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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孵化高新视听新业态
宋文玉

视频处理技术迎来全新挑战
夏 珍

打造文化出海“朋友圈”
马 力

8K 超高清视频技术正在让我们

离全真互联网越来越近。

近两年，随着 8K 超高清逐渐应

用于市场，有一些内容产业开始生产

8K 作品。但仅就目前的情况看，8K

内容生成只占小部分，低于 8K 的内

容依然是“主流”。那么如何利用新

技术，将现有的低于 8K 的内容“转

换”成 8K 画质？

腾讯多媒体实验室推出的光影

焕新平台正是这样一个对经典影像

和低分辨率视频进行画质提升的智

能平台。平台集成了 10 多种自研视

频处理和智能分析技术，可以对低分

辨率、受损画质的视频进行智能分

析、修复等处理，在画质上实现对空

域、时域、色域等方面的全方位提升，

经过光影焕新处理后最终达到高清

甚至超高清效果。

8K 超高清给视频处理技术带来

了全新挑战。比如，算法需要适应

8K 超大分辨率的特性，包括细节丰

富度、内容广度都要求对现有算法进

行迭代升级。同时，8K 对于计算资

源的消耗也是极大的考验。

8K 超高清除了画质上的技术升

级外，在连接方式、编解码、呈现方式

等方面也会带来全新机遇。腾讯多媒

体实验室在这些方面均有丰富的探

索。在连接方面，8K高分辨率、高清晰

度会成为新连接方式的基础，从现实

到虚拟再到混合现实，连接会越来越

广泛、越来越全面。在呈现方面，8K也

会带来更多新体验，人们通过 8K 能更

真实自然地观看 3D、VR360 等内容，

更有沉浸感地体验VR、AR等技术，并

为未来的技术革新做好准备。

（作者系腾讯多媒体实验室视频
技术专家研究员）

从 2018 年开始，芒果 TV

坚定启动国际化战略，决心从

“借船出海”升级到“造船出

海”，打造了芒果 TV 国际版

APP，目前下载量已超过 1亿。

芒 果 TV 能 在 行 业 中 脱

颖而出，关键在于不断输出优

质内容。

在 国 际 化 过 程 中 ，芒 果

TV 并非一味迎合市场娱乐化

需求，而是积极主动承担主流

媒体责任，做坚定的“中华文

化 传 播 者 ”。 以 国 际 APP 为

出海平台，首次联合 Discov-

ery 连续推出了两季全国首档

跨国职业体验纪录片《功夫学

徒》，借助国际嘉宾的独特视

角，将科技创新、环境保护等

主题，融合在轻量化表达、开

放性对话中，实现了中国故事

的世界表达。

在东盟国家中，越南是芒

果 TV 海外业务发力的重点

地区。选择越南关键是看中

了华语影视剧在当地的影响

力。未来，芒果 TV 将与越南

当地媒体进行更加深入的合

作，在内容开发上，联合拍摄

制作影视剧，打造更符合本地

用户喜好的内容。

出 海 这 条 路 并 不 好 走 ，

“单打独斗”的力量非常有限，

因此拥抱合作伙伴、扩大内容

覆盖是核心策略。目前芒果

TV 正在与爱奇艺、腾讯联动，

基于区块链技术进行版权内

容的规模级置换。希望未来

能与更多企业、平台携手合作

“攥指成拳”，形成集群效应，

共同打造文化出海“朋友圈”。

（作者系芒果 TV 平台运
营中心高级总监）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兴起，

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生活交

汇融合。在技术层面，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正在网络传播领域大规模

应用，以互动视频、沉浸式视

频、VR 视频、云游戏等业态

为代表的高新视听内容产品

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引领新型

消费、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

资、培育壮大新增长极的重要

引擎。

在政策层面，近期中办、

国办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

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

确提出依托现有有线电视网

络设施、广电 5G 网络和互联

互通平台，形成国家文化专

网，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

系，由此将产生海量文化数字

化资源，极大丰富高新视听内

容供给。

作为媒体、信息和科技融

合的平台型企业，目前，中国

广电正在深入实施文化数字

化战略，加快建设国家文化专

网，培育孵化更高技术格式、

更新应用场景、更美视听体验

的高新视听新业态。

文化专网是国家文化大

数据体系的关键数字底座。

中国广电践行共建共享原则，

将文化专网纳入全国有线电

视网络整合和广电 5G 建设一

体化总体布局统筹考虑，在建

设“连接+计算”泛在智能的

新型广电网基础上，充分复用

现有设施资源，加快建成互联

互通、安全可靠的国家文化

专网。

通过与中国移动共建共

享，中国广电用最短时间、最

低 成 本 建 成 广 电 5G 网 络 。

6 月 27 日，广电 5G 网络服务

启动，标志着全国有线电视网

络整合和广电 5G 建设一体化

发展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广

电网络初步形成“有线+5G”

融合发展新格局。

（作者系中国广播电视网
络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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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互为视听节目重要海外市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韩

