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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发布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不仅指出截至2023年12月我
国网民规模达 10.92 亿人，较 2022 年 12 月增长
2480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7.5%，较 2022 年 12
月提升1.9个百分点，而且还详细展现了2023年
我国互联网的发展状况和趋势。基于实践总结网
络媒体发展新特点，在这一组组数据的背后，又有
哪些深层次问题、新的变化呢？网络媒体又该如何
把握新机遇呢？

政务新媒体过万家服务功能提升

《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12月，我国共有政
府网站13925个，主要包括政府门户网站和部门
网站。其中，中国政府网1个，国务院部门及其内
设、垂直管理机构共有政府网站542个；省级及以
下行政单位共有政府网站13383个，分布在我国
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国在线
政务用户规模达 9.73 亿人，较 2022 年 12 月增长
4701万人，占网民整体的89.1%。

记者梳理发现，各行政级别政府网站共开通
栏目26.1万个，主要包括信息公开、网上办事和新
闻动态 3 种类别。其中，在各行政级别政府网站
中，县级网站栏目数量最多，达11.3万个，占比为
43.5%。在政府网站栏目中，信息公开类栏目数量
最多，为 17.6 万个，占比为 74.9%；其次为新闻动
态栏目，占比为16.0%。

对于日益移动化的趋势，《报告》指出，截至
2023年12月，经过新浪平台认证的政务机构微博
为146638个。我国31个省（区、市）均已开通政务
微博。其中，河南省各级政府共开通政务机构微博
10067个，居全国首位；其次为广东省，共开通政
务机构微博9880个。

《报告》认为，我国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为总
枢纽的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基本建成，推动
了全国范围内政务服务事项的标准化供给，困扰
企业和群众办事多年的“上多站、满网跑”问题得
到有效破解，政务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网络视频蓬勃发展“出海”火爆

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为
10.67亿人，较2022年12月增长3613万人，占网民
整体的 97.7%。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 10.53 亿
人，较2022年12月增长4145万人，占网民整体的
96.4%。

作为对新网民最具吸引力的互联网应用，我
国网络视频（含短视频）发展环境持续优化，内容
供给不断丰富，推动行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从《报告》中可以看到，短视频行业内容供给
不断丰富，以微短剧为代表的网络视频内容蓬勃
发展，实现量增质升，不仅数量持续增长，全年微
短剧拍摄备案量达3574部、97327集，分别同比增
长 9%、28%，而且质量稳步提升，“出海”更加火
爆，如中文在线旗下的微短剧应用Reel Short在
海外市场广受欢迎，多次位居美国App Store娱乐
类应用下载量第一，有效推动中华优秀文化以更
加新颖、更具活力的方式走向海外。

网络音乐向好向新增收显著

作为网络媒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显
示，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络音乐用户规模达
7.15亿人，较2022年12月增加3044万人，占网民
整体的65.4%。

网络音乐作为网络文娱中不可忽视的内容，
《报告》指出，随着我国网络音乐版权保护格局逐
步完善，用户付费意愿稳步提升，带动业务营收显
著增长。

就具体增长幅度而言，《报告》以两大平台为
例指出，2023年上半年网易云音乐在线音乐服务
的 月 付 费 用 户 数 达 4175.09 万 人 ，同 比 增 长
11.0%；前三季度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在线音乐服务
的付费用户数达 1.03 亿人，同比增长 20.8%。《报
告》认为，付费用户数量显著提升，带动网络音乐
业务营收增长。数据显示，上半年网易云音乐在线
音乐服务实现营收超20亿元，同比增长13.3个百
分点；前三季度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在线音乐服务
实现营收123.03亿元，同比增长37.9个百分点。

网络文学海外市场更加繁荣

《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络文
学用户规模达5.20亿人，较2022年12月增长2783
万人，占网民整体的 47.6%。《报告》同时强调，
2023年，我国网络文学海外市场更加繁荣，新兴
技术加速应用，行业生态不断优化。记者梳理后发
现，其主要表现出“出海规模持续扩大”和“创作效
能持续提升”两大特点。

