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新闻传播科学, 2023, 11(2), 244-248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jc 
https://doi.org/10.12677/jc.2023.112038   

文章引用: 李畅.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京报的转型创新[J]. 新闻传播科学, 2023, 11(2): 244-248.  
DOI: 10.12677/jc.2023.112038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京报的转型创新 

李  畅 

北京工商大学传媒与设计学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3年4月23日；录用日期：2023年6月1日；发布日期：2023年6月12日 

 
 

 
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介融合已经成为主流媒体新闻传播的一种重要趋势，它不仅改变了传播理

念、结构和方式，而且还推动了这一进程。通过对新京报的融媒体转型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

解在Web 2.0时代，这家媒体做出的融合转型的实践创新以及机遇和挑战，以期为传统媒体的转型发展

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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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edia convergence has become an im-
portant trend in news communication of mainstream media, which not only changes the concept, 
structure and way of communication, but also promotes the process. Through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media convergenc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eijing News, w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practical 
innovations as well a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convergence transformation made by 
this media in the era of Web 2.0,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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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驱动，传统媒体的生存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促使媒介

融合不断深入，行业转型迫在眉睫。不少专业媒体也以互联网思维为指引，借助新媒体传播手段，在创

新发展的道路上不断探索适宜发展的正确路径。作为一家高度密集覆盖北京市场的强势新主流纸质媒体，

同时也是中国第一次两个党报报业集团合作办报，第一家得到国家有关部门正式批准的跨地区经营的报

纸，《新京报》大力推动传播形态创新，以适应转型融合快速发展的新环境，为传统报纸的转型融合提

供了良好范式。 

2. 新京报对融合转型做出的探索与实践 

2.1. 革新传播理念，坚持“内容为王” 

面对“报业寒冬”的焦灼态势，传统媒体需要在传播理念的引导下不断进行改革创新，努力提高传

播影响力，才能在“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站稳脚跟。新京报早在 2009 年创办子公司并开始对互联网公

司的建设。于 2014 年全媒体发展战略被明确提出并对生产内容、传播流程和从业人员体制做根本变革。

2015 年，新京报借助 IT 公司的强大技术实力与渠道优势，推出“新京报+”和“+互联网”，开发出大

燕网、动新闻、热门话题等多种新型媒体产品，以满足用户需求。2016 年，新京报作为“全媒体原创内

容生产平台”，让移动端成为传播主战场，为 2018 年全面实行“移动优先，先网后报”模式奠定良好基

础。从此，新京报实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 7*24 小时全天候报道的革命性转变。[1]如今，为迎合 2020 年

9 月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对媒体“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期待，新京报

不断推进内容生产结构的建设，坚持内容为王理念，强调原创内容为品牌特色，努力让新闻作品做到“快

讯更快，深度更深、独家更强”。[2] 

2.2. 多平台互动，构建融媒体传播矩阵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基于重要意义、目标任务、工作原

则三部分明确提出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总体要求，即“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

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3]目前，新京报已经建成基础的融媒体传播矩阵。从报纸原始形态逐

渐将重心转移到新京报网、主流社交平台、APP 等新型传播渠道，实现单向传播到高互动性的转变，实

现报网互动，开拓传播空间。 

2.3. 创新传播方式，推进视频化转向 

在新媒体的冲击下，手机移动端成为受众接受信息的主要渠道。作为信源，传统媒体必须抓住移动

端这一主要舆论阵地。新京报坚持视频优先，移动优先的战略。据新京报发布的 2021 年度数据总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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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报短视频矩阵发稿量达 7 万条，累计获得 1.12 亿粉丝。其中，抖音平台粉丝超 5000 万，点击量过亿

的视频数量达 200 余条。 
自 2017 年 5 月网信办将新媒体纳入管理范畴至今，在国家政策支持和制度扶持下，国内传统媒体不

断融合创新，发展日益向好。[4]新京报的内容产品从单一的文字图片逐渐过渡到多维专业化的新媒体产

品共存。新京报发挥其采编优势抓住短视频流量大势，开创短视频双品牌“我们视频”“新京号”。[5]
协同打造的知道视频、一览视频等栏目表现卓越，充分彰显了新京报视频号网络感和年轻感的视频调性，