叙叙

刘刘

畅畅

9 月 7 日，在 2022 中国—

东盟视听传播论坛上发布了

《中国—东盟视听国际传播

十年发展报告》。

报告认为，自 2012 年以

来，中国与东盟在视听领域

开 展 了 广 泛 深 入 的 交 流 合

作，建立了多层次合作机制，

搭建了多元化交流平台，形

成了以广西为枢纽的交流合

作 新 格 局 。 2012 年 至 2021

年，中国—东盟区域内视听

节目贸易规模持续增长，双

边 视 听 节 目 交 易 时 长 总 计

6.5 万小时，占中国全球节目

国际贸易总时长的 10%；双

边视听节目贸易总额达 1.77

亿美元，占中国视听节目国

际贸易总额的 6%；中国东盟

互 为 视 听 节 目 重 要 海 外 市

场，贸易总体呈现均衡态势。

从东盟对中国节目出口

角度来看，10 年来，出口规

模、出口额等关键指标总体

保持增长态势。除 2021 年

因新冠肺炎疫情原因出现较

大波动外，2012 年至 2020 年

的 9 年间，中国从东盟进口

视听节目总额年均增长率约

为 3.12%。从 2017 年开始，

东盟成为中国从亚洲进口视

听节目的第二大来源地，排

名仅次于日本。

从中国对东盟节目出口

角度来看，10 年间，中国节

目 出 口 东 盟 贸 易 额 为 8904

万美元，占中国节目全球出

口总额的 13%。

分国别来看，马来西亚、

新加坡、越南、泰国四国的出

口额占中国出口东盟节目出

口总额的 69%，已成为中国节

目在东盟的核心市场。同时，

印度尼西亚市场正在兴起。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

中国视听节目在东盟传播的

平台呈现出多元化、国际化、

多国平台交叉的态势。一方

面，东盟本土平台仍是播出中国节目的重要渠道。据不完全统

计，10年间，累计有87家东盟电视频道、56个东盟新媒体平台

播出中国节目；另一方面，大量中国新媒体平台落地东盟，成为

传播中国节目的新生力量。截至2022年8月，芒果国际APP、

腾讯WeTV、爱奇艺国际APP三家平台共在东盟上线中国节目

1130部。

报告同时指出，尽管发展态势总体向好，但中国—东盟

视听节目贸易规模总体偏小，双方节目交流合作和传播的

广度深度依然不够，与中国—东盟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

交流合作发展形势不相适应，与双方民众渴望加强相互了

解、建立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需求不相适应。

为此，报告建议，要从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战略全局

的高度，进一步深化对中国—东盟视听国际合作的认识，稳

步扩大视听贸易双向开放和国际传播，为区域内文化交流、

文明互鉴注入更大动力。尤其要统筹推进在广播电视媒体

与互联网媒体的国际传播，将国际传播资源和力量向网络视

听汇集，向移动端倾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节目内容合

作，扩大多元内容供给，更好满足区域内用户多样化、个性化

的视听消费需求，携手增强合作合拍节目的国际竞争力。

报告还建议，要加快推进中国—东盟视听国际传播数

字化进程。推进技术与标准合作，推动中国—东盟国际传

播视听节目生产制作、传播、消费、运营的数字化，实现各参

与主体的共享共赢。

新时代 新视听 新机遇 新未来
——2022中国—东盟视听传播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韩 叙叙 刘刘 畅畅

面对日趋加速的数字技术变革，特别是网络视听技术

的发展，智能视听在重塑生产生活与人文科技的同时，也

再造了国际信息传播秩序，中国与东盟各国媒体正迎来新

的发展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发挥广电视听媒

体在促进民心相通方面的积极作用，肩负起构建中国—东

盟命运共同体的使命与责任？如何顺应传播领域新形势、

把握智能视听新机遇、提升国际传播新境界？9 月 7 日，

在广西南宁举办的 2022 中国—东盟视听传播论坛上，与会

嘉宾及学者积极建言，共话“新时代 新视听 新机遇 新

未来”。

讲好互信共赢故事

“面向未来，中国和东盟各国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乐玉

成在致辞中表示，“广电视听媒体传播的声音、展示的形象

深刻影响着人们对彼此和世界的看法。随着中国和东盟各

国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增进互信、携手共赢的要求进一

步凸显，需要广电视听媒体发挥好增信释疑、消除隔阂的

‘润滑剂’作用，系牢国家关系与人民友谊的纽带，为双方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老挝新闻文化旅游部副部长颇西·乔玛尼冯也表达了

类似的观点。他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促进中国与东盟媒体

合作能够推动彼此间的文化交流，希望各方共同致力于开

创东盟和中国媒体间互联互通新模式，为构建东盟共同体、

实现《东盟共同体愿景 2025》、助力 2025 年东盟文化社会共

同体蓝图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根基在民间，未来在青年。通过视

听平台的共建共享、视听内容的传播交流，我们可以看到彼

此更真实、更丰满的形象。中国与东盟的传统友谊与互利

合作，将不再只是抽象概念，而是每个人特别是青年人都触

手可及的一段视频、一首音乐。”中国驻东盟大使邓锡军在

视频致辞中表示。

今年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起步之年，也是《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之年，中国与

