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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网络内容建设

来源：“世界互联网大会”微信公众号

磅礴力量在网络空间不断汇聚
□本报记者 齐雅文

每年的11月，乌镇总会聚集来自世界的目光，科技、未来和传统在这里交汇。而作为互联网大会上的重头戏，由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牵

头编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3》和《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3》蓝皮书，聚焦互联网发展新动态、新趋势、新变

化，回顾成就、总结经验、分析形势，成为传媒业界关注的焦点。

那么，每年如约而至的报告包含着传媒领域怎样的发展变化？大家又有着怎样的解读呢？对此，聚焦《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3》第3

章《网络内容建设》部分，《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对业内专家学者进行了采访。

互联网汇聚万千社会信息，网络内
容传播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意
识形态具有重要影响。《网络内容建
设》部分中提到：一年来，网络内容建设
高质量推进，重大主题宣传和议题设置
广泛凝聚合力，网络文明建设开拓新局
面，网络国际传播效能全方位提升，网络
内容供给紧贴受众需求，网上网下统筹，
大屏小屏整合，主流思想舆论进一步壮
大阵地和声势。

作为报告编撰的参与者，中国网络
空间研究院信息化研究所所长、正高级
工程师邹潇湘说，过去一年网络内容高
质量建设工作持续推进。他表示，这主

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重大主题宣传
和议题设置奏响主旋律、聚合共识度。
各大主流媒体、网站以党的二十大精神
网络宣传为主线，充分发挥全媒体传播
体系优势，报、刊、网、端、微、屏一体发
力。二是网络文明建设强化主阵地、践
行新思想。不断培育网络文化新风尚，
丰富网络文明新实践，筑牢网络宣传主
阵地，推动形成风清气正、崇德向善的网
络文明环境。三是网络国际传播融通多
语境、增强软实力。以战略传播理念为
内涵，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石，以话
语创新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网络
空间的感召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
中国形象。四是网络内容供给紧贴新需
求、增强共情力。各大中央新闻网站以
新语态为纽带，增进共情式互动，以新技
术为桥梁，营造沉浸式体验。

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
授、硕士生导师庞明慧也观察到，主流媒
体深入开展重大主题报道，全面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努力实现媒体的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积极服务媒
体用户，制作了许多高质量的融媒体产
品，从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渠道等方
面都较好地体现了用户思维和互联网思
维，不断创新报道，从互联网用户特点和

需求出发，用其熟悉和喜爱的方式并结合
其关心的话题和内容进行报道，确保报道
入耳、入眼、入脑、入心，不断提升传播效
能，较好地实现了舆论引导。

“一年来，网络内容建设多点开
花，成效显著，感受比较深刻的是网络
国际传播领域呈现新特点，展现新作
为。”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网信理论与
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工程师姜淑丽
表示，网络国际传播拓宽了国际传播的
渠道，网络文学、电子竞技等成为国际
传播的新载体；网络国际传播创新了国
际传播形式和方式。姜淑丽举例道，

“充分发挥‘Z世代’和亲身感受中国
的‘洋网红’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内容
生产能力、新媒体传播能力、社会影响
力，打造‘民乐也疯狂’短视频 IP 在
国内外社交平台广泛传播，《中国让我
没想到》栏目，《与中国对话》《Vlog-
ger在中国》等微视频，提高了网络国
际传播的融通性。”

“党的二十大网络宣传‘声’入人
心”。全面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也是多位专家在此次采访中提到的高
频词。同时，多位专家也纷纷提到了
网络国际传播在过去一年取得的显著
成果。正如 《网络内容建设》 部分中
提到的：“网络国际传播融通多语种、
增强影响力。”

网络内容建设高质量推进

《网络内容建设》部分提到：一年
来，全国网信系统主动对标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站在更高的
起点上规划、推进网络治理体系建
设，完善网络治理相关法律法规，开
展常态化专项治理活动，深化互联网
领导管理、正能量传播、网络内容管
控、社会协同治理、网络法治、技术
治网等六大体系建设，促进网络治理
向法治化、专业化、科学化发展，进
而推动实现由“管”到“治”的根本
转变。

邹潇湘告诉记者，《网络内容建
设》 部分专门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赋能青少年健康成长”为题，
探讨了在引导青少年健康用网方面所
作的工作。坚决遏制侵害未成年人权
益的违法行为，提升学习类 APP、儿

童智能设备等专属产品服务信息内容
安全标准，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
安全成长的网络环境。同时，通过网
络素养教育培育，提升青少年自身对
网络诱惑的自控力和免疫力，增强未
成年人科学、文明、安全、合理使用
网络的意识和能力，引导未成年人形
成积极健康的上网用网习惯等。这些
工作都令他印象颇深。

身处传媒行业，主流媒体应该如
何发挥自身作用，推动网络综合治
理、打造向上向善的网络生态？姜淑
丽给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发挥好传播
优势，精心做好网上重大主题宣传和
重大议题设置；二是把握好网上传播
规律，主动适应数字技术带来的传播
新特点，有针对性地设置议题，提升
传播效能；三是充分发挥正面宣传和

