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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2021 年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1.1. 政策先导，制度创新成为重要特征 

2020 年到 2021 年，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文件不断发布，从中央到地方，从

指导意见到发展规划，媒体融合的制度创新持续推进。2020 年 11 月 3 日，《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发布，明确提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

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在中央和国家层面的不断推动下，我国

媒体融合发展进入到了新阶段，媒体深度融合写入“十四五”规划，开启了传媒

改革发展新时代。 

与 2015 年“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表述

不同，中共中央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建议在“十三五”时期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推进”媒体“深度

融合”发展。国家政策是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顶层设计的不断推动

下，传媒业正在从早期的物理形式的媒介融合向深层变革、化学裂变的体制机

制创新与机构融合转变。2021 年 3 月 1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全文发布。《纲要》明确提出

“加强优秀文化作品创作生产传播”，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提

高文艺原创能力”；此外《纲要》还提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把“推

进媒体深度融合，做强新型主流媒体”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予以重视。一方

面，加强优秀文化作品创作生产传播，体现了媒体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另

一方面，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要求媒体加快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

型升级步伐，“也就是媒体融合要加快、深度发展，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做强

新型主流媒体”1。2021年 1月 1日，新华社“两报两端”改版升级。新华社社长、

总编辑何平表示，此次改版升级，是新华社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加快建设新型主流媒体的重要举措；2这一动作也正是我国中央级媒体机构

                                                      

1 胡正荣：《从“十四五”规划纲要看媒体发展四大趋势》，《中国地市报人》2021年第 5期，第 1-2页。 
2  新华社，《加快建设新型主流媒体，新华社“两报两端”改版升级》，2020 年 12 月 29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7374597811032302&wfr=spider&for=pc。 



 

4 

从传统主流媒体向新型主流媒体迈进的关键一步。 

2021 年是我国 5G 商用进程中的重要阶段。工信部通信科技常委副主任、

中国电信科技委主韦乐平曾在发言中提出，5G 真正的大规模商用是在 2021-

2027年3，集中在各市、县，建设数百万个宏观台站和数万个小型基站将飞速促

进数字经济发展。由此可见，2021 年开始的第十四个五年发展时期，也正是以

新型主流媒体建设为中心，以体制机制改革和全媒体人才培养为抓手；以构建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全媒体传播体系为根本任务的媒体深度融

合发展关键时期。 

目前，全国各地方省市也已经发布本地“十四五”规划建议和 2035 年远景目

标，绝大多数均将“媒体深度融合”纳入自身未来发展方向和重要建设内容。当

前处于“十四五”规划发展的关键之年，无论是中央级媒体、省市级媒体、县级

融媒体还是互联网新兴媒体，2021 年遵循顶层设计，明确自身定位，系统规

划、全盘谋划都是其工作和发展的重中之重。 

1.2. 智媒融合，技术动能驱动传媒变革 

2021 年，媒体融合的技术驱动已经从早期的辅助创新表达发展到现在的嵌

入融合体系。各级各类媒体机构都在利用 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进行内容生产、传播和形式的创新表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技术优势逐渐从 ICT 行业、互联网行业向主流媒体渗

透、扩散。其间，创新应用层出不穷，“媒体大脑”“智能编辑部”得以创建，不

断成熟。各级各类媒体在智能技术的应用开发与落地实践方面积极探索，并且

部分媒体还实现了数据驱动和常态化智能生产。在 5G、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强力驱动下，数字经济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推动力，数字治理持

续推动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社会各领域都实现了效率效能提升和

发展模式变革。 

虽然 2020 年媒体的智能化步伐加快，各级媒体先后推出 5G+4K/8K 超高清

呈现、“智能云剪辑”、“5G+AI”报道、AI 直播拆条、3D“新小微”、AI 合成主播、

                                                      

3 中国电子网，《中国电信韦乐平表示 5G 真正大规模商用将是在 2021-2027 年》，2020 年 5 月 27 日，

https://www.21ic.com/article/754882.html。 

https://www.21ic.com/article/7548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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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新闻编辑部等新模式，但大部分的媒体智能化转型仍然依赖技术外包、

购买服务，提高媒体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水平仍然是媒体的短板4。2021

年，主流媒体自主创新，进一步将内容优势与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整合运

用，协同创新，在信息传播和内容生产方面升级了技术生态。新华社和北京移

动联手，凭借“5G+8K+新立方演播室”技术推出“沉浸式”两会听会报道，让部分

受邀观众“身临其境”参与全国两会。人民日报推出集 5G 智能采访+AI 辅助创作

+新闻追踪多重本领于一身的人民日报“智能创作机器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也

推出我国首部全流程 8K 纪录片《美丽中国说》，在 8K 技术应用上取得的跨越性

突破，奠定了总台在超高清视频制作的引领地位5。 

媒体融合发展的中轴是技术，媒体融合本身是由技术创新引发的内容形式

变革，技术和内容是媒体发展的双轮驱动力。2021 年，5G、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不断被应用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各个方面，新技术