首先，网络文学平台加快扩展海外业务，推动
“出海”作品和作家数量创新高。《报告》显示，截至
2023年10月，阅文集团海外网站“起点国际”已上
线约3600部中国网文的翻译作品，推出海外原创
作品约61万部，并培养了约40万名海外作家，广
泛分布于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次，网络文学平台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助
力行业发展提质增效。《报告》以阅文集团发布的
大语言模型“阅文妙笔”和应用产品“作家助手妙
笔版”为例指出，人工智能大模型为作家提供了创
作服务、数据运营等辅助工具，帮助作家激发灵
感、丰富细节、提升效率。

CNNIC发布第53次报告

从数据变化看发展蓝海
□本报记者 张博

清明将至，难得晴日。犇视频的茶主播
正在湖南长沙金井的茶园里，坐煮春色，慢
饮流云，为3天后的春茶直播带货做准备。3
年前，这些如今仙气飘飘的主播曾只是晚
班的美编，每日打磨传统报纸版面，不出楼
宇，长守夜色。而他们正是湖南日报社犇视
频（以下简称犇视频）融媒转型的缩影。

犇视频是《三湘都市报》融媒转型的
新阵地。从2021年5月开启转型之路，破
纸而生，融媒蝶变，3 年时间实现从纸上
到掌端，从日更到秒更，如今连续两年第
三方平台传播量突破百亿，成为不少省级
都市报眼中的“生猛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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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地武士”向死而生

2021 年 5 月，改革之前，《三湘都市
报》以纸媒为主，79名采编人员多数屯兵
纸上，除了将报道平移至新湖南 APP 的
都市频道，鲜有融媒之招。

作为新闻圈里的“老字号”，员工平均
年龄超过43岁；此前多年经营遇困，财力
不济，难放大招甚至连一个视频号都没
有，阵地寥寥，声量寂寂。

改革则生，不改必亡。但艰局之下，如
何改？从何突围？

犇视频选择从视频切入，全员转型。
首先成立新媒体中心，作为视频转型的驱
动与辅导部门。此后，全员进入学习区：从
总编辑到编委，从采编到美编，能出镜的
出镜，能剪辑的剪辑，稿件必须有视频，否
则减分或不计分……《三湘都市报》内部
全员发动，快速地推进以视频化为核心的
融媒改革。

8个月完成“土壤改造”，一年上线犇
视频APP，此后更是一路加速，融媒传播
量快速突破 100 亿……这群向死而生的

“绝地武士”，破釜沉舟，在躬身入局后，终
于走出极寒之地，遇见春日原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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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兵团”向融而生

记者曾冠霖带着粉丝畅游春色时，主

播田甜正在直播间抨击彩礼之重，“五旬
青年”张军则在和粉丝交流，寻找下一个
热点选题。录制刚结束的黄京轻快地“路
过”他们，她的教育视频正受到热烈追捧，
热搜已稳坐榜首……这是犇视频主播的
日常。此前，他们都是幕后“日更”的文字
记者编辑；而今，他们是随时“秒更”的视
频达人。

用户在哪里，犇视频就应该在哪里。
热点在哪里，犇视频就应该在哪里。

新闻IP如何打造？基于视频，源自专
长领域，起于兴趣热爱。犇视频为每一位
适合出镜的采编人员都打造各自方案。执
行总编辑张军，从事新闻多年，新闻锐评

《军哥说新闻》应运而生；副总编辑黄京，
深耕教育线口18年，《津津乐教》火速上
线；记者田甜，跑线数年，热爱报道人物故
事，《新闻犇一下》及时推出……从文旅到
交通，从医疗到“三农”，犇视频都建设了
自己的垂直账号，并要求做到贴近热点，
每周按时更新。

