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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情媒事

■深度微观

8月5日，“新视听国际传播·院长
论坛”在中国北京（国际）视听大会上
举办。国内9所知名高校新闻传播相关
专业学院院长齐聚，共同探讨新视听与
国际传播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论坛
上，各位院长分享的研究成果紧跟国际
行业热点，立足更高站位，深入探讨

“新视听+”传播的实践与未来发展，
并提出了创新发展思路和建议。

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叙事面对着复杂
的外部环境。

“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话语体
系具有多重性。”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院长周庆安认为，可从四个维度分
析中国国际传播：一是基于文明的叙事
时要注意差异性的表达；二是基于国家
的叙事更多强调的是共同性；三是基于
治理的叙事要强调传播的有效性；四是
基于时代的叙事要突出创新性。

周庆安建议，未来需要进一步理清
国际传播中话语体系创新的四个面向：
面向文明对话、面向创新场景、面向全
球南方国家和地区、面向精准叙事。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
学院院长姜飞认为，从历史视角来看，
在传播领域，当前美欧针对中国的认知
和看法呈现出一种“国际传播共识性陷
阱”特征，即特定国家和地区在特定时间
段内针对全球传播生态所形成的价值性
共识，却构成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介入
国际传播格局的行动和修辞性陷阱。

姜飞表示，这急需历时性视野、长
时段视线、立体化视角指导下的战略
传播修辞运动来应对。面对“国际传
播共识性陷阱”，短视频的国际传播如
果战略得当，将有利于提升我国国际
传播效能。

姜飞认为，短视频与“国际传播共识
性陷阱”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征。
大量共时性的短视频如果处置不当，可
能会不断强化所谓的“共识性陷阱”，造
成当前国际传播困境。因此，一方面，短
视频可以通过“量”改变现有的传播格
局，用大量的短视频补足国际受众对中
国的信息储备，以量取胜，冲击国际受众
的信息视角，消解既有的“国际传播共识
性陷阱”；另一方面，当下存在特有的中
国悠久文化传统无法以短视频个体性呈
现的局限，将历时性视野战略性地规划
在短视频生产的宏观布局图，形成历时

性短视频“星链”格局，对消解“国际传播
共识性陷阱”具有长期效果。

“伴随着移动社交传播和媒体融合
战略纵深演进，视听传播成为信息传播
重要方向。”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党
委书记曾祥敏表示，因视听传播具有临
场化、情感化、代入感的独特优势，赋
予国际传播新动能，成为提升国际传播
效能的重要话语力量。

曾祥敏认为，视听内容国际传播的
创新路径可着重于四个方面：拓展国际
传播渠道，聚合视听传播新动能；创新话
语表达，推动中国思想视听转化；打造审
美体验，发扬中华文化视听之美；把握精
准对位，提升中国声音传播效能。

善用AIGC赋能国际传播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应
用，互联网已成为最主要的信息流通渠
道。如以 ChatGPT 为代表的大模型正
改变着整个国际传播格局。

“智能传播是当下最大的信息流，
在大模型里，ChatGPT 只是大模型的
冰山一角。”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院长张洪忠表示，“它两个月就能吸
引上亿用户，怎样去把握、抓住这样一
个信息流进行我们的信息流扩散和传
播，需要深入思考。”

张洪忠说，没有相应的手段对海量
互联网信息流进行处理和分析，只能在
外围观察和评论，无法把握信息流的特

征、规律与社会影响从而作出深入的规
律性研究，等等，这些困境就是局外人
困境问题，是目前传播学在国际传播上
所面临的一大问题。

“AIGC 技术对于中国的国际传播
至少能够在三个方面进行赋能。一是主
体强化，进一步促进人机协同；二是叙
事迭代，讲好中国故事；三是传播升
级，增强用户体验。”浙江大学传媒与
国际文化学院院长韦路说。

如何在AIGC技术带来的挑战和机
遇之下重构中国国际传播的生态？韦路
给出五点建议：一是建立科技创新的长
效机制，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加速科技
成果转化；二是增强全球数字沟通能
力，通过AIGC技术赋能，提升国际影
响力、传播力与引导力；三是完善人工
智能伦理规范，加强人工智能法律规制
构建；四是提高数字内容风控能力，促
进数字内容风控技术发展，用技术治理
技术，建构数字内容风控监管机制；五
是提升 AIGC 时代公众的人工智能素
养，形成正确人机观念。

不同国别文化应互鉴交融

“国际传播的根本目的在于推动不
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融合，以及促进各国
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南开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院长刘亚东解释道，国际传
播应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化进步和文化创
造的有机组成部分，高水平对外开放呼

唤着高水平的国际传播。
“新的形势下，我们应以认知提升、

形象塑造、身份建构、态度转变、价值认
同、行为转化为目标，努力推进国际传播
上升为战略传播。”刘亚东呼吁，“面对分
众化传播取代国别传播成为Web3.0时
代国际传播的新特征，我们要早更新关
于国际传播的理念和认知。”

