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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洞察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创新之路，围绕媒介平台构建“新闻 + 政务服务商务”这一模式，

探索主流媒体在媒体融合进入深水期和攻坚期的进一步举措。通过分析媒介平台对“新闻 + 政务服务

商务”模式的实践应用，发掘“新闻 + 政务服务商务”模式的意义价值和尚存问题，进一步探索媒介

平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平衡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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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has an insight into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a and new media, 
builds the mode of “news + government service business” around the media platform, and explores 
the further measures of mainstream media in the deep water period and the critical period of me-
dia convergence. By analyzing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media platform to the mode of “news 
+ government service business”, the significance, value and remaining problems of the mod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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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 government service business” are explored, and the path of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social benefits 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media platform is further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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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缘起：主流媒体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兴起，传统的新闻生产方式已不再适用于新媒体时代。202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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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意见》)提出

“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增强主流媒体的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探索建立‘新闻 + 政务服务商务’的运

营模式”。在媒体融合进入了深水期和攻坚期的现阶段，主流媒体亟待推动创新、拓宽多元模式、加强

自身“造血”功能。因此，构建连接用户、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以及商业机构的功能性媒介平台，便成

为主流媒体进一步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 

2. 功能性媒介平台探索：“新闻 + 政务服务商务”模式 

谭天教授认为，媒介平台是指通过某一空间或场所的资源聚合和关系转换为传媒经济提供意义服务，

从而实现传媒产业价值的媒介组织形态[1]。媒介平台的功能性在于媒介整合社会和工具理性，构建由媒

介连接而成的社会结构，通过克服时间、空间和物质成本的限制，促进更广泛、更高效的资源流动。“新

闻 + 政务服务商务”作为媒介平台功能性探索的新兴模式，是指以“新闻”为龙头，将“新闻”延伸到

“政务”“服务”“商务”活动中，不仅要生产新闻内容，还要生产新闻之外的“泛内容”[2]，构建出

适合于新时期、新发展的媒体运营体系。 

2.1. “新闻 + 政务”：功能性媒介平台的重要内容支撑 

“新闻 + 政务”强调加强与政务服务的深度融合，这里的“政务”包括党务、政务双层含义，旨在

党建、政务、智库、舆情、问政、办事、咨询等领域，整合政务资源，为政府治理提供平台、资源和受

众支持。例如“深圳卫健委”公众号通过发布医学科普、临床案例、行业新闻等，凭借新颖风格、创新

视角和高质量内容从政务新媒体平台中脱颖而出，推文阅读量屡次“10 万+”，单篇阅读量最高达 1000
万，连续多年获广东省、深圳市“最具影响力政务新媒体”。 

政务信息是功能性媒介平台的重要内容信息支撑，应注重政务内容发布、数据处理、集中分析、智

能推荐等技术能力，实现不同部门数据业务的协同运作，帮助政务工作实现个性化和精细化管理[3]。满

足民众在智慧党建、政务大厅、掌上医疗、文化教育服务等社会服务中的实际需求，持续增强政务治理、

城市运行管理、公共服务和产业升级等方面的整体能力。通过多渠道高效传播政务主题，全景式呈现我

国高质量发展在“新闻 + 政务”方面的生动实践。 

2.2. “新闻 + 服务”：功能性媒介平台内容建设的核心 

智能移动端的全面普及直接改变了原有的传播生态，手机逐渐成为用户讨论、信息发布、综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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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平台，民生服务的重心逐渐向网络偏移。功能性媒介平台建设更加注重商业性服务和公益性服务，

