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
者
按

20162016年年1010月月3131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

0606

责编责编：：李李 超超

10月28日，在开源实业发展集团金凤凰大酒店举行的“新媒体、新机遇、新挑战”高峰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近
50家报社的100余名社长、总编辑集聚一堂。报业“大咖”们从大数据、云计算、融媒发展、跨界整合、矩阵联合、
多元发展等方面进行碰撞和交流，共同探讨新形势下地市媒体的发展之路，以下为论坛主讲嘉宾的发言摘要。

□本报记者 王艳彬 实习生 刘一

“全国传统纸媒在融合发展方面
存在两种模式，第一种是‘造船出
海’的‘澎湃模式’，自己花大钱，
自己投入巨资来建设，之后以自采
新闻为主。这种模式很好，但依靠
这种模式在互联网攻城略地的机会
已经没有了，位置已经占满，时间
窗口也已经关闭；第二种模式是

‘竹排出海’的蚂蚁军团模式，也就
是所有传统媒体都在搞的‘两微一
网’（微博、微信、网站）。但在纸
媒洪水滔天的环境下，这种模式已

经没有力量。所以，我们要寻找第
三条路，借用既有的平台，借用别
人的技术优势，用我们的内容合作
开发。”丁时照说。

《深圳晚报》的第三条路是“借
船出海”的深圳ZAKER模式。ZAK⁃
ER出技术，深圳晚报出内容，这个
全行业首创的“内容+技术+平台”
的合作模式。“我们把‘半条命’交
给了合作伙伴，走了一条国内媒体
没有人走过的路，但我们始终相
信，在成熟的互联网平台上实施全
面融合和展现机构媒体的魅力和实
力，前景可期。”丁时照说。

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深圳晚报总编辑丁时照

媒体融合的“第三条路”

□本报记者 张晓甫

“当前媒体传播遇到的直接
挑战是社会冲突中的传播。”复
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复旦大学媒介管理研究
所所长朱春阳在演讲中说。

朱春阳表示，传统媒体以
正面宣传为能力结构主体，新
型媒体是正面宣传能力+危机沟
通能力的协同发展。

媒介融合的本质是官方舆
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融合；而
新型主流媒体的核心价值：降
低两个舆论场的摩擦力，推动
更高程度的社会共识达成，而
不是激化冲突、加剧摩擦。

“过去10年中，传统媒体也

不断在创新，可效果不明显。
甚至有种“边缘突破，新闻已
死”的说法。传统媒体在转场
的过程中，谁在为新闻招魂？”
朱春阳指出，新媒体平台的核
心特征就是善于融合发展，比
如腾讯经历了从“丛林法则”
到“天空法则”的转型。

区域主流媒体的未来机遇
何 在 ？ 创 新 发 展 的 定 位 是 什
么？朱春阳认为，要网络出版
优先，抢占新闻第一现场，推
动两个舆论场的融合；新闻＋
服务，以公信力资源为基础，
进 入 混 乱 无 序 的 行 业 进 行 创
业。区域媒体创新发展定位是
领导者，而不是跟随者，是联
盟合作者，而不是单纯的模仿
者。

朱春阳表示，新媒体业务
定位首先是创业，其次才是融
合的问题。一个新型主流媒体
平台的核心特征有以下几个方
面：价值特征是立足新闻，善
于打通两个舆论场；操作特征
是快速反应、合作创新、整合
资源；组织特征是大象支撑＋
白蚁突破技术特征是善于融入
新传播手段，打开互动沟通大
门；用户特征是牢牢掌握年轻
人的心；产品特征是强势的主
打产品和系列衍生产品，成就
互联网时代的生活成长专家。

□见习记者 陈金旭

“我们传统媒体现在面临的
困境根本的根源是在哪里？是
在于我们还是在用小米加步枪
的方式革命，而互联网早就用
的飞机大炮。”国家行政学院社
会和文化教研部高级经济师郭
全中以简单易懂的比喻，从传
媒业新趋势、传统媒体衰落根
源和传统媒体转型路径三方面
进行了演讲。

谈到转型，郭全中先向大
家介绍了转型的方法论：一是
站在未来看现在。也就是基于
未来谈转型，看清未来，才能
找到通向未来的路。二是知行
合一，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郭全中认为，现在正处于
消费升级时代和产业大融合时
代，互联网、大数据+才是大架
构，而互联网已由原来的将大
量内容搬到网上的在线化转变

为给用户提供更好体验的在场
化，我们应该从大趋势中看到
小趋势，在经济新常态下，做
到媒体超常态。

剥 离 开 内 容 和 渠 道 的 分
离 、 内 容 创 业 者 脱 离 传 统 体
制、政务网站的兴起和企业自
媒体的蓬勃发展四个表象，应
该看到传统媒体深陷困境的根
源在于它处于受众流失、骨干
流失和入口价值丧失的恶性循
环之中。在用户连接失效的根
源下，传统媒体将陷入短期收
入断崖式下滑、中期难以有新
的业务支柱、长期互联网收入
较低的窘境之中。必须先解决
了生存问题，才能谈发展。