“主流媒体在塑造传播城市形象方
面有较强影响力。从传播的角度来看，
除了媒体报道外，搜索引擎也可以给城
市评价提供指标。”暨南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院长支庭荣认为，在人工智能、
新视听等技术加持下，社交媒体、企业

“出海”等为增强城市国际传播力提供
了不少机遇。他表示，国际传播的范围
不仅是媒体的国际传播，还应包括各种
信息矩阵，应打破壁垒拓宽国际传播的
领域和范围。

“元宇宙、远程教育、远程医疗、
超高清体育赛事转播等新视听技术的跨
界应用构建了良好的跨文化交流渠道，
为全方位开展国际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
长李岭涛说，以人工智能、新视听等技
术为支撑，提升中国体育国际传播影响
力，可以更好地消融国际传播中的“语
言壁垒”和“文化隔膜”。

“体育打破意识形态壁垒，新视听拉
近文化思维距离，二者相辅相成。”李岭
涛讲道，体育赛事参与人数众多，体育精
神共识性强，情感共鸣强烈，体育成为国
际沟通的桥梁。新视听是国际传播的重
要手段，其从时间、空间、主体、效能等维
度向受众提供“全现场”体验，从而消除
时空、文化思维等差异，真正实现无障碍
国际传播。他认为，未来必将形成一条

“体育+新视听”的国际传播新路径。
“中国电竞走出去与电竞价值提

升，对于增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及文化
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传播学院院长李本乾认为，电竞
在传递中国优秀文化的同时，促进了全
球文化互鉴融通。

作为跨文化传播实践的中国电竞游
戏具有体验和传播双重属性。李本乾认
为，良好的跨文化传播应以创新传播的
多元形式提供文化展示和沉浸体验，以
更在地化的方式面对用户进行精准营销
传播，实现文化融通。“应从多角度出
发，增强我国电竞国际竞争力与影响
力，借助这一新体育载体推动中国文化
的国际传播。”

新视听与国际传播相辅相成
□本报记者 常湘萍

新视听国际传播·院长论坛现场。 主办方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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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账号影响力周排行
（7月30日—8月5日）

微 博 账 号 影 响 力 值 BII（Mi-
cro-blog Impact Index）由上海交大
大数据与传播创新实验室提供算法及
学术支持。BII值范围0—100，值越高，
代表该微博账号的影响力越大。

（附：媒体行业微博影响力的计算
公式为BII=发布指数×45%+互动指
数×45%+活跃指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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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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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
法治日报
紫光阁
中国新闻社
科技日报
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
中国侨网
侠客岛
人民日报
农民日报
法治网
央视频
环球网
经济日报
人民政协网
中国日报
半月谈
解放军报
参考消息
中国警察网
中国妇女报
小康杂志社
中国青年网
求是
中国日报网
中国军视网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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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
新京报
封面新闻
每日经济新闻
极目新闻
北京日报
北京青年报
江苏新闻
新闻晨报
南方都市报
红星新闻
南方周末
北京晚报
河北日报
广州日报
齐鲁晚报
济南时报
大众日报
长江日报
中国山东网
四川日报
现代快报
新华日报
日照网
都市时报
河南交通广播
津云
河南新闻广播
包头新闻网
西部决策
红网
湖北日报
福建日报
四川观察
云南日报
天山网
芒果TV
琅琊新闻网
大小新闻客户端
南阳日报

中央新闻网站及新闻单位

地方新闻网站及新闻单位

6 月 29 日，湖北日报全媒体产品
《总书记到过的这座城，一年后有新变
化》 被全网置顶推送。2022 年 6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赴湖北视察时，与
科技工作者和社区群众亲切交流，强调
把科技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
提升我国发展独立性、自主性、安全
性。一年过去了，湖北的大地上有着哪
些新变化？

《湖北日报》提前策划，浓墨重彩
推出《武汉人民向总书记汇报》特刊及
系列新媒体产品，从不同角度，图文并
茂呈现一年来武汉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的奋斗之姿。整组报道气势磅礴，全媒
呈现、融合传播，既是武汉人民向总书
记的汇报，也是《湖北日报》媒体深度
融合的一次创新汇报。截至目前，整组
报道全网浏览量超1.8亿。

深入调研 精心策划

今年3月下旬，湖北日报社在策划
二季度重要选题时明确，要把6月28日
报道作为主题报道重中之重，进行重点
策划。编委会深入研究 2022 年相关报
道后，指明该策划的方向和立意：从总
书记“我一直牵挂着武汉人民”这一蕴
含强大情感力量的寄语入手，挖掘湖北
武汉一年来的深刻变化，向总书记汇
报。分管领导和武汉新闻中心进一步提
出“聚焦主题、小切口切入、全媒体呈
现”的报道思路。