舆论引导作用，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
的时、度、效，主动发声、敢于亮
剑，积极应对各种复杂舆情；四是发
挥教育作用，引导民众理性发声，提
高网民对网上复杂信息的思考分析能
力，不断提升网民的网络素养。

对此，庞明慧也给出了自己的建
议，“媒体应积极探索全媒体传播在价
值观引领和网络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
和有效尝试，大力传播正能量，广泛
汇聚向上向善力量，积极有效地引导
舆论，通过共情、共享、共传的传播
方式，引导公众积极、自觉地参与到
网络美好精神家园的共建中来，积极
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舆论空间。”

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
授、博士生导师路鹃表示，媒体作为网
络治理的重要抓手，应该从多个方面发

挥自身作用。首先应用大数据全景呈现
舆情事件，通过可视化技术将社会舆情
的监测细致化，对杂乱无章的信息碎片
进行整合，帮助政府及时掌握舆情走
势；其次通过议程设置的合理规划实现
实时的舆论引导，媒体部门可通过抓取
事件传播的关键节点和重要争议问题，
主动出击，发挥导向作用，联合网络运
营商、媒介领袖等实现多方联动的舆论
引导；再次运用大数据技术提升舆情预
警及应急能力。

多位专家提出了媒体在互联网治
理中的具体做法。正如 《网络内容建
设》 部分中所写：互联网治理需要互
联网企业、社会组织、网民多方主体
的主动参与，汇聚各方资源力量，共
同承担治理责任，共筑网络安全防
线，保障网络综合治理成效。

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基本建成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加快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重要
指示十周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
流舆论新格局。2023年，“扎实推进媒
体深度融合”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网络内容建设》部分提到：媒体
融合发展从最初的转观念、做产品、
建平台，到由表及里、由点到面逐步
铺开，现在已经进入全面发力、提质
增效的新阶段。

在邹潇湘看来，媒体融合发展进入
全面发力、提质增效的新阶段主要体现
在四方面：一是以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
为目标，把握技术发展给新闻生产传播
方式带来的深刻影响，从中央媒体贯通
到地方媒体的融合发展都迈上了新台
阶；二是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推
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县级融媒体中
心深耕本地新闻，充分发挥“全媒调
度、全网传输、全域覆盖”的优势，服
务百姓生活与乡村振兴；三是大力推进
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建设和发展，充
分发挥政务新媒体传播速度快、受众面

广、互动性强等优势，不断强化发布、
传播、互动、引导、办事等功能；四是
各大媒体纷纷探索智能生产与传播模
式，赋能新闻媒体数字化转型，实现技
术和内容相互驱动、高度融合。

“新华社 H5 报道从大屏到小屏的

跨屏传播，以江苏、湖南为代表的地方
融媒体推出的有关两会的互动 H5 报
道，以及人民日报社和央视网不断加深
人工智能技术在内容生产中的参与比
重，从智能采集、智能生产、智能分发
到智能反馈全过程赋能新闻生产等

等。”路鹃列举了多个媒体融合报道的
代表性案例。

“媒体融合进入新阶段以来，前沿
技术催生媒体新业态，驱动媒体融合新
升级，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技
术逐步应用于内容生产和传播实践，出
现了虚拟数字人等媒体传播新形态。”
在姜淑丽看来，媒体融合在坚持内容为
王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技术赋能作用，
各大主流媒体纷纷推出系列产品，如央
视新闻系列微视频 《开局之年“hui”
蓝图》、新华社客户端“元宇宙·职业新
体验”系列报道等代表性节目实现技术
和内容相互驱动、高度融合，助力主流
媒体不断向“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
员媒体、全效媒体”演进。

“技术创新与应用是驱动媒体转型
升级、引领媒体融合发展的先导力
量。”《网络内容建设》 部分中提到
的，也是多位专家在采访中感受颇深
的。新型主流媒体建设成为传媒领域
提升自我造血能力的重要着力点，媒
体融合纵深发展向智能化全媒体生态
系统的目标迈进。

媒体融合迈入全面发力、提质增效新阶段

中国日报社短视频栏目《中国让我没想到》邀请海外青年通
过第一视角，展示他们在中国“没想到”的真实体验，讲述他们亲
身遇见的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新华社客户端《元宇宙·职业新体验丨郁伍林代表：带你走进“未来老姆登”》。

“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新时代中国外交”网站出品的《与中
国对话》系列视频。

本文均为资料图片

今年，世界互联网大会迎来乌镇峰会

第十年。十年积淀，世界互联网大会凝聚

共识、搭建平台，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

共同体的主张不断深入人心，丰硕成果不

断涌现，合作共赢稳步推进，向全球贡献

了推动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的智慧和方案，

让我们共同回顾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

这十年的一些亮眼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