目前，犇视频自有采编 IP 账号从
2021 年的 3 个发展到如今的 24 个，仅记
者IP的全网播放量就突破50亿，基本实
现了“热搜常态化、涨粉常态化”，还以去
中心化的方式深情拥抱市场、实现流量变
现。其中，《曾游记》发布47期视频，浏览
量超1亿，登上微博同城热搜19次、抖音
同城热榜35次；《津津乐教》视频号针对
当前热点教育问题为家长和学生提供解
答，每期内容都被湖南省教育厅官微“湘
微教育”转载，不仅提升了栏目知名度，也
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力。

从来就没有新媒体，只有不断守正创
新的媒体。当犇视频改变了《三湘都市报》
原有的纸上形态，在新湖南、犇视频双
APP的自有阵地与微博、抖音等第三方平
台上，以现有用户接受的形态呈现与怒放
时，主播的聚变制造了流量的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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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犇赴”向阳而生

温暖是《三湘都市报》的底色。上
线以来，犇视频坚守以活动为媒，与读

者双向犇赴，线上线下联动，共同传递
着大暖真情。

——“感动湖南，温暖中国”。连续多
年承办“感动湖南人物评选”，成功推选
14 人成为“感动中国”人物，犇视频是推
选率最高的媒体，每时每刻都不忘报道湖
湘大地上平凡英雄的温暖故事。

——“你为她们点灯，全城为你亮
星”。“亮灯阿姨”孙美华，曾为长沙小巷夜
归的女生留灯10年，犇视频上线当晚，为
她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无人机夜飞告白：

“你为她们留灯十年 我们为你点亮全城
灯光”。在现场，孙美华泪流满面，无数网
民激动得热泪盈眶。

——“以三牛之力，暖青春中国”。犇
视频“青春号”主题游艇中流击水，“青春
学习堂”温暖开讲，与青年学子共话“三牛
精神”，只争朝夕书写青春华章。

——“雷锋之暖，湖湘正传”。在开
往北京的“雷锋号”温暖专列上，“最美
高速公路收费员”彭莉琴分享“雷锋
号”上的温暖故事，讲述犇视频的温暖
情怀；在开往深圳的“创新号”专列
上，在深的湖南企业家分享创业故事和
心路历程，共情《三湘都市报》的创新
路和犇视频的诞生路。

此外，犇视频还发起“按线行驶挑战
21 天”活动，邀请全城车主坚持按线行
驶，平安出行。

犇视频的百亿流量之源，温暖且有创
意的活动，是当之无愧的核心密码之一。
因为犇视频始终以共情之心记录时代英
雄，以创意活动传播人间大爱。

长沙的长，是长情的长；犇视频的犇，
是“犇”赴的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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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犇赴”向新而生

融媒转型没有退路，要么躬身入
局，要么淘汰出局。

此前两年，犇视频全网传播数据每
年均突破 100 亿，第三方平台涨粉超
1000 万。过去两年，超140 个微博话题
冲上全国热搜，也早已是抖音、快手、

今日头条上的打榜常客。
优质的流量，一定来源于优质的内

容，以及一支敬业的推广队伍。犇视频
有一支特别出色的“推广娘子军”，每天
两班，至少发布16小时，全年无休。她
们在新湖南、犇视频两大自有主流党端
APP及时发布的基础上，开辟了20余个
第三方平台号，在人民号、央视、“学习
强国”等央媒平台开号之外，还在微
博、抖音、快手、头条、百度等核心第
三方商业平台上开号，及时发布，动态
更新。

犇 视 频 本 身 定 位 轻 量 化 短 视 频
APP，坚持以优质原创内容为核心，将
产品传播至更广泛用户。此策略使犇视
频在上线后累计下载量快速突破 700
万，覆盖受众超过1.05亿。

在第三方账号运营中，犇视频坚决
摒弃“一键群发”的做法，而是根据各
平台的传播特性，“量身打造”高质量的
新闻产品，致力于构建协同共建、差异
互补的传播矩阵，让每一条新闻都能在
最适合它的平台上发光发热。同时，推
广团队会基于传播效果反思内容的生成
方式，每日总结、每周回顾，并定期召
开策略会议，以确保报道能够精准推送
到目标受众。