视频产品覆盖了报社产品的四成以上。2017 年，“我们视频”荣获“中国应用新闻传播领域十大创新案

例”并于 2018 年 9 月占据新京报总体采编月产量的三分之一。[6]新京报通过内容、方法、手段的不断革

新，使传统媒体的业务结构收获优化升级。 

3. 新京报融合转型的优势 

3.1. 坚持正确导向与理念，实现内容交互化 

融合转型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既要保持传统媒体内容为王的优质信息资源的特性又要蕴含转型新媒

体所具备的多渠道传播模式，为整合内容资源提供有效支撑。新京报自始至终秉承高质量内容生产为首

要前提，以实现网络媒体高互动性、线性与非线性等优势特征为目标，提高受众的用户体验，实现受众

的高参与度与资源共享。在实践中，新京报 2020 年 12 月推出 H5 交互作品《颤抖吧学渣，期末考试来

了》通过设置互动话题提高用户答题积极性，并根据不同受众定位采取不同答题方式，收获不少点击率

和分享量，大大提高了传播力和影响力。 

3.2. 坐拥技术支撑，充分分析受众定位提供服务 

技术是推动融合转型发展的催化剂和加速器。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飞速

发展，Web2.0 时代更要求由原本少数意见领袖作为资源控制者自上而下专业生产内容的互联网系统转变

为用户生产内容，由受众群体自下而上反向控制主导舆论导向的互联网系统，具有明显的参与性、自组

织性和去中心化特征，形成了受众对内容的接触方式由消费变为生产、信息传播方式同样由零散变为集

中聚合化。[7]对象化的传播格局也同时对传统媒体对技术的敏感性有高度的要求。2020 年，新京报应用

5G 技术，组建新媒体实验室，在内容生产时注重技术生产的重要性(例 AI、AR 等)。同时，新京报也在

研究舆情反馈数据系统时投入了不少的心血。在实践中，2020 年 10 月新京报推出视频作品《纪念抗美

援朝 70 周年！全景再现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之路》，利用三维还原技术使新闻产品立体化，更高效地实

现了满足受众需求与突出产品价值两要素的集合。[8] 

3.3. 充分挖掘用户需求，基本实现资源共享 

没有传播，就没有生产。做好新闻服务和信息服务是现代媒体的基本要求。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使

新闻信息呈现在受众面前，满足受众的即时信息需要才能获得广大用户的普遍认可和真实信赖。为呈现

高品质、高格调、高情怀的新闻产品，新京报精心制造“我们视频”“动新闻”“政事儿”“贝壳财经”

等多样化内容服务，不断进行内容创新和完善，提高用户体验感和互动效益。另外，新京报还在此基础

上在移动终端上添加“新闻 + 政务”“新闻 + 商务”“新闻 + 服务”等多个模块，以北京作为主要传

播地区，不断提升在金融、科技、财经、文旅等垂直细分领域对用户更精细需求的服务能力。[9]秉承“限

量供给，有效阅读”的理念，用专业的视角，按照“差异化、深度化、精品化、视觉化”的新闻操作标

准，为受众提供优质的新闻信息和流畅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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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全面拓宽收入来源，维持媒体营收结构 

新媒体的进步使得媒体商业模式迎来了全新的变革。内容营销、短视频流量、直播带货等新思路为

媒体营销提供新的大环境生产与营销。新京报也在此语境下不断探索融合路径的发展以适应时代革新。

2020 年 6 月 17 日，新京报举办了一场名叫“一起卖”的公益活动，连同京东、淘宝、拼多多、苏宁易

购等多方电商平台，借助自身媒体资源优势和购物平台渠道优势，出台流量扶持和物流帮助计划，为农

户开店提供便利渠道，既助农又惠民，帮助多地因疫情滞销的农产品进行线上推广，成交量达上百万吨。

[10] 
此外，新京报启动了“振翅”计划，旨在为全国 20 多个省市的旅游目的地提供免费推介服务，通过

提供高达 1.2 亿元的免费广告资源、近 100 篇新闻报道和多场直播活动，助力各地文旅项目的复苏。 
除了服务于公益事业奉献爱心积攒品牌口碑，新京报也通过小程序或公众号打造全渠道消费模式，

