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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ꎬ 带来了信息生产与传播方式的革命性变革ꎬ 媒体格局、
舆论生态、 受众对象、 传播技术正发生深刻变革ꎮ 立足时代大背景与历史新高度ꎬ 习近平提出崭新的

“四全媒体” 论ꎬ 探讨了作为新理念、 新范式的全程媒体、 全息媒体、 全员媒体、 全效媒体ꎮ “四全媒

体” 论是习近平对我国传媒版图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高度概括ꎬ 它坚持守正创新ꎬ 以生产力和交往形

式之间的矛盾为发展动力ꎬ 遵循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实践逻辑ꎬ 从而为推动媒体融合、 构建

全媒体格局、 打造传播新体系指明了发展方向ꎮ
【关键词】 习近平　 “四全媒体” 论　 守正创新　 媒体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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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００８１)ꎻ 尹韵公 (１９５６－ )ꎬ 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ꎬ 中国社会科

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湖南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ꎮ

互联网正在媒体领域催生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ꎬ 促使 “媒体格局、 舆论生态、 受众对象、
传播技术都在发生深刻变化”①ꎮ 新时代ꎬ 传统主流媒体如何做大做强ꎬ 建设成为现代新型主流媒

体ꎬ 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ꎮ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ꎬ 习近平在第 １２ 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

提出了全新的 “四全媒体” 论: “全媒体不断发展ꎬ 出现了全程媒体、 全息媒体、 全员媒体、 全效

媒体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ꎬ 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ꎬ 做大做强主流舆论ꎮ”② “四全媒体” 论

是习近平对传媒版图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高度概括ꎬ 为推动媒体融合、 构建全媒体新格局、 打造传

播新体系指明了发展方向ꎮ

一、 “四全媒体” 论的内涵与特点

根据新闻传播学理论ꎬ 习近平 “四全媒体” 论是新闻信息传播破维发展③的新理念与新范式ꎬ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ꎮ

１. 构建崭新的传播理念

借助网络信息技术ꎬ “四全媒体” 正在重塑媒体传播格局ꎬ 不断重构舆论发展生态ꎬ 构建发展

新媒体传播思想ꎮ
“全程媒体” 破时空之维ꎬ 具有跨时空传输、 即时性传播、 突发性蔓延、 共时性链接、 历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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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的特点ꎬ 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流程与传播议程ꎮ 传统媒体受到时间、 空间的限制ꎬ 对传

播议题与流程可以进行优化与控制ꎮ “全程媒体” 实现空间零距离、 时间零差距ꎬ 是 “全天候” 主

流媒体ꎮ 这意味着主流媒体不但要主动把握新闻传播话语权ꎬ 而且要基于信息技术把握新闻信息传

播的突发性、 即时性、 共享性、 参与性与引导性ꎬ 着力提高传播力、 引导力、 影响力、 公信力ꎮ
“全息媒体” 破物理之维ꎬ 具有信息数据化、 仿真智能化、 传播立体化、 手机等屏端一 “屏”

化的特点ꎮ 全息媒体既可以实现新闻事件立体、 多维度、 全视角的传播ꎬ 又可以对传统新闻表达进

行重构ꎮ 全息技术实现传播可立体、 场景可再生、 内容可形象、 信息可还原ꎬ 主动引起受众与用户

的嵌入呼唤与情感共鸣ꎮ ＶＲ、 ＡＲ、 ＭＲ、 Ｈ５、 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新运用ꎬ 极大地丰富了新

闻信息表现元素ꎬ 表现新手段新形态的多样化ꎬ 拓展新闻内容的库容量和表现空间①ꎮ 全息媒体产

生与形成的亲历性、 现实感与传播力ꎬ 可以 “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 传得更广、 传得更深入”②ꎮ
“全员媒体” 破主体之维ꎬ 具有传播点面发展、 广泛互动、 形成主体间性ꎬ 即人人都是新闻记

者、 都有麦克风的特点ꎮ “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ꎬ 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

