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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传统媒体到现在的新媒体，新媒体技术赋予受众以接收者、生产者、传播者等多元身份，“受众”转

变为“用户”成为新媒体语境下最活跃的传播因子，传播的主动权已逐渐向用户倾斜。因此，传统媒体

不得不转换思维模式——从过去的“产品思维”转向“用户思维”，用户思维成为了传统媒体转型中的

逻辑起点和归宿。而湖南卫视能够成为传统电视媒体转型的成功案例，也归因于其逐渐完善的用户思维，

将用户思维贯穿于内容生产、渠道选择以及产业模式当中，构建了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介融合生态圈，

湖南卫视的成功实践亦可为其他传统电视媒体转型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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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raditional media to the current new media, the new media technology gives the audienc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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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ceiver, producer, disseminator and other multiple identiti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u-
dience” into “users” has become the most active communication facto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media, and the initiative of communication has gradually shifted towards users. Therefore, tradi-
tional media have to change their thinking mode—from “product thinking” to “user thinking”, and 
user thinking has become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destin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a transfor-
mation. The user mindset has become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destination in the transforma-
tion of traditional media. Hunan TV can become a successful case of traditional TV media trans-
formation, but also due to its gradually improved user thinking, user thinking throughout the 
content production, channel selection and industrial model, to build a market-oriented media in-
tegration ecosystem, Hunan TV’s successful practice can also be a refere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other traditional TV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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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普适计算之父马克·韦泽说：“最高深的技术是那些令人无法察觉的技术，这些技术不停地把它们

自己编织进日常生活，直到你无从发现为止。”[1]而互联网就是如此，互联网已经从一种工具、渠道慢

慢变成了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平台。毫无疑问，媒介生态的变化为传统电视媒体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但同时，冲击也可能变成机会。这其中，执国内卫视频道名列前茅的湖南广电正是积极迎接这场革命的

先锋，率先认识到“受众”到“用户”的转变，并在政策的支持下开始了全方位的转型，以下将重点分

析其转型之路上是如何将用户思维贯穿于内容生产、技术研发和产业模式确立的三方面，以此为其他媒

体转型引发思考与启示。 

2. 媒介生态的变换：从受众到用户 

互联网时代下，传统媒体语境下信息接收者者转变为媒介的使用者，“受众”也转换为“用户”，

“用户”一词的出现得益于互联网的赋权与平权。喻国明也在《网络新媒体视域下的“用户”再定义》

一文中明确表明了“用户”的特点，指出可以从四个维度全面理解网络时代的用户：“被赋权的个体”

“自组织的受众”“进化的受众”“流动的用户”[2]，能明显的察觉到，如今的用户不仅能够自由的选

择和使用媒介，而且能够通过彼此的连接与互动，参与到内容的生产与传播当中，用户在如今的传播过

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用户”已然成为媒介融合链中的关键节点，更是传统电视媒体寻求转型的

重要突破点。湖南广电的成功也不是偶然，是战略选择上的成功，是经营管理的成功，而其成功的第一

步则是认清局势，认识到“受众”到“用户”的转变，完成从产品思维到用户思维的转变，进而调整自

身的内容、技术研发与产业模式，实现从单一的节目输出到如今的集群型产品的生产。 

3. 从高质量内容到“内容 + 技术”双驱动 

对于湖南卫视而言，内容生产是其一直以来所擅长的，在转型之路上，湖南卫视仍然坚守内容为王

的原则，延续青春、快乐的品牌定位，同时也在尝试用新技术呈现新形态。“内容 + 技术”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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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湖南卫视转型之路上的追求，同时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一) 瞄准细分市场，实现高效率优质内容生产 
与其他头部媒体不同的是，湖南卫视早在 2004 年就确立了“快乐中国”的品牌定位，而品牌定位更