匹配本地化优势与精准定位，将多元化、特色化的功能性服务融入媒体平台，为公众提供更优质、更丰

富、更新颖的公共服务、文化服务和娱乐服务体验。例如，“冀云”客户端首页底端嵌入“服务”板块，

从生活缴费、便民工具等方面向更加贴近民生的场景化服务延伸。将新闻资讯服务、社交功能和区域生

活服务等多样化服务融入传播体系中，方便群众、服务民生。 
与互联网商业平台相比，媒体平台的显著优势在于其能够有效整合本地政务资源、民生资源以及公

共服务资源[4]。媒体服务功能也是与用户建立服务连接，增加用户黏性的有效举措。因此，功能性媒介

平台更加注重提供以教育医疗、交通气象、智慧社区、数字生活等生活服务，给用户提供垂直类内容的

同时，持续拓宽业务范围，在发掘用户需求的基础上，引导用户发现和创造新的需求，并通过媒体服务

功能延伸，实现与数字经济、智慧城市等新产业的融合发展，不断提升主流媒体的连接力和影响力。 

2.3. “新闻 + 商务”：功能性媒介平台价值变现的重要举措 

在万物皆媒时代，不只是专业媒体在进行信息传播活动，各类商业平台乃至各类机构、自媒体人也

在做内容传播。主流媒体要想在发展趋于成熟的互联市场中脱颖而出，平台的“新闻 + 商务”功能将是

一个有力抓手。主流媒体具有天然内容生产和文化品牌优势，在构建功能性媒介平台时采用网络直播、

短视频、电商合作等内容形式，能够为用户营造良好的视听体验。例如，湖南广电推出的“小芒电商”

平台以垂直内容电商购物为核心，包括商品推荐、短视频创作分享等内容，并将各个子平台有机地串联

在一起，实现了“长视频 + 内容 + 电商”的全方位闭环连接。 
“新闻 + 商务”功能还可以利用数据分析工具，更好地了解受众需求和行为，深耕垂直领域业务，

满足互联网用户的多样化、差异化需求。通过深化“用户思维”，适当加强平台的趣味性和交互性，营

造购物需求、激励购买行为来增强用户黏性，让用户在使用平台的过程中，获得便捷、高效、趣味的体

验感。稳固核心用户实现流量转化，促成媒介平台运营的整体价值变现，持续提升经营发展能力。 

3. “新闻 + 政务服务商务”模式：构建媒介平台价值链 

主流媒体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影响力，聚集新的技术资源和商业要素向“新闻 + 政务服务商务”

的功能性媒介平台拓展，有利于媒介平台充分实现资源利用、响应用户需求、创造价值延伸，建立起有

影响力的、多功能、一体化的媒介平台。是主流媒体结合环境变化、受众需求、市场规律，不断创新、

更好地适应融媒体时代的自我转变与突破。 

3.1. 实现聚合资源，提升政务效率 

“新闻 + 政务”运营模式以互联网思维和新兴技术应用赋能政府工作、服务公众，并结合媒介平台

内部整合政务相关资源优势，实现双方技术融合和数据共通，将蕴藏在政务服务中的用户资源转化、汇

聚到媒介平台上来，为民众提供一站式服务，简化政务办事流程，实现效益最大化。其中，川观新闻客

户端在“政声”栏目内整理归纳四川政经新闻，方便用户随时点击查阅浏览政策利好，拓宽政务宣发渠

道，创新政府工作模式，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效率。 

3.2. 响应用户需求，完善服务措施 

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将 Producer (生产者)和 Consumer (消费者)两个词合

成一个词：产消者(prosumer)，预言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色将变得模糊，两者将融合在一起[5]。媒介平台

的用户不仅是使用者、消费者，更是产消者，推动着媒介平台的运营和发展。例如，大象新闻客户端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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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大象热线”“大象求职”功能板块，通过实用、有效服务与用户建立深度连接[6]。“新闻 + 服务”

模式通过响应用户需求，不断完善平台内部服务措施，产生与用户的强关联，以此增强用户黏性。 

3.3. 延伸商务模式，创造经济效益 

“新闻 + 商务”模式将媒介平台服务模式延伸到商务领域，通过细分领域对用户进行精准推送，促

成用户转化。例如芒果 TV 围绕电影、动漫、综艺节目等衍生出多种周边产品，将用户的注意力价值转

变为经济价值，提升了电视内容的附加值；北京银行与北京广播电视台签署合作协议，变用户为客户，

实现平台对接的关系转换，助力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在行业盈利模式改变的当下，“新闻 + 商务”

