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媒思想库

■2024年10月22日 ■星期二 ■责编：杜一娜 ■版式：桂政俊 ■责校：姚亚莉
行业观察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06

舆情
大数据

80.22
72.08
77.43
80.69
80.55
79.50
78.98
80.92
77.10
77.68
77.96
78.42
74.79
75.53
77.66
76.25
76.82
75.06
75.20
74.22
77.67
76.05
77.17
72.19
68.87
67.88
76.40
73.08
75.53
75.23
65.22
77.30
73.23
73.98
76.82
73.84
73.83
73.71
69.70
70.35

84.17
82.07
80.43
80.35
80.21
80.16
80.04
79.92
79.90
79.73
79.71
79.47
79.27
79.20
79.13
79.03
78.99
78.71
78.53
78.50
78.49
78.29
78.16
78.06
77.98
77.94
77.84
77.78
77.76
77.68
77.47
77.21
77.20
77.13
77.03
76.89
76.85
76.72
76.51
76.43

数据来源：微热点研究院 制表：桂政俊

微博账号影响力周排行
（10月13日—10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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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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TV
北京时间
齐鲁晚报
北京日报
中国蓝新闻
四川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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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联社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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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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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
江苏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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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城晚报
重庆广电-第1眼
看看新闻KNEWS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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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频道
现代快报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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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新闻网站及新闻单位

地方新闻网站及新闻单位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成立于
2011年5月，是国务院批准组建的一家
国有中央传媒企业。集团由国务院作为
出资人，中宣部作为主管部门，财政部
对其经营性国有资产进行监管。其职能
包括：

面向新闻媒体、出版发行、广播影
视、游戏动漫、文旅文博、版权保护等
行业和领域的国家级第三方服务机构。
一是通过《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中
国出版》杂志、中国新闻出版广电网等
报刊网微端宣传报道新闻传媒单位、出
版单位在文化体制改革、媒体融合等方
面的优秀案例、创新举措，做全国新闻
出版领域的“报中报、媒中媒，导向中
的导向”；二是通过调查研究、合作交
流，做上级部门与地方各级新闻出版行
政管理机构、报业和出版集团之间上情
下达、下情上达的桥梁与纽带。

覆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大文化
产业的战略投资与资源整合机构。中国
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整体并入中宣部前
后，先后投资了山东出版集团、河北出
版传媒集团、四川日报封面科技、西部
国际传播中心等机构，今年还将陆续对
地方文化大数据平台、文旅集团等进行
战略投资和项目投资。

服务国际传播与文化出海领域的中
华文化走出去的平台机构。集团自
2016 年起便联合行业与社会力量，探
索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新闻出
版、广播影视行业，特别是国际传播与
文化出海领域的深入应用，多年来积累
了一系列的探索与实践经验。

在文化走出去方面，中国新闻出版
传媒集团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中
宣部各项部署与要求，提出国际传播与
文化出海领域“三全战略”，即全媒体传

播、全产业链运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全媒体传播
打造全球传播渠道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通过全媒体
传播，持续不断地打造覆盖全球的传播
渠道。

集团分别从属性上对海外NGO组
织主办媒体以及商业媒体、自媒体，从
介质上对纸质媒体、广播电视媒体、社
交网络媒体，从传播方式上对文字图片
媒体、音频视频媒体，从地域上对港、
澳、台媒体以及美国、欧洲、日本、韩
国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海外媒体开展
归类、分析和研判，并通过不断探索和
试错，总结了一套国际传播市场化、分
众化的发展模式，即由集团本级进行内
容把控，由集团下属及合作企业通过在
海外网络媒体平台批量设立账号矩阵的
方式开展中国数字文化内容的全球投
放。下一步，集团还将建设与相关国际
通讯机构合作的平台，以及与拥有全球
超过 75 家商业电视媒体成员的欧洲商
业电视媒体机构联盟开展深度合作，为
高效的国际传播不断开辟新的重要通路
和传播渠道。

全产业链运营
打通各产业链条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通过全产业
链运营，打通文化行业各产业链条。

在供给侧，以新闻传媒和传统出版
产业为源头，打通数字出版、广播影
视、游戏动漫、文博文旅、文化创意等
文化全产业链，汇聚数字文化内容，并
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将碎片化的