此外，犇视频高度重视新技术应
用。之前，与腾讯、华为等公司合作，
推出数字人主播，剪辑 AIGC 视频，以
解放采编人力与新闻效率；与深圳盈华
讯方合作，研究部署5G智媒，让视频新
闻直发精准用户掌端。

流量的升级，也直接推动了经营。改
革之前，《三湘都市报》年亏损近 800 万
元；改革之后，内容蝶变，经营出困，新媒
体营收与利润连续3年翻番。2023年，犇
视频给集团上缴利润超600万元。

不做封闭的困守者，争做融媒创新
的奔跑者；不做清高的孤勇者，去做守
望民生的同行人。这是犇视频的初心，
也是它的流量之源。

（作者周文博系湖南日报社犇视频、
《三湘都市报》总编辑，和婷婷系湖南日报
社犇视频、《三湘都市报》总编室副主任）

犇视频年流量连续两年破100亿

深度融合方有路 “ ”跑起来自有风
□周文博 和婷婷

入驻海内外 18 个社交媒体平台，同
步运营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快手、视
频号、头条号、知乎、B站、澎湃号、喜马拉
雅以及脸书、X（原推特）等多平台账号；
与腾讯新闻、快手、抖音、知乎等平台深度
合作，互动传播，以“中央厨房”方式实现
前后方快速联动，扩大内容传播半径；重
点打造“国是说事”栏目及记者工作室，并
推进记者个人IP计划……

中国新闻社旗下融媒体国是直通车
近年来不断在探索中创新，在坚守中突
破，形成了独有的媒体融合新路径。

多平台合作 立体式传播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是直通车与腾
讯新闻合作，推出晚报形式融媒体两会系
列稿件“两会正关注”，梳理当天热议话
题，次日重要日程等，满足当下读者快速
阅读了解的需求；与腾讯新闻合作推出了

“两会问计”栏目，针对产经领域的全国人
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进行图文+视频专访，
在腾讯新闻要闻频道、财经频道、科技频
道高位推荐；与快手合作，打造科普、解读
类记者出镜视频，日均发布1—2条，内容
为梳理解读两会相关科普内容、两会热
点、重要议题等，视频累计播放量超千万，
多条内容播放超百万，登上热榜；与知乎
平台合作两会专栏“开麦聊两会”，相关提
问近70个，其中30余个问题登上热榜；还
参与了微博热点策划，话题被微博发现页
大视窗推荐，其中，#国是看两会#话题阅
读量2.3亿，互动达14万……

“国是直通车与各平台有着长期的合
作，已建立了友好顺畅的沟通渠道，助推
内容更广泛地传播。”中国新闻社国是直
通车主编张文晖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广
电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张文晖继续举例道，比如国是直通车
在2022年多次参与知乎独家直播连麦栏
目“知聊八点半”，围绕“白鹤滩水电站”

“网红吃大白鲨”“2023年考公报名”“低糖
月饼”“考研”等高关注度的热点内容与专
家学者、相关从业者以及知乎答主进行多
角度讨论，观看人次超20万；国是直通车
还与腾讯新闻独家合作推出了“国是问

答”栏目，系列稿件累计PV达到145万；
2023年年底，国是直通车与抖音合作推出

《城事》系列之涿州重建回访视频；等等。
张文晖说：“我们以‘中央厨房’方

式高效运作，方案一体策划、人员一体
调度、选题一体采访、稿件一体传播，
加大对人力、内容、渠道、平台的整合
力度，小团队打造‘新闻大餐’，以此形
成全媒体传播矩阵。”

工作室孵化 可视化传播

新时代下，媒介环境逐渐趋于“多、
碎、快”，媒介种类愈加丰富。这对媒体发
展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用一个开放的
心态迎接这样的变化是国是直通车一直
在思考和摸索的事情。