的本质力量的书ꎮ”③ 单向度传播转化为多向互动、 同频共振ꎬ 受众向用户转变ꎬ 形成了新闻传播主

体的普遍、 平等和共享的网络文化格局ꎬ 实现全员媒体创建的信息传播内容与主流的声音同频共振ꎮ
同时ꎬ 以主体间性即对话沟通、 话语融合和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ꎬ “完成满足各类用户需求的超媒

体叙事”④ꎮ 建设好全员媒体ꎬ 有利于走好网上群众路线ꎬ 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ꎮ
“全效媒体” 破功能之维ꎬ 具有集成内容、 社交、 服务功能的特点ꎮ 通过多种载体、 技术的丰

富应用ꎬ 媒体给受众提供更广泛的体验认识和释放更强大的效能ꎮ 根据新闻传播分众化、 差异化趋

势ꎬ 依靠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形成用户画像ꎬ 实现精准传播ꎬ 有利于提高信息生产、
信息传播与信息消费的时度效ꎬ 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ꎮ

２. 建设资源集约、 结构合理、 差异发展、 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在互联网时代ꎬ 网络信息技术完全改变了信息生成生产方式和新闻信息传播方式ꎬ 全媒体建设

要坚持科学化发展与系统性融合ꎮ
整合媒体资源ꎬ 构建传播矩阵ꎮ 经过 ４Ｇ 盛宴ꎬ 新媒体改变了媒体生产方式与用户生活方式ꎬ

通过资源聚合形成强大的传播力与影响力ꎮ 在新时代ꎬ 主流媒体要抓住 ５Ｇ＋８Ｋ 的未来发展机遇ꎬ 立

足自身主流舆论地位ꎬ 不仅要加强内容的不断丰富与优化ꎬ 而且要重视各类网络平台的强大影响力ꎬ
全方位打通客户端、 广播电视台、 报刊、 网站、 微信、 微博、 手机屏各种资源ꎬ 以数字技术实现信

息传播的场景化、 数据化、 智能化、 社交化、 移动化与平台化ꎬ 从而达到宣传效果最大化、 传播效

果最优化ꎮ
结构合理发展ꎬ 形成媒体动能ꎮ 互联网时代新媒体发展快速多样ꎬ 传统媒体及其结构的发展与

转型被资本、 技术与市场等要素所左右的情形不断呈现ꎮ 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与互联网发展趋势ꎬ 主

流媒体引导媒体结构合理发展ꎬ 激发员工积极性与创造性、 企业活力与市场动力ꎬ 以适应自身功能

定位、 区域定位与发展定位ꎬ 实现信息服务、 新闻传播、 公共服务等市场需求与社会需要ꎬ 形成市

场均势与发展优势ꎮ
坚持差异化发展ꎬ 构建优势互补格局ꎮ 中央与地方、 东中西部地区、 省地县等全媒体建设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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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责任、 发展格局与产业基础存在差异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要依托优质的视频内容实现融合创新ꎬ
人民日报与新华社在优质内容的基础上ꎬ 实现采编流程再造ꎬ 打造中央厨房式技术架构与新型生产

传播方式ꎮ 这些媒体机构融合的出发点是自身的稀缺性资源与历时性的产业基础ꎬ 其融合是实现规

模与效率的 “大媒体”① 升级ꎬ 完全不同于县域媒体融合是打造与聚焦本地的精准传播与差异化服

务ꎮ 因此ꎬ 各地应因地制宜地确定各自的发展路径ꎬ 发展全媒体要因时而变ꎮ
优化舆论场景ꎬ 协同高效发展ꎮ 面对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ꎬ “宣传思想工作的环境、 对象、 范

围、 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②ꎮ 互联网新手段新平台不断涌现ꎬ 网络传播新业态新产业层出不穷ꎬ 网

络平台媒体与个人媒体因势崛起ꎮ 意见压倒事实、 立场胜过是非的 “后真相” 传播ꎬ 流量至上的狭

隘市场观正在冲击正能量传播观ꎬ 网络 “舆论广场” 使舆论场发生变化ꎬ 主流媒体的影响力与话语

权受到挑战ꎮ 习近平指出: “要统筹处理好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 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 主流媒体

