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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伟强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
              紫光阁杂志社社长
观点：

移动信息技术给媒体领域带来巨

大变革，推动着媒体内容生产、呈现

形式、传播方式、运营模式等不断进

步，这是时代发展的大势，不可逆

转。党刊要放大互联网的传播优势，

在意识形态建设与意识形态斗争中敢

于发声又善于发声，在传统媒体与新

兴媒体融合发展中大胆作为又善于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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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品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发展研究中心
              副主任
观点：

纵观视听新媒体的演进过程，可

以发现，其主要是依靠媒体功能创

新、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三个轮子推

进的。从实践来看，媒体功能主要由

四个模块构成，即舆论导向功能、价

值导向功能、文化传承创新功能、信

息与娱乐服务功能，但这些都依托在

内容之上，没有内容功能就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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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子平  《编辑之友》杂志
              副主编
观点：

出版经纪人的价值在于，可将编

辑的发现及策划功能固化，而不必又

做文字，兼顾策划，如此却是长木

匠，短铁匠，两头疲沓。欧美大出版

商的稿源，多来自于出版经纪人，而

小出版商则由编辑亲力亲为。遵循市

场运行规律，为买卖双方撮合，从中

赚取佣金，中间商的存在，一定具有

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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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T TV的中美发展图景对比

与展望

中国OTT TV的发展图景与美国

最本质的区别在于美国是一个开放式

的OTT系统，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

习惯在网络与电视载体上定制各种各

样的服务与内容。OTT TV在中国发

展的初期，确实也经历了自由的时

期，OTT TV制造商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但质量良莠不齐。版权问题与低

成本的终端设备隐患让OTT TV市场

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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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APP新媒体创新现状与

发展研究

科学评价与准确衡量新媒体的创

新水准与创新表现，特别是新媒体产

品及应用的创新价值，不仅事关新媒

体组织的运营，也关乎整个行业和社

会整体经济的健康运行与良性发展。

移动APP应以内容建设为核心，以

技术驱动为引擎，以用户需求为主

导，如此才能提升新媒体的整体创

新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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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猫频道的成功与启示

央视网熊猫频道于2013年8月上

线，有效利用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和中国大熊猫保护中心良好的合

作关系，以24小时高清直播和熊猫实

名社交互动功能为特色，以视频为主

要呈现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

传统文化，向全球互联网用户传播真

实的、和平崛起的中国形象，被国际

主流媒体所接受，成为央视网海外传

播的一张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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