模式对内能够凝聚各种模块，对外能够吸引各种资源转换成关系，维持平台的良性循环和长远发展，为

媒介平台持续创造经济效益。 

4. “新闻 + 政务服务商务”模式：运营挑战与破题之路 

目前主流媒体千帆竞发，纷纷自建媒介平台，探索构建“新闻 + 政务服务商务”模式，但实践过程

中，媒介平台下载量、用户留存率、日活跃用户数量不尽如人意，能实现自我造血和可持续发展的媒介

平台可谓是凤毛麟角。因此“新闻 + 政务服务商务”运营模式还面临思维偏差、用户留存率低、商业价

值不高等问题亟待解决。 

4.1. 转变机械融合思维，搭建智慧政务平台 

部分媒体虽然进行“新闻 + 政务服务商务”模式的融合实践，但是原有工作思维并未转换，导致媒

体融合仍停留在基础的平台搭建。以“新闻 + 政务”为例，部分媒体的融合探索仍是机械化的简单相加，

虽然实现了功能模块设计和资源整合，但是缺乏细化的平台思维，导致“新闻 + 政务服务商务”模式流

于形式。对此，媒体在运营平台的过程中，应加强对媒介平台实际应用能力，积极与政府相关部门合作，

利用多种形式和途径开展资源合作、政务服务，如协助政府开展群众文化、旅游、政务形象传播等工作。

通过向民众展示各类政务信息，提供区域性政务服务，增加智慧政务平台的利用率和办事效率。 

4.2. 用户留存率低，亟待完善服务形式 

目前部分媒介平台“新闻 + 服务”功能服务板块尚未发展成熟，智慧民生、智慧出行、智慧便民服

务等各类公共服务尚未搭建完全，无法满足用户对服务资讯的相关需求，尚未激活用户对媒介平台的依

赖性。“新闻 + 服务”模式强调“用户思维”，将用户的需求放在首要位置，因此还需要更多地线上线

下活动增强用户黏性，如推出缴费、查询、电子证照办理等民众日常所需的智慧便民服务；整合线上线

下资源，策划组织公共活动，通过提供活动直播、线上参与等方式回放，扩大传播范围，加强平台的趣

味性和交互性，从而激活、增强用户互动体验，促进用户留存转化。 

4.3. 突破单一经营结构，挖掘商业模式“蓝海” 

“新闻 + 商务”作为“新闻 + 政务服务商务”运营模式中相对商业化的一部分，其发展现状主要

是面向企业，针对企业的需求，通过投放广告、品牌宣传、组织商业活动等方式进行推广，经营结构较

为单一。接下来“新闻 + 商务”模式可以积极开展“媒体 + 会展”“媒体 + 教育”“媒体 + 家装”

“媒体 + 房产”等项目，在推荐栏目中设置广告专题，点击跳转至商家官方线上售卖渠道。除了开展商

务合作外，媒介平台还可以建立政务合作、政企联动，将政府部门的中心工作与地方品牌塑造结合起来，

打造独具特色的地方品牌，挖掘商业模式的“蓝海”，实现媒体政务、服务、商务的“多边共赢”，持

续增强市场竞争能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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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 政务服务商务”模式作为现阶段各媒体融合发展的进一步举措，探索构建功能性媒介平台

有助于主流媒体从自身实际出发，不断实践创新，通过市场化的体制机制提升核心竞争力，增强自我“造

血”功能，反哺新闻主业，是主流媒体突破现有困境的有力举措。进一步落实“新闻 + 政务服务商务”

模式，还需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为中心，全面对其进行创新与开发，使其与自身经营发展相适应，

走出一条科学、长远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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