“国是说事”就是国是直通车在不断
求变中的试水产品，于2021年8月正式推
出，是一档聚焦国内、国际政治经济事件
与政策解读的融媒体栏目，通过长时间的
实践，产生较好的社会反馈及传播效果。

张文晖介绍，国是直通车近年来还重
点推出了“国是说事”记者工作室。

“我们根据记者个人跑口或关注领
域、个人风格等为其量身打造，并进行视
觉设计包装，对关注的领域内的热点及时

跟进，并对重点宣传内容进行可视化传
播。”张文晖说，目前“国是说事”栏目下设

“无忌有聊”“经观博议”“晖常说道”
“晓说喻言”“夏说金融”“斌斌有理”6
个子工作室。

在微博上，“国是说事”子工作室“晖
常说道”中话题阅读量 3.6 亿，互动 33.2
万，“无忌有聊”“经观博议”等话题的阅读
量也均过千万。张文晖还介绍，由部门牵
头提交申请，经由主管领导同意，他们
还为子工作室主创记者开通了社交平台
账号，进一步打造记者个人IP，增强传
播效果。子工作室产出多个千万级爆款
内容，多个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和抖音、快
手等热榜。

那么，“国是说事”几个子工作室究竟
怎样工作与运营呢？张文晖向记者作了详
细介绍。

“国是说事”栏目向采编人员全面开
放，不设门槛，鼓励所有人积极参与，公平
竞争，各自发挥所长。子工作室成立专项
小组，推行1+1+N工作制，即1位主播+1
位固定合作编导（编导由视频编辑担任），
美编、平台运营编辑等国是直通车全部门
做后援支持，由国是直通车内容负责人具
体调度。在内容制作上，子工作室以主播
真人出镜的形式，用更加新颖、更贴近网

民需要的表达方式讲述，充分发挥了融媒
优势，让文字、视频结合，通俗易懂。

“‘国是说事’栏目及记者工作室的打
造体现了国是直通车积极塑造品牌人格
化形象强化定位，重视 IP 运营中内容输
出和个性输出，是新时代下对传播途径和
传播方式的有益探索。”张文晖说。

新实践互动 智媒体探索

新质生产力是今年春天的高频词，受
到国内外高度关注。

围绕新质生产力这一话题，国是直通
车已提前策划，发布了多篇相关报道。如
在农历新年伊始，国是直通车便推出前瞻
2024系列稿件，采访了8位经济学家，对
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行了解读。在今年2月
底，国是直通车又推出原创策划栏目“这
座城市有点东西”，通过挖掘各个城市在
经济发展中的亮点和故事，探寻城市建设
创新等方面的优秀经验和案例，以期为各
地以新质生产力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的探索和实践提供思考和借鉴。

张文晖表示，国是直通车还将持续推
出专家访谈，邀请业内专家、学者或企业
家分享他们对新质生产力的见解和经验。
同时，也会通过数据可视化的方式呈现新
质生产力的相关数据和趋势，使复杂信息
更易于理解。

从自身来说，国是直通车也在发展
过程中思考着作为媒体如何以创新培育
新质生产力，张文晖给出了自己的几点
思考。

国是直通车将保持学习的状态，紧跟
媒体新的技术、趋势及创新；将定期的数
据分析纳入各平台运营编辑及部门的重
点工作中，基于数据作出决策，优化内容
创作和传播策略；培养创新思维，提升策
划能力，寻找独特的观点和故事，尝试不
同的新闻报道方式和形式；继续加强平台
的合作，联动助推内容传播，分享经验和
知识，共同推动创新和提高生产力；推出
有品牌属性的内容，通过事件梳理、观点
输出，推动社会发展，同时展示自身专业
性和深度，提高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
响力、公信力。

国是直通车拓展融合新路径

小团队做大餐 多平台大传播
□本报记者 杜一娜

■前沿新秀

■一线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