 工 智 能 科 技 伦 理 的 发 展 历 程

表明，以制度优势引导人工智能治理政策

的制定部署，以专业方法对人工智能的技

术风险进行预测判别，以综合框架对人工

智能进行伦理审查，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

基 础 提 供 伦 理 事 实 信 息 、伦 理 专 业 知 识 、

伦理研究工具等，将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

向真向善，引领人工智能科技伦理体系创

新发展。

推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的建设与创新
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方师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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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福建广电网络集团发挥相关

优势，承建福建省县级融媒体省级技术平

台，为省内 83 家县级融媒体中心统一提供

集策、采、编、审、发和舆情监测等功能为一

体的服务，积极响应技术需求，为“新闻 +
政务+服务”提供支持。

为推进县级融媒体与中央主要媒体互

联 互 通 、资 源 共 享 ，集 团 积 极 与 人 民 日 报

社、新华社等开展合作，提供内容渠道，并

与省级媒体客户端“新福建”“海博 TV”实

现互联互通。下阶段，集团将继续以打造

一流融媒体省级技术总平台为目标，不断

提升平台产品创新力，带动县级融媒体科

技创新，探索与市级融媒体合作，合力构建

三级媒体融合、资源聚集的新型省级主流

媒体平台。

发挥技术优势 推进互联互通
福建广电网络融媒体科技公司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 卢永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