和商业平台、 大众化媒体和专业性媒体的关系ꎮ”③ 加强中央与地方的媒体融合与协调发展ꎬ 形成中

央、 省、 地、 县自上而下、 上下贯通的传播场景链条与媒介生态系统ꎬ 这有利于夯实主流意识形态

阵地和构建正能量舆论场ꎬ 有利于形成主流媒体的传播合力与控场力ꎮ
３. 加强资源整合、 流程再造与平台建设

媒体的历时性发展与融合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嬗变ꎮ 网络信息技术影响社会关系与交往形式ꎬ 深

刻影响新闻传播的技术、 业态与形态ꎮ 现在ꎬ 新媒体传播在新技术、 新形态与新业态上发生了化茧

成蝶的质变ꎬ 媒体格局、 舆论生态、 传播方式迎来了深刻变化ꎮ 传统媒体是 “你就是你、 我就是

我” 的 “泾渭分明” 的发展形态ꎬ 报纸、 电视、 广播等以各自形态自在发展ꎻ 而当今的媒体进入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的彼此联通兼容的发展阶段ꎬ 正在走向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的智能融

合的发展阶段ꎮ
面对社会信息化、 传播智能化、 媒体社交化趋势ꎬ 一体化融合发展的 “四全媒体” 才是真正的

全媒体ꎮ 全媒体要坚持循序渐进和差异化发展原则ꎬ 坚持移动优先策略ꎬ 加强资源整合、 流程再造

与平台建设ꎮ 为此ꎬ 习近平高屋建瓴地指出: “推动媒体融合发展ꎬ 要坚持一体化发展方向ꎬ 通过

流程优化、 平台再造ꎬ 实现各种媒介资源、 生产要素有效整合ꎬ 实现信息内容、 技术应用、 平台终

端、 管理手段共融互通ꎬ 催化融合质变ꎬ 放大一体效能ꎬ 打造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 竞争力的新型

主流媒体ꎮ”④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全球化、 风险社会与网络社会并存ꎬ “四全媒体” 建设任务艰巨、 使

命重大ꎬ 我们必须要坚守人民利益至上的传播理念ꎬ 形成正能量充沛、 “成风化人” 的传播环境ꎬ
要旗帜鲜明地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舆论导向、 价值取向ꎬ 通过理念、 内容、 形式、 方法、 手段

等创新”ꎬ 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 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ꎮ

二、 “四全媒体” 的发展动力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 “四全媒体” 的发展动力ꎬ “四全媒体” 论深刻揭示了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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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ꎬ 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ꎮ 马克思强调: “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

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ꎮ”①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分工、 蒸汽力和机器的运用” 是 “工业用来摇撼世

界基础的三个伟大杠杆”②ꎬ “蒸汽、 电力和自动走锭纺纱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 拉斯拜尔和布朗基

诸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③ꎮ 技术革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ꎬ 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和思

维方式ꎬ 更新人际交流与信息传播的手段ꎬ 从而重塑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样貌ꎮ
习近平在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的基础上提出 “新生产力论”ꎮ 在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的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工作座谈会上ꎬ 针对当前互联网发展新情况、 新动向与信息化发展新趋势ꎬ 习近平强调ꎬ 信息

革命 “带来生产力又一次质的飞跃网信事业代表着新的生产力、 新的发展方向ꎬ 应该也能够在

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④ꎮ 信息技术成为新生产力ꎬ 代表着人类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ꎮ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ꎬ 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ꎬ 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ꎬ 拓展了

国家治理新领域ꎬ 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的能力ꎮ”⑤ 互联网是当今时代最具发展活

力、 推动社会进步的新领域ꎬ 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新空间ꎬ 融入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各个方面ꎮ 我国

网信事业发展必须以人民为中心ꎬ 适应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要求ꎮ
“四全媒体” 是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ꎮ 网络安全与信息化的科技创新、 全媒体融合的发展

引领ꎬ 应该摆在国家发展大局、 媒体融合全局的重要位置ꎮ 网信事业发展与全媒体建设是密切相关

的ꎬ 两者只有符合新生产力的发展要求ꎬ 才能有效地占领信息传播的制高点ꎮ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