进一步触发媒体生态变革。内容生产是媒体的根本属性，各级媒体更加注重内

容和技术的二元驱动。当前，媒体发展走向智能化转型，一方面，媒体机构开

始从技术依靠、技术合作向自主研发转变；同时，技术辅助内容生产也逐步扩

展至技术辅助内容的传播和治理。在先进技术发展与应用方面，我国传媒行业

已呈现出中央级主流媒体持续引领，省市级主流媒体广泛发力，县级融媒体积

极突围的整体趋势。 

1.3. 形式创新，视频化拓展与直播泛在化 

2021 年，工业化、精品化、定制化的视频产业之路越走越宽。视频是媒体

融合的基础性工具和产业发展重心6，“视频化+社交化”正站在行业的风口，“无

视频，不传播”成为媒体融合的一大特征。从内容到平台渠道的汇流，所有的媒

体都能生产图文音视频，都能让内容具有可听性和可视性。视频不一定能完全

取代图文，但已经成为互联网底层的主要形式之一7。 

                                                      

4  黄楚新，《十大关键词！解读 2021 年媒体融合发展新趋势！》，2021 年 8 月 31 日，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676316501770401。 
5 中国日报网，《全球首次实现 8K 电视直播和 5G 传输播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K 超高清频道试验开

播》，2021年 2月 1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0483220575038629&wfr=spider&for=pc。 
6 周智琛：《2021 年传媒业有这 20 个预判（下）》，《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1 年 1 月 12 日，第 6

版。 
7  北青网，《媒体融合蓝皮书发布：智能化正在催生新“四全”媒体、塑造媒体新“四力”》，2021 年 10

月 14 日，https://t.ynet.cn/baijia/31569369.html。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676316501770401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0483220575038629&wfr=spider&for=pc
https://t.ynet.cn/baijia/315693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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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四级布局，全媒体传播格局初步形成 

在国家战略部署下，2021 年我国媒体融合已在各级各类媒体中全面开花，

取得了初步成效。中央级媒体利用技术和资源优势，在融合进程中处于领先地

位，特别是随着 5G技术的发展，媒体智能化转型成果突出；省级主流媒体守正

创新，夯实技术平台建设，勇于探索技术创新；县级融媒体中心着力打通媒体

融合的“最后一公里”，紧跟媒体融合战略方向。目前我国媒体融合领域已经自

上而下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覆盖全国省市县的全媒体传播大格局。 

2020年 9月 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

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明确了中央-省级-市级-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四级传播格

局。2021 年“十四五”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突出表明

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重要性。随着 2020 年底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陆续验收，

2021 年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逐步实现全覆盖的目标任务，中央、省、市、县四

级融合发展布局初步实现，四级媒体传播体系新格局初步形成。下一步，县级

融媒体中心将进入迭代升级的发展阶段，机构调整更加集约，多中心协同融

合，助力基层社会治理趋势也将更加突出。在实践中，中央媒体承担着“外宣旗

舰”“新型媒体集团”的重要任务；省级媒体、市级媒体逐步涌现出“一批新型主

流媒体”；县级融媒体中心凸显“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综合服务发展模式，四

级融媒体共同夯实我国全媒体传播体系发展基础。2021 年各级媒体参与社会治

理的势头不减，且持续深入，与各地的文明实践中心渐成互动互通之势。在地

方网络问政、数据治理、网格化管理等方法手段建设，以及抗疫防疫、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等关键任务方面扮演重要角色11。此外，在国际传播方面，各级

媒体不同程度参与国际传播，从大国传播、城市传播、企业传播、全民传播等

不同角度贡献力量12。 

2021 年县级融媒体中心逐渐实现全覆盖的目标任务，进一步从搭建架构的

初级阶段向迭代升级的阶段过渡，在深入助力乡村振兴，智慧城市建设，以及

                                                      

11  中国网，《2021 媒体融合蓝皮书：我国媒体融合呈现四大新特征》，2021 年 10 月 14 日，

http://news.china.com.cn/2021-10/14/content_77809157.htm。 
12 钟新，《以媒体深度融合新格局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网络传播》2021 年第 6 期，第:26-2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