内容按照不同主题、文化、语言等标签
整合归类；在需求侧，一方面根据国家
G/B/C 端国际传播、文化出海、企业
出海各项需求制定相关产品和服务，另
一方面通过传播效果追踪，分析研判海
外不同国家、民族和年龄的受众对中国
文化内容的需求喜好，反向引导供给侧
生产更加精准、垂直的文化内容，从而
获得更多海外用户青睐；在供给侧和需
求侧之间的服务运营端，通过打造国际
传播与文化出海服务平台、国际数字版
权贸易平台、国家级文化出海基地
等，开展海外媒体投放运营、IP 孵
化、国际版权交易与维权等服务，构
建国际传播与文化出海的产业生态体
系。同时，结合供给、需求和服务
端，打造多形态的出海场景，如中国
电影走出去、数字音乐全球推送、中
国故事海外传播、游戏出海、融合出
版出海、网文网剧的海外推送等，通
过分众化、市场化的渠道与方式，获
得海外受众关注及海外订单，社会效
益与经济收益双轮驱动。

融合“四链”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通过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
金链“四链”融合，中国新闻出版传媒
集团整合国际传播与文化出海各生产要
素，使各要素之间产生化学反应，最大
化地提升生产效率。

在创新链方面，2020 年起集团立
足中央跨境数据先试先行的上海临港新
片区和海南自贸港，借助两个地区海底
光缆专属出海网络合规通道，分别与临
港和海南签署战略协议，开展深度合
作，建设立足“国际传播”“文化出

海”“跨境数字贸易”和“国际数字版
权”的平台基地，通过政策创新、制度
创新，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同时集团
积极探索技术创新，并运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集成AIGC
内容生成、在线内容传送、内容审
核、多平台一键式发布与成效跟踪、
国际舆情抓取分析、趋势分析与报告
生成等功能，建设国际传播与文化出
海数智服务平台。平台通过“产品+
配套”“平台+生态”的文化出海新模
式，有效提升文化产品全球投放的便
利性、精准度及成效。

在人才链方面，一是整合集团本
部、集团发起成立的智库、集团下属企
业及合作企业的人才与专家团队。二是
国际传播与文化出海专业人才队伍建
设，如组织各地国传中心人员与谷歌、
优兔等海外平台开展定期内部讨论、产
品研发合作、研讨交流等；如与川报集
团、重报集团等发起设立国传智库，开
展国际传播专业人才系统性教学、培
训、实习等，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国传研
讨会等。

产业链和资金链是相辅相成、相互
促进的。新时代的文化产业，已经不仅
仅具备单一文化属性，而是多产业融合
的发展路径，通过文化全产业链运
营，进而打通文化与科技、文化与教
育、文化与制造业、文化与不动产、
文化与资本等产业，彼此赋能、融合
发展。在资金链方面，除了国有资本
金战略投资以外，集团还进行单一项
目投资，组建了文化产业投资基金，
可以根据不同文化企业实际情况，开
展复合性投资。

（作者系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总
经理）

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布局国际传播

“三全战略”推动文化出海
□李忠

6 月 22 日，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
社携手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参与北京
师范大学主办的2024“看中国·外国青
年影像计划”活动，推出了独具自身
媒体特点的融媒体系列作品——“外
国青年看法院”。

三位外国青年导演分别走进北京
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北京互联网法院
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高昌区
人民法院火焰山人民法庭，借助视频
影像，以“他”视角生动讲述新时代
中国法院故事。

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记者则是采
访跟拍三位外国青年导演在法院的所见
所闻、所思所感。

这是一场意义非凡的法治探索之
旅，为海外观众呈现出真实、生动且充
满魅力的中国法治模样。

分阶段推进
多视角展现中国司法魅力

三位外国青年导演以沉浸式体验的
跟拍方式创作了三部精彩的纪录片。

印度青年导演阿克沙伊·古里带来
《背包法官》，展现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
法院“背包法官”将公平正义与人文关
怀完美融合，彰显出司法的温度。马达
加斯加青年导演兰德里亚曼特纳索·罗
瓦·萨罗比蒂·露西亚创作的 《首互》，
凸显了北京互联网法院借助数字化手段
极大提高司法效率，体现科技对司法工
作的助力。印度导演萨克沙姆·夏尔马
的《安“炎”之法》，则呈现了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高昌区人民法院火
焰山人民法庭传递的法治温暖，让人们
看到边疆地区法治的力量。