是内容生产的前提，精准的品牌定位能够加大的降低内容生产成本，只有在了解自己的目标用户是谁，

面对的是哪些人群，他们的行为和属性是什么之时，才能够准确、迅速的完成优质内容的生产，且尤其

在新媒体时代下，原本模糊的受众在新媒体时代下逐渐的清晰起来，用户画像可以依靠大数据技术得以

洞察。 
在芒果 TV 成立之初，就确立了“差异化市场 + 单品突围”的战略，延续了湖南卫视“青春、快乐”

的市场定位，经过大数据技术的调研，并再次瞄准了细分市场，以“青春、都市、女性”为切入口，主

打“90 后和 00 后”等年轻观众群体，以年轻女性用户为主运营。目前，芒果 TV 用户中 30 岁及以下的

90 后用户占整体用户比例的 75.1%，女性用户占比高达 78.4%，可见目前的芒果 TV 更注重“她内容”。 
首先是年轻化的内容的输出，在综艺方面，芒果 TV 近几年持续深耕女性综艺垂类，综艺节目布及

女性全年龄段的成长，从《女儿们的恋爱》到《妻子的浪漫旅行》再到《再见，爱人》，皆是适配女性

观者的内容，差异化的内容使芒果的节目收视领先，具有超高话题度。在影视剧方面，芒果 TV 一直以

来深耕女性题材，打造多元的女性人物设定，有甜宠剧《暗格里的秘密》《一夜新娘》等，以及最近推

出的刘亦菲主演的《去有风的地方》，播放量和话题度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其次是年轻化的表达，湖

南卫视除了在内容上贴合年轻女性，其语言表达、后期字幕等相较于其他卫视也更加年轻化、女性化。

综艺中擅用当下流行的网络用语，在部分的访谈节目中，也会就当下比较火爆的话题展开讨论，除此之

外，节目还会辅以一些富有哲理的心灵鸡汤类语言，缓解当代年轻人的焦虑和迷茫。从内容制作到细节

处理，芒果都在力争贴近年轻受众的观看习惯。 
(二) 利用前沿科技，实现内容形态创新 
在追逐新科技的路上，湖南卫视永远走在最前沿。在 2019 年，芒果超媒便成立了科技创新研究院，

利用最前沿的技术研发新应用，对 AI、VR、元宇宙等进行前瞻布局与探索，在虚拟人、虚拟演唱会、小

芒虚拟购物街等方面的研发都有初步的成效，“AIGC”和“虚实结合互动”也已经成为芒果 TV 主攻的

两大技术方向，并已应用于综艺制作当中。 
在湖南卫视的 2022~2023 跨年晚会中，晚会以“芯芯之火”为支点，与华为一起在虚拟现实领域、

元宇宙领域做出先锋性尝试，打破观者想象边界，用艺术与科技描绘中国式现代化图景，将虚拟内容与

真实场景融合，与观众之间搭起一个交互信息的桥梁，形成强视觉冲击力，从而提高观众体验的真实感，

为观众构建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顶级视听盛宴。同时，芒果 TV 也在致力于将科技融入综艺节目的制作与

呈现当中。2023 年，芒果 TV 与中国移动、咪咕视频合作的综艺节目《全员加速中》已上线，该节目开

展元宇宙的共建共享，将实景真人秀与虚拟空间、数智人进行充分结合，构建用户边看边玩的全新互动

体验，在转型的道路上，芒果 TV 不断将优质内容与前沿科技融合，为观者呈现更多元、更丰富的视觉

艺术惊喜。 
基于内容和技术的双驱动是湖南卫视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积极回归内容“质量本位”，积极研发

新技术，以此来实现媒体的长期效益[3]。也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是在互联网时代下，高质量的内容输出仍

然是一个媒体的立足之本，而从媒体经营角度出发，也要考虑优质内容的生产成本与效率，选择媒体最

擅长的内容走差异化市场必然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4. 从节目输出到集群型产品生产 

从 2022 年芒果超媒的财务报表中可以得出，受广告大行业萧条的影响，芒果超媒的营收和净利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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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下滑的局面，但其会员业务收入达 39.15 亿元，同比增长 6.15%，可以明显看出，在依旧遵循“内