采取 DTC (Direct-to-Consumer)模式，即直达消费者模式，使用户可以直接通过新京报的小程序(新京雅集)
下单购买分类选择“好书不倦”“城市礼物”“匠心艺品”“汇优集采”一站式购买图书或文旅等产

品。并特别另设了扶贫专区强调品牌在公益事业实施的高度重视，在媒体内容场景中为用户开辟一种全

新购物体验模式。 

4. 新京报融合转型面临的挑战 

4.1. 现代传播体系的迭代更新和受众覆盖融合 

大量研究表明，新媒体相较于传统媒体的受众在年龄结构上更显年轻化。但新闻的本质是满足受众

获取即时信息的需求。如何做到新媒体发展的年轻化发展的同时又不能抛弃传统媒体的年长者的阅读需

求是融合转型的新挑战。根据百度指数数据显示，对新京报一词进行检索的用户群体中年龄为 20~29 岁

占比最高，占 40.34%，其次为 30~39 岁，占 30.5%，而大于等于 50 岁的用户比例仅占 6.7%。由此可见，

搜索“新京报”的用户呈现出“山峰式”的年龄分布特征，即 20~39 岁的山峰群体数量远高于 10~19 岁

和 50~59 岁的山底群体。 

4.2. 保证内容的创新与优质的同时拓展品牌效应 

新京报的微博简介写道，“一份以责任为灵魂的报纸；一份致力于记录时代步伐的报纸；一份进步、

美好的报纸”。新京报将品牌特色定位于品质源于责任。从其简介与诸多举措评判，新京报不失为一个

有担当有责任感的媒体定位。但从互联网舆论来看，新京报的口碑评价状况并不乐观。根据百度指数的

搜索图谱显示，负面搜索关键词如“新京报作为官媒为什么造谣”“新京报被中央不批评”处于领先地

位。并且新京报对于疫情报道的以偏概全，带偏网络舆论走向，引起公众恐慌，也曾被国家网信办依法

查处造成品牌口碑与公信力急剧下滑。 

鉴于此，新京报应在掌握新媒体的运营规律，采取创新性融合报道，拓宽传播渠道的同时加强平台

的监管力度与处罚力度，严格把控新闻信源的真实性和重要性，并保证信息传播渠道的通畅以提供新闻

产品时效性的支撑，才能拓展品牌效应，提升传播效果，不断提高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以及公信力。 

4.3. 新媒体冲击使传统媒体人才流失 

新媒体冲击下，传统媒体的影响力下降，不仅收入减少，而且受限于单位性质，作为公职人员的媒

体人受到部门制约较多。不少专业型人才投身于更为自由和可支配度高的自媒体行业。不少传统媒体不

得不自降门槛以招贤纳士，导致传统媒体的人才优势逐步丧失。由此可见，媒体人除了要紧跟时代发展，

不断提升自身以外，还需要坚守职业道德和底线，才能激活传统媒体获得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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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深化媒介融合，促进转型创新已经成为媒体与时代共舞的要素通则。以官方媒体为代表的传统媒体，

既面临着有机结合新闻内容与新闻价值的新挑战，又要不断激活媒体的传播性能，促使传统媒体向新媒

体的转型创新，从而推动传媒行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新京报在媒体理念变化、媒体内容生产和媒体经营

结构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和革新，它的经验值得其他媒体进行反思和借鉴。面对新媒体传播的大潮，

传统媒体应时刻保持创新精神，不断探索和实践，才能在时代浪潮中站稳脚跟，不畏淘沙，开启媒体嬗

变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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