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则分两个阶
段策划、推进“外国青年看法院”系列
融媒体产品。

第一阶段主要是协助外国青年导演
拍摄纪录片并审核内容，产品主要以即
时短消息、短视频为主，记录外国青年
导演来到法院、了解法院、拍摄法院故
事的花絮。第二阶段是整合前期采访素
材，精心制作具有梯度的融媒体产品，
包括短视频、图文通讯、微纪录片、

SVG交互融合产品等。
这些精彩的纪录片及相关融合报

道，全面且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司法的多
面魅力，为海外观众了解中国法治提供
了丰富多彩的视角。

制作多元产品
传播中国法治成就与特色

历时5个多月，从策划、筹备、拍
摄、制作到最终发布，目前该策划项目
已圆满完结，发布短视频、文图稿件、
微纪录片、SVG 交互融合产品等共计
21篇。

在报道形式上，即时短消息生动鲜
活地展现外国青年导演在中国法院的新
奇体验与瞬间感悟，让读者能第一时间
感受到他们初涉中国司法场景的兴奋与
好奇；图文通讯稿件图文并茂地介绍外
国青年导演对中国法院不同特色的深入
理解与思考，通过精美的图片和翔实的
文字，全面呈现他们眼中的中国司法魅
力；微纪录片呈现外国青年导演实地拍
摄过程中的专注与投入，以影像的力量
传递他们对中国法治的敬意与赞叹；
SVG 交互融合产品则以创新的形式和

互动的体验，引领用户跟随外国青年导
演的视角，一同探索中国法治的模样，
感受中国法治建设的成就与特色。

融媒产品也在海内外传播渠道上进
行了拓展，新华社、人民网、中央政法
委长安剑微信公众号及优兔、脸书、
TikTok等在内的29家海内外主流新闻
媒体平台和社交网络平台纷纷转发，境
内全网阅读量超 3000 万，实现了多渠
道、全方位的传播覆盖。

值得一提的是，《外国青年看法
院|“我看到了最真实、最质朴的司法画
卷”》和微纪录片《火焰山下》备受海外关
注，单篇全网阅读量高达1500万。

创新交互产品
展现中国法治模样

“外国青年看法院”系列中的SVG
交互产品《看见中国的法治模样》，凭
借创新的设计理念与独特的表现形式，
成为传播中国法治故事的新亮点。

在内容上，该产品汇集了三位外国
青年导演的故事。文案融合了三位外国
青年导演的采访感悟以及中国传统法律
文化古语，极大地丰富了产品内涵，让

受众既能领略现代法治的魅力，又能感
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厚底蕴。

在设计上，该产品巧妙地将插画与
实景图片相融合，塑造出别具一格的立
体贴纸卡片风格，使观众仿若置身于充
满艺术感的法治世界。其配色方案采用
科技靛青、火焰橙红、故宫瓦红，既展现
出年轻的活力与不羁，又不失美观大气，
为产品增添了丰富的视觉层次。交互设
计更是精妙绝伦，独特的顺序逻辑触发
机制如同智能向导，引导用户有序地探
索和发现，确保关键信息能够准确传达。

该产品生动呈现了三位外国青年导
演用他们的眼睛，捕捉细节；用心，感受
情感涌动；用相机，留存法治影像。用他
们独特的视角，看到了中国法治的模样：
是高效的，是便民的，是有温度的。

总体来说，该系列报道通过广泛的
传播渠道在海外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向
世界展示中国法治成就的重要窗口。它
成功地将中国法治故事传播到世界各
地，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法治建设的成就
与特色。这不仅提升了中国法治在国际
上的影响力，也增强了中国法治的话语
权，为塑造中国法治的国际形象发挥了
重要作用。

历时5个多月，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策划推出“外国青年看法院”融媒体报道

“外眼”跟拍法院，他们跟拍“外眼”
□本报记者 杜一娜 通讯员 张立叶

■媒情媒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