容为王”的长视频赛道里，芒果超媒的成长潜力则主要体现在会员规模和单用户付费水平上，与“酷优

腾”相比，用户对芒果的内容输出更为依赖。高用户粘性主要归因于芒果早在成立之初就确立的“芒果

独播战略”——湖南卫视的自制节目仅在芒果 TV 进行独家播放，这使得湖南卫视在转型之路上就已具

备先天的忠实观众与优势，同时这也意味着，尽管是在互联网时代，内容仍然是一个优秀媒体的立身之

本，然而，单纯依靠内容的输出并不能足以支撑起整个媒体的发展，其长周期高成本的制作会让媒体陷

入资金周转不开的困境，就此，传统电视媒体不仅要创新内容、擅用科技，更重要的是改变自身的商业

模式，由输出节目到生产集群型产品，从而实现自身产业链的拓展，扩大营收。 
对于电视媒体而言，“产品”便是满足用户需求的优质内容与布局多元的渠道，同时，无论是内容

的输出还是渠道的拓展，都将是围绕一个现象级的 IP，从纵向和横向的层面进行整合运作，从而打造出

集群型产品。 
首先是满足用户需求的内容，无论是任何媒体，都会有自家“牌面”的内容，当看到一个节目受到

受众的喜爱时，便会对内容进行纵向的开发，通常都以季播的形式呈现给观众。而湖南卫视在内容的开

发过程中便充分体现了用户思维，从用户需求出发，在一个爆款的基础上实现产业链的内容拓展和延伸，

即对现象级的 IP 资源进行全产业链的内容开发和运作。例如在 2016 年就爆火的《明星大侦探》，这是

湖南卫视推出的全国首个明星推理真人秀节目，节目播出后便受到了众多年轻人的喜爱，湖南卫视准确

抓住机会，除了对原有节目做纵向的季播开发，也从横向做新综艺的研发，于 2018 年上线相似综艺《我

是大侦探》和于 2019 年推出更有视觉冲击力的《密室大逃脱》都是在此基础上做的横向综艺研发，并且

将解密元素贯穿于其他综艺的制作当中，多元满足了用户的娱乐需求。 
其次是布局多元的渠道，对于电视媒体而言，渠道的开发便是从内容出发打造矩阵式的集群式产品，

从而促成内容的价值延伸和经济增值，以此构建可循环的内容生态链。早在《爸爸去哪儿》爆火的年代，

就已经是 IP 运作成功的典范，随着这款综艺的爆火，湖南卫视就顺势将传统的电视产业链延伸至游戏、

图书、电影等领域，充分体现了跨界思维。目前，湖南卫视的产业链延伸业务做的更加完善，仍然是当

下的爆款综艺《明星大侦探》《密室大逃脱》，湖南卫视便是利用该现象级 IP 进行全产业链的运作，不

仅在线上开发了相似的游戏供用户体验，还在长沙、上海等年轻化的城市开设了剧本杀综艺同款“芒果

M-CITY”的线下旗舰店。基于内容进行整合式的运作，以“集群”的形式发挥出强有力的协同效应，不

仅为原有的优秀内容增加热度，同时也为有相同兴趣的用户造就了交流的平台，当媒体与用户的生活越

紧密，用户对其的依赖性也便越高。 
从节目到 IP 产品，从 IP 资源到集群式产业链，他们共同构成了内容驱动的电视产业链。IP 热潮也

预示着“内容为王”在媒介融合时代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围绕一个现象级 IP，全方位开发集群型产品，