东盟友好合作进入新阶段，掀开新篇章。经济日报社副总

编辑季正聚在致辞中表示，“新闻媒体工作负有联接中外、

沟通世界的职能。讲好中国—东盟互通共融的合作故事，

媒体发挥的作用不可替代”。

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苗庆旺在致辞中表示，近年来，

广西立足“一湾相挽十一国，良性互动中东西”的独特区位，

持续加强与东盟国家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双方互联互

通水平不断提高，协同共济的经贸联动格局、守望相助的人

文交流格局逐步形成。广西愿与东盟各方一道，不断扩大

视听领域合作，促进文化交流、实现合作共赢，以新广电、大

视听助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构筑国际合作新平台

截至 2021 年底，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 9.75 亿，视听

传播呈现多元发展新趋势，视听产品也借由传播平台渗透

进人们工作生活各类场域。平台的多功能拓展使得视听产

品传播在主导传统媒体场域的同时，也扮演着社会媒介化

和信息化的中介性角色。理解这一点，对推动国际传播的

视频化战略转型意义重大。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段鹏认为，在过去的工业时代，专

业的语言体系、集中的技术体系、复杂的组织手段塑造了传

播方式的单向性。在当今的信息时代，视听传播呈现数字

化、网络化、去中心化趋势，传播方式也呈现明显的开放

性。在未来的智能时代，智能视听将超越文化和语言差异，

使国际传播走向全民参与的新高度，互动性将成为新传播

秩序的重要特征。

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副会长魏党军表示，目前，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IPv6、人工智能、5G 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革命成果在行业内广泛融合应用，支撑着视听行

业迭代发展，实现行业新突破。超高清视频、扩展现实、

360°全景视频、全息成像等新视听技术研究正大幅提升视听

内容制作、传播、存储、播出、消费全产业链条智慧化水平。

2021 年 1 月，东盟举行首次数字部长会议并

发布《东盟数字总体规划 2025》，明确了未来

5 年东盟数字发展的目标和路径，新媒体、互

联网将逐渐成为中国—东盟广电视听行业间合作新主流。

中国—东盟视听周组委会秘书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副部长、广播电视局局长满昌学表示，未来广西将加强

智慧广电新技术、新产品、新业务研发，加强基于 5G 网络的

各类高清视频在教育、医疗、安防等领域的合作，推动广电

视听与数字生活高度融合，为中国和东盟发展数字经济提

供新引擎。

论坛期间，共有 10 个项目通过线上和线下形式进行签

约。签约项目较往届相比覆盖范围更加广泛，既有广西与

云南间的广电视听领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也涵盖了开拓

东盟市场合作项目、中国—东盟跨境电商直

播合作、影视作品合

作拍摄，电视剧、广播

剧、动画片、综艺节目

在东盟地区授权播出

和海外发行等多个方

面。这些项目的签约

及落地将为进一步推

动中国—东盟人文交

流和民心相通注入强

大动力。

本届论坛由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柬埔

寨新闻部、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民政府、经

济日报社主办，广西

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

局、经济日报社新闻

发展中心承办。

共生互构国际传播新境界
段 鹏

在实时互联时代，智能视听将构

造一个无疆域、无文化边界的全时空

场域。数据计算将突破过往视听产

品传播目标的模糊性和服务的单向

性，搭建一种“所有人服务所有人”的

智能平台。

国际传播新境界的本质是共生

和互构，这一新境界需要塑造全面互

联、立体融合、万众创新的智能化视

听传播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智能

视听可以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仅就媒体本身而言，推动技术迭

代升级，构建新时代媒体共融新格局

尤为重要。

视听语言是融合了身体全部感

官的综合性语言系统。借助智能化

制作、传输、呈现的传播平台，人类将

进 入 一 个 虚 拟 与 现 实 同 构 的 新 时

代。届时，人们将借助智能化和立体

化的视听传播场景，突破国界的限

制、文化的壁垒、语言的障碍，使文明

实现超越时空的互鉴、跨越国界的交

流，各国将共同塑造以人类命运共同

体为内核的新式全球化认同。

“视频天下”的时代正在到来。

面向智能视听的新未来，我们要以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倡

议为指南，深刻认识领悟国际传播的

本质和跨文化交流的需求；进一步探

索视听传播全时空、全领域、智能化、

全龄向的发展趋势，构建联通中外的

渠道基础，搭建视听产品国际合作新

平 台 ；在 视 听 发 展 中 坚 持“ 内 容 为

王”，以新理念、新思路、新表述，创作

出有思想、有内容、有深度的视听产

品，加强国际文化深度交流；把握新

技术的发展趋势，以前沿科技推动媒

体深度融合，为国际传播能力提供动

能，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提供坚实基础。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

99 月月 77 日日，，20222022 中国—中国—

东盟视听传播论坛在广西东盟视听传播论坛在广西

南宁举办南宁举办，，与会嘉宾及学与会嘉宾及学

者积极建言者积极建言。。

上 图 图 为 2022 中 国 —

东盟视听传播论坛会议现场。

左图 在论坛的高端对话

环节，台上嘉宾热烈交流，观点

碰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