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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观点

王文坚  新华日报社党委委
              员、《扬子晚报》
              总编辑
观点：

随着传播方式的改变，在经历来
自广电媒体、网络媒体、社交媒体和
自媒体的冲击后，报纸的时效优势和
话语垄断优势减弱，而核心优势逐渐
集中到品牌影响力和人才优势。《扬
子晚报》创刊31年以来，在江苏省社
会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品
牌价值变现存在非常大的空间；而报
纸多年培养和储备的一批优秀的专业
人才，也成为发展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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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长力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宣传司司长
观点：

过去卫视的黄金时段都被电视剧和

综艺节目垄断，但这两年包括收视排名

前五的卫视都开始在黄金时段播出纪录

片，且收视率很高，有些纪录片甚至获

得比电视剧和综艺节目还要好的收视成

绩。这一现象标志着中国电视的结构和

基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观众的欣

赏习惯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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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鹏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副总编辑、华西都   
              市报社社长、封面   
              传媒董事长兼CEO
观点：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刚刚几年，

人工智能时代又来了，都市报往何

处走，向何处去，AI+媒体应该是弯

道超车最后的时间窗口。面对人工

智能即将带来的颠覆性变化，互联

网变局和重组的可能性正在孕育。

这就是都市类媒体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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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文推荐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都市报经

营体系重构
——以半岛传媒经营体系转型为例

在2017年8月大众报业集团推出

的媒介融合分析会上，半岛传媒负责

人介绍，2017年上半年，半岛传媒旗

下融媒体广告创收增长17.2%，《半

岛都市报》广告增加20.5%，半岛传

媒融媒体经营收入出现大幅增加，广

告增势明显；与此同时，半岛传媒旗

下各媒体的影响力、传播力、整合营

销力等大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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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主题宣传看都市报深度融

合模式
——2017年《大河报》媒体融合的
实践与探索

2017年，《大河报》注重把运营

与重大新闻策划相结合，通过重大新

闻策划来提升报纸品牌影响力。遵循

事物发展规律和新闻传播规律，《大

河报》主动的介入社会进程，热情参

与其中，把新闻延伸为行动，让行动

生发为新闻，有效发挥了媒体的社会

责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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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美国报业创新战略

与发展趋势

目前，在美国，超过80%的人通

过数字设备阅读报纸数字内容，超过

一半的数字报纸读者只通过移动设备

来阅读报纸数字内容。在这样的背景

下，报业适应移动互联网的技术进

步，开拓移动平台业务，便成为发展

中的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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