认清传统媒体真正的优势
在政治资源和品牌资源，才能
摸 索 传 统 媒 体 转 型 的 三 条 路
径：一是被政府“包养”：争取
真金白银、获取优惠政策、提
高发行价，降低无效发行量和
无效版面或争取纳入公共文化
服 务 体 系 中 。 二 是 跨 界 、 转
场：利用政治资源进入一些新
的产业或引进战略投资者，用
产业赚的钱来反哺传统媒体。
三是互联网+跨界：利用政治资
源，把政务信息统一起来，做
大数据产业，抓好智慧城市建
设 ； 打 造 智 能 生 产 和 传 播 平
台、大数据技术和资源平台和
用户沉淀平台这三大平台，才
能实现智能信息匹配，重建用
户连接。实现以智能媒体为核
心打造现代传播能力的转型目
标。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高级经济师郭全中

传统媒体转型的三条路径

复旦大学教授、媒介管理研究所所长朱春阳

媒介融合时代 新型主流媒体

□本报记者 张晓甫

“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影响已经
从传播、渠道层面过渡到产业链及
整个价值链。从原来把互联网作为
工具，到以互联网思维设计产品进
而运营媒体。今天传统媒体如果利
益格局不打破，组织架构不调整，
生产流程不再造，体制机制不改
革，就无法实现转型与转身的成
功。”王平说，他以萧山日报为样
本，解读了媒体融合与跨界发展实
践与探索。

王平表示，改革的思维是用户

化。首先，服务政府，解决政府痛
点。其次，信任背书，打好慈善和
公益的温暖牌。第三，让本地用户
创造内容，这是打造用户忠诚度和
提高粘性的很有效方法。第四，追
老引少，努力将两类计划用户打造
成最坚守的忠诚用户。

此外，王平还就“报业的转型
——多元化”“经营的要诀——社群
化”“体制的突破——合伙化”“绩
效的亮点——层级化”“制度的改革
——革命化”“救命的发行——党员
化”“未来的饭碗——数据化”等话
题进行了阐述。

萧山日报社社长、总编辑王平

道路千万条 变现硬道理

□见习记者 陈金旭

2014年，温都“三大再造”融
合模式入选中国高校新闻、传播专
业“十大经典教学案例”。

郭乐天向大家介绍道，“三大再
造”的核心内容为“理念再造”：强
化互联网思维；“渠道再造”：打造
新媒体平台；“流程再造”：建立中
央控制室，颠覆传统传播形态。

其中， 理念再造实现了温都团
队的转型，渠道再造提升了温都的
传播力、影响力，流程再造则做到
了把快捷的新闻给用户，把精致的

新闻给读者。
在“三大再造”的理念下，温

都在新闻传播方面做到了网络舆情
引导，做好重大主题报道和围绕中
心工作。在经营方面进行了创新：
结合新媒体营销做好版面策划，根
据用户信息反馈不断增加版面内
容，做好展会策划。大胆尝试跨
界：2014年，成立了温都猫电商平
台；2015年底与南京金融交易中心
合资组建“温都互联网金融服务股
份有限公司”开展互联网金融理财
服务。温都因此取得了可喜的媒体
成果，营收结构也发生了重大改变。

温州日报报业集团副社长、温州都市报总编辑郭乐天

理念再造 渠道再造 流程再造

□本报记者 王艳彬 实习生 刘一

“目前，纸媒普遍面临着四大困
局：融合之困、转型之困、体制之
困、两分开之困。”周劲说，“还出
现四大怪圈：采编经营的冲突、媒
体融合的僵尸、报业转型的伪题，
中央厨房的争议。当前最需要的是
观念的转变。顶层设计是统筹考虑
报业集团发展中的各层次，各要
素，追根溯源，统揽全局，筹划各
项工作，在最高层次上寻求问题的
解决之道。”周劲将报社顶层设计内
容总结为为六大类 20 项，既治理、

内容、渠道、平台、管理、经营。
“在大数据时代，充分利用智慧

城市建设和政府数据开放来搭建自
身的大数据平台和大数据产品，是
传统媒体转型的最后一次机遇。”周
劲说，传统媒体与公众的连接方式
正在“失效”，报业下一个商业模式
是建立链接，抢占入口，把公信力
变现。通过“报纸＋活动”的整合
营销、“入口＋服务”的平台营销、
从产业做到平台，最后做枢纽型的
生态圈。互联网商业模式给报业的
启示从内容为王，到链接为王，再
到大数据为王。

中国报业文化产业联盟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盐阜大众报业集团副总编辑周劲

融中对：赢在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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