信息传输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ꎬ 给当今中国的舆论环境、 舆论生态、 舆论变迁等诸多方面带

来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ꎮ”⑥ “人类社会、 物理世界、 信息空间构成了当今世界的三元ꎮ 这三元世界

之间的关联与交互ꎬ 决定了社会信息化的特征和程度ꎮ”⑦ 基于技术支撑的信息资源作为现代社会生

产力要素的作用凸显ꎬ 信息空间联通人类社会与物理世界ꎬ 信息革命则推动新闻媒体融合发展ꎬ 发

生历史性嬗变ꎮ 习近平指出: “我们要把握数字化、 网络化、 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ꎬ 以信息化、
智能化为杠杆培育新动能ꎮ”⑧ 互联网对新闻媒体的创新发展起到很强的带动作用ꎬ 并带来历史机

遇ꎬ “要用好互联网带来的重大机遇ꎬ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⑨ꎬ 因势而谋、 应势而动、 顺势

而为ꎬ 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创新发展ꎮ
新时代的全媒体不仅是一种用于意识形态宣传的话语工具ꎬ 而且是一种以 “四全” 新叙事自在

呈现的全新的生活方式ꎬ 更是一种促进媒体生态良性运行的生产方式ꎮ 互联网 “正在以空前的气

旋ꎬ 席卷整个新闻传播领域”ꎬ 中国传媒格局 “将不得不重组传媒业态ꎬ 重建传播生态ꎬ 重塑舆论

势态”ꎮ 因此ꎬ 我们要强化互联网思维ꎬ 坚持守正创新ꎬ 发展 “四全媒体”ꎮ
新时代ꎬ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化ꎬ 这一变化也体现在网络发展与全媒体领域ꎮ 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ꎬ 网上内容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ꎬ 网络空间成为亿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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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的精神家园ꎮ 但是ꎬ 我们也看到ꎬ 我国东、 中、 西部地区网络建设发展不平衡ꎬ 城乡之间存在

巨大数字鸿沟ꎬ 网上内容建设也同样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ꎮ 网上新闻舆论、 思想理论、
文艺与科普知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ꎬ 专业媒体、 自媒体与平台媒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ꎬ 传统主流媒

体面临发展瓶颈ꎬ 在形成真正有竞争力、 服务与吸引用户的核心技术产品上遭遇阻力ꎮ 大数据是经

济发展的生产力要素ꎬ 事关数据主权ꎬ 但是缺少规制ꎮ “一点上网、 全球共享” “一点攻破、 全网即

破”① 的网络颜色革命为我们敲响国家安全的警钟ꎬ 网上意识形态阵地建设面临挑战ꎮ 为此ꎬ 我们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 以 “先进技术为支撑、 内容建设为根本”②ꎬ 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提供保障ꎬ 并不断推动网上内容的重构和传播结构的重塑ꎬ 切实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

经济社会发展ꎮ
互联网时代新媒体传播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与国际话

语权ꎮ 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建设事关国家长远发展ꎬ 是全球大国的重要博弈场ꎬ 世界各国都把加强互

联网与新媒体话语权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ꎮ 习近平指出: “大国网络安全博弈ꎬ 不单是技术博

弈ꎬ 还是理念博弈、 话语权博弈ꎮ”③ 网络时代拉大了全球东西、 南北之间的差距ꎬ 信息技术鸿沟、
数字鸿沟难以弥合ꎬ 发展不平衡问题难以解决ꎬ 对全球治理和国际和平安全构成严重挑战④ꎮ 面对

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ꎬ 我们必须贯彻习近平提出的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的 “四项原

则” 和 “五点主张”ꎬ 尊重网络主权ꎬ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ꎮ 为此ꎬ 我们要推动符合中国国情、
具有中国特色的全媒体建设ꎬ 创新对外信息传播方式ꎬ 构建具有中国气派、 中国精神又融通中外的