在此基础上，武汉新闻中心多次召
开策划会，拎出此次报道最具价值的
三个方面：一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殷殷
嘱托的激励下，武汉新城全面启动，

成为武汉都市圈创新发展的主引擎、
湖北建功先行区的重要载体；二是武
汉突破“卡脖子”技术成效显著，捧
回多项世界第一；三是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取得新突破，美好环境与幸福生
活共同缔造活动成为温暖民心、动员
群众的有力举措。

随后，武汉新闻中心记者分头搜集
采访线索，将报道角度和内容进行细
化。在此基础上，武汉新闻中心会同融
媒体中心、视觉中心、编辑出版中心分
别召开多次对接会，明确了报纸版面、
视频、新媒体产品的内容方向及呈现形
式。6月初，6月28日报道的详细策划
案经湖北日报社编委会同意后，进入实
施阶段。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重大主题
报道策划为先，《湖北日报》此次报道
实践表明，精品力作一定是经过深入调
研、精心策划而来的。

全媒采访 重磅呈现

自去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华工科技后，武汉新城开始谋划、高标
准启动建设武鄂黄黄（武汉、鄂州、黄
石、黄冈）城市中心和武汉都市圈高质
量发展主引擎。

武汉新城的变化，最能体现这一年
的湖北担当、武汉作为。全媒体采访
团队深入武汉新城项目建设现场、科
创企业、社区群众中间，倾听他们的
感受和心声，了解他们的奋进与变
化，采写了重磅主稿 《武汉人民向总
书记汇报——您站立的地方，一座新
城活力“生长”》，以及《奋跃向上英

雄城》《这一年，湖北捧回多项世界第
一》《共 同 缔 造 新 时 代 的 “ 温 暖 大
院”》4篇报道。

头版深度长文开宗明义，明确此次
策划的中心思想：武汉人民向总书记汇
报“牢记殷殷嘱托，感念无尽牵挂”。

“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发展标
杆。进入新时代，作答新课题。把科技
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湖北武汉以
一座新城作答。”语言高度凝练、力透
纸背，体现了《湖北日报》的视野与格
局，思考的深度与高度。

报道在头版通栏呈现，配以去年6
月 30 日的一版大图和此次特刊封面
图。在去年的版面上，“我一直牵挂着
武汉人民”几个大字大气醒目，习近平
总书记挥手的图片感人至深。今年6月
28 日的 《武汉人民向总书记汇报》 特
刊封面，《湖北日报》采取创意插图形
式，巧妙地将总书记的形象图片与武汉
日新月异的变化元素、荆山楚水的意蕴
结合起来，虚实结合，大气舒朗，生动
传神，让人过目不忘。

特刊通版以醒目标题和编者按统
领，阐明选择科技创新的三个重要方面
（湖北实验室、企业和创新平台） 的原
因及意义。6篇报道选题来自武汉两大
开发区，内容各具特色，从不同层面和
产业领域，展现最新、最精锐、最高端
的创新成果：世界最快的光场摄像机、

“中国造”晶圆切割设备、首条无人驾
驶公交线等，均为独家首发新闻，让人
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振。

高质量的内容配以高水平的创意呈
现方式，让报道更加立体挺拔、更加抓
人眼球。

全域推送 全网转发

6月28日当天，《武汉人民向总书
记汇报》特刊见报的同时，新媒体产品
也纷纷惊艳亮相。

湖北日报客户端首页开机图非常精
美，呈现“武汉人民向总书记汇报”的心
声。《您站立的地方，一座新城活力“生
长”》视频、文字、图片巧妙搭配，融四组
大稿于一体，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呈现

“武汉人民汇报”的全部精彩。
裸眼 3D 海报《重温总书记殷殷嘱

托，感受武汉科创新图景》，将MG动画
与图文融合在一起，适应动图时代的网
友沉浸式阅读的习惯，妙趣横生。视频评
论《一束光照亮一座城》，评论员出镜解
读，让网友近距离感受新城之光、武汉之
光，并引发思考其背后的创新逻辑。

湖北日报视频号作品《在武汉，创
新无限》，把网友带入平时难得一见的

“黑科技”现场，炫酷精彩。公众号文
章《总书记到过的这座城，一年后有新
变化！》 一经推出，立即引起全网关
注，《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澎湃新
闻、腾讯、网易、搜狐等多家媒体与平
台纷纷转载，并置顶推送。

……
这组全媒体报道引发湖北全省强烈

反响。武汉经信、武汉组工、中国光
谷、知音汉阳、蔡甸融媒、掌握江夏、
武汉创新发展研究院等多个微信公众
号，以及鄂州、黄石等市州媒体纷纷转
载，形成强大的转播合力，营造了牢记
嘱托、感恩奋进、建功先行区的良好舆
论氛围。

湖北日报社创新重大主题报道全网浏览量超1.8亿

磅礴书写英雄之城的奋进答卷
□本报记者 张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