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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近年来，国内音频新媒体平台纷沓

而至，前有综合性音频平台喜马拉雅、行

业内首次提出PUGC战略的蜻蜓FM、以

UGC模式为主的荔枝FM，后有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音频移动端产品“云听”，甚至

互联网公司也纷纷跻身音频新媒体市场。

网络音频处于声音行业的领军地位，研究

以“云听”为代表的音频新媒体相对于传

统广播的优势、音频新媒体的现状及未来

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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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应慧  辽宁日报理论评论部
              主任
看点：

让党报评论好看是个新课题。本

文结合笔者多年评论工作实践，概述

了党报评论“不好看”的三类表现，

以人民日报任仲平和辽宁日报宁新平

两级党媒评论品牌为例，具体解析了

“好看”标签背后隐藏的特质，提出

党报评论好看的致胜关键在于其思想

性和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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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晗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讲师
看点：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利用新技术重点

打造了“云听”这一全新的声音新媒体

平台，并与“央视频”共同构成了总台

的“一体两翼”，在一年内实现了3000

万用户的增长量。数字赋能使音频这一

传统形式在新媒体上从时间与空间两个

向度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推动了

音频产业向着更高级的形态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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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云听”看音频新媒体
产业的发展

作者：

摘要：

2020年3月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音频客户端“云听”上线，一年后

客户端阅览量即达到10.73亿次，成

为总台阅览量10亿量级四大客户端之

一。传统媒体开始寻求蜕变与创新之

路，国家队“云听”的进场，为音频

新媒体产业带来了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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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
学院师资博士后  张超

广播剧创作的矛盾驱动力与
发展前瞻

作者：

摘要：

两类广播剧“平行宇宙”的现象短

期内虽难以改变，但在媒体融合向纵深

发展的趋势下，电台广播剧与网络广播

剧应积极探索交汇之道。广播剧创作既

要攻克版权、平台、制作能力等壁垒，

更需要找到跨界“出圈”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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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研究生  杜远智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

播客电台负责人  李立伟

媒介技术变迁视角的新闻
概念史考察

作者：

摘要：

从媒介技术的角度划定撒播技术

的历史与空间边界，将解构大众传播

范式下新闻概念的现代性藩篱。伴随

着网络社会的崛起，撒播技术下的新

闻概念将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映衬着互

联技术的新闻，通过互文意现的方式

体现其独特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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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教授  喻发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