话语体系ꎮ

三、 “四全媒体” 的实践逻辑

“四全媒体” 建设既要合目的性ꎬ 又要合规律性ꎬ “四全媒体” 论的实践逻辑就是合目的性与合

规律性的辩证统一ꎮ
“四全媒体” 的合目的性就是守正ꎬ 也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ꎬ 坚持党的领导ꎬ 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ꎮ 因此ꎬ “四全媒体” 必须占据舆论制高点ꎬ 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

同思想基础ꎮ 守正最重要的是 “不忘初心ꎬ 牢记使命”ꎬ 这是源于对我们党的性质、 宗旨和使命的

深刻思考ꎮ
习近平强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ꎮ” “不忘初心ꎬ 方得

始终ꎮ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ꎬ 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ꎬ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ꎮ 这个初心和使命

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ꎮ”⑤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ꎬ 要实现 “四个伟大” 的

历史使命ꎬ 一定要发挥新闻舆论的积极引导作用ꎬ 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ꎮ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

党的一项重要工作ꎬ 是治国理政、 定国安邦的大事ꎮ”⑥ 加强 “四全媒体” 建设ꎬ 有利于维护制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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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国家主权与发展权利ꎬ 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ꎮ “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ꎬ 那么

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ꎮ”① 因此ꎬ 继续探索全媒体建设的 “理念思路、 体制机

制、 方式方法”ꎬ 继续 “在向基层拓展、 向楼宇延伸、 向群众靠近上”② 下功夫ꎬ 着力构筑全业态、
全场景、 全融合的现代新型主流媒体平台ꎬ 及时提供更多真实客观、 观点鲜明的信息内容ꎬ 不让

“后真相” 取代真相ꎬ 不让非主流意识形态与错误思潮搞乱舆论场ꎬ 不让假新闻大行其道ꎬ 掌握舆

论场的主动权和主导权ꎮ
“四全媒体” 是互联网时代新闻信息传播合规律性发展的重要成果ꎮ 恩格斯指出: “在每一个领

域内ꎬ 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去实现自身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ꎮ”③ 信息革命 “亘古未有地改变了

世界的生活方式、 生产方式与生存方式ꎬ 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 传播方式与交往方式ꎬ
史无前例地改变了新闻媒体的传播形态、 传播发展与传播效果ꎬ 深刻影响着社会发展进程和人类文

明进步”④ꎮ 习近平多次强调媒体融合要基于规律进行创新ꎮ
一是打造与完善全媒体内容建设的 “四梁八柱”ꎬ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ꎮ 要把握

互联网发展趋势、 用户个性特征与社会消费特点ꎬ “适应分众化、 差异化传播趋势ꎬ 加快构建舆论

引导新格局”⑤ꎮ “对新闻媒体来说ꎬ 内容创新、 形式创新、 手段创新都重要ꎬ 但内容创新是根本

的ꎮ”⑥ 抓好内容建设这个 “牛鼻子”ꎬ 不断加强内容创新ꎮ 努力做好新闻舆论、 理论传播、 娱乐与

百科知识等方面的内容建设ꎬ 创新舆论工作的 “理念、 内容、 体裁、 形式、 方法、 手段、 业态、 体

制、 机制”⑦ꎬ 加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建设ꎮ
二是要遵循现代新闻传播规律与新兴媒体规律ꎮ 创新运用信息技术革命积极成果ꎬ 在基础性、 战

略性上下功夫ꎬ 在关键环节上下功夫ꎬ 加强具有互联网特征、 移动化特点与一体化特质的 “四全媒体”
建设ꎬ 推动媒体融合与应用向纵深发展ꎬ 夯实做强主流舆论场ꎮ 按照移动优先战略ꎬ 把 “四全媒体”
建设成为具有服务力、 传播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ꎬ 实现宣传效果的最大化和最优化ꎮ

三是把握科学技术发展大势ꎬ 完善主流的媒体融合建设ꎮ 我们要紧跟时代潮流ꎬ 依照互联网思

维ꎬ “推动新闻传播的流程优化、 平台再造、 资源整合实现信息内容、 技术应用、 平台终端、
管理手段共融互通”⑧ꎬ 不断创新信息技术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ꎬ 实现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ꎬ 构建资

源集约、 结构合理、 差异发展、 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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