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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战江  山东广播电视台新
              媒体公司董事长
观点：

经过三年的检验，轻快云平台

获得了合作台的高度认可，多台联

动的“轻快百台春晚”“轻快生活

圈”“轻快购”等新模式已经在各合

作台开始应用，“轻快政企通”“轻

快商贸通”等服务型模块已开发上

线，逐步实现内容、受众、资源的深

度联动效应。

 P16

肖凯林  贵州广播电视台
              台长
观点：

贵州广电传媒集团地处经济欠发达

地区，一直有着很强的危机意识。多年

来，在生存的压力下，贵州广电传媒集

团不断寻求深度融合的新转机，在融合

中坚守，坚守中创新，力争走出一条有

贵州特色的媒体融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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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涛  中国传媒大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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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针对中国传统媒体的当前困境，

从中央高层，到各传媒机构已经开出

了“媒介融合”“智慧广电”“融媒

体”“电视+”等多种方案，但是无论

哪种方案，都必须将技术、主体、政

策、资本等因素充分考虑进来，如此，

才可以系统解决传统媒体的发展动力问

题，否则，一切尝试都将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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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文推荐

中国视听新媒体发展的特点

与趋势

视听新媒体作为互联网发展的重

要板块，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享

受视听盛宴的重要载体，是互联网空

间覆盖面最广、使用率最高、影响力

最大的文化娱乐形态，正成为思想舆

论交锋的主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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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广电将全面迎来智能服

务新阶段

智慧广电既是顺应社会发展趋势

的必然选择，又是广播影视技术发展

的必然趋势。智慧广电不仅仅是一次

传播技术的革新，它对多种技术的集

成与应用、对人们日常劳作的部分替

代、对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的拉升，必

将促使社会生活多个领域发生一系列

重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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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电移动新闻客户端：媒体

深度融合重要突破口

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中央广

电媒体和几乎所有省级广电媒体，都

已建成移动新闻客户端或移动新媒体

矩阵，移动新闻客户端数量超过70余

个，地市县广电移动新闻客户端有数

百个（包括以新闻内容为核心的综合

移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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