延伸多元产业链，这将是电视媒体利用自己先天内容优势迎战媒介融合的一把利器[4]。 

5. 湖南卫视转型过程中的启示 

湖南卫视在省级卫视媒介融合中发挥了示范作用，在此基础上，其他头部省级卫视也纷纷加入到转

型队伍当中，这种良性竞争极大的激励了我国传统媒体的转型，有利于打造全媒体时代下的新型主流媒

体。湖南卫视的转型是成功的，但这样的成功范式并不能完全照搬，各省级卫视还需结合自身情况找到

属于自己的道路。 
(一) 精准定位的同时也要考虑其他用户群体 
湖南广电的差异化定位是其转型成功的关键——聚焦于年轻群体，该定位是其延续 19 年的策略，因

此在转型过程中芒果 TV 并没有因此而费力，反而更能适应新的传播生态并获得了大量的粉丝群体。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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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的定位也带来了一定的弊端——无法顾及更多的用户群体，例如《密室大逃脱》《明星大侦探》等

综艺都是结合年轻受众群体的喜好而进行制作，久而久之，非年轻化群体对湖南卫视的好感度也就有所

下降。 
试看其他省级卫视，东方卫视的“大台气象、都市气质、年轻气息”；浙江卫视的“中国蓝，蓝动

天下”等都没有像湖南卫视精准的进行定位，而是相对综合性的定位。为此，各大卫视在转型过程中应

延续原有的定位，并分配好目标受众和潜在受众观看的节目比例，在综合的基础之上细分板块，让不同

用户群体自由选择，满足不同用户群体的需求。 
(二) 注重娱乐的同时也要考虑自身社会责任意识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提到，观看电视能够让人们在不需要思考的情况下获得情感上的

满足。视频类的内容很容易让人上瘾且逐渐失去思考能力，而我国的媒作为党的“耳目喉舌”始终将人

民效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杜绝成为纯粹的商业经营机构，也坚决抵制其过度举办娱乐活动。 
湖南卫视曾经是一个“新闻台”，但近年来它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娱乐台”，湖南卫视给观众的总

体印象是娱乐性太强。而这不仅仅是湖南卫视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有过度娱乐化的倾向，甚至新

闻节目也变得不那么严肃。 
作为传统的主流媒体，担当社会责任是其第一要义，而不仅仅局限于为用户提供娱乐的消遣，更不

应该将“流量之上”代替“内容为王”的原则。综艺节目不仅仅能够满足受众娱乐的需求，同时也传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中国的传统文化，例如，中央电视台的《国家宝藏》和《诗词大会》等综艺

节目，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综艺节目形式相结合，既满足了观众休闲娱乐的需求，也传递了中国传统

文化的信息。 
(三) 借鉴国外的同时也要敢于创新 
由于我国娱乐文化行业起步较晚，因此我国各大卫视的综艺大部分都是引进或借鉴外国的火爆综艺，

例如早期浙江卫视的《奔跑吧》借鉴的则是韩国《Running Man》；湖南卫视的《爸爸去哪儿》也是借鉴

韩国同款综艺节目。毋庸置疑，在早期，这确实是一条简单易模仿的节目制作路径，国外综艺的成功案

例是可以完全搬运到我国。而随着媒介环境越来越开放，受众所接收到的信息逐渐多元化，更多的新媒

体平台也开始自制网综，如爱奇艺的《乐队的夏天》；腾讯的《创造 101》等，网综无论是主题选择还

是话语表达都更加年轻化，更加符合当下年轻用户的喜好。而反观卫视综艺，虽有爆款出现，但其评价

也随着节目的播出逐渐下滑，形成高开低走的局面。从长远来看，创新仍是媒体行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传统媒体不仅要进行内容创新，同时也要创新商业模式，在优质内容基础上打造全产业链的运作。 
互联网时代下，无论是强势的中央媒体，还是默默耕耘的其他省、市、县级传统媒体，想要在媒介

融合时代下立足，必然要进行自我革命，看清局势、看懂趋势，积极转变思维，做到从上到下的一体化

改革。这每一步都不好走，但湖南卫视令人瞩目的成效也给予了传统媒体信心，我们坚信，媒介融合的

脚步不会停止，属于中国的媒介融合之路也在不远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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