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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观点

赖永强  华西手机报总编辑

观点：

作为一线的新闻舆论工作者，应该

在日常的融合新闻生产过程中，认认

真真地做足“准”“新”“微”“快”

四字功夫，提高融合传播能力，从而

以优质的内容赢得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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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保国  清华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副院长、
              教授
观点：

相较于英美等发达国家，中国的

传统媒体行业起步较晚，但中国的互

联网行业却是和全球同步发展，一些

互联网企业的规模和发展速度甚至已

经领先世界发达国家。在技术和资本

驱动下的中国传媒产业快速发展，传

媒产业的格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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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碧华  《民生周刊》杂志
              副主编
观点：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在人人都可

能成为传播者的背景下，新闻期刊如

果要立足，要有效传播，不能忽视读

者对问题研究性报道的需求。需求倒

逼供给，尤其是在新闻期刊唱衰的大

环境下，新闻期刊报道内容也需进

行供给侧改革，方向是加强研究性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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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主流媒体应谋求

弯道超车

传统媒体必须在科技创新和内容

创新两个方面狠下功夫，补短扬长。

要加大科技创新的开发力度，增加科

技研发经费的投入。在内容服务上，

则需着力在创新技术支撑下，利用互

联网思维与新型受众思维（即用户需

求）实现传统优质内容与新型服务内

容的综合开拓与传播。

 P19

连接与分享时代的全球传媒

产业发展

“C一代”的兴起，使媒介生产

和消费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

不仅体现在发达国家，也体现在发展

中国家的传媒市场中。随着手机运用

的不断普及，媒体生产的内容需要充

分满足受众“连接与分享”的特性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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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转型期行业报发展路径

探析
——以《中国社会报》为例

行业报在背靠行业、市场两大优

势，坐拥行业媒体特有的价值品质、

载体特征及运行环境基础上，相当一

个时期以来，始终呈高高在上之姿、

挟居高临下之势，这是一柄双刃剑，

在维护了信息发布传播权威性的同时

也日渐丢失了行业读者、地方受众的

认同感。这是传统媒体的共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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