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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北京商报社、深蓝媒体智库主办，西街传媒承办的“续航智媒时代·高质量推进媒体智库建设”主题沙龙在新闻大厦艺术馆举行。此次沙龙活动围绕“高质量推进媒体智库建

设”，与会专家分别分析了媒体智库的发展特征与未来趋势，为深蓝智库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建议。期间，深蓝媒体智库研究院正式揭牌。

深蓝智库自2月21日宣布成立以来，在多方力量支持下，平台逐渐壮大。5月11日，2023深蓝媒体智库年度峰会暨高质量发展与品牌创新大会召开，80余家品牌、机构宣布加入深蓝智库，

入驻品牌、机构已经超过百家。今年上半年，深蓝智库先后发布了《高质量发展与品牌创新》《新治理新动能》《中国旅游目的地复苏调查》《新消费新增量》《中国式ESG现状及挑战》《中国房企

社会责任调查》等年度系列专题报告。

深蓝媒体智库研究院是深蓝智库的常设服务机构，以“深蓝智库”为核心，致力于打造专业性的服务交流平台。深蓝智库的建设顺应了用户对财经媒体资讯信息服务新需求，符合当

前媒体型智库发展趋势，也是媒体融合发展转型的积极探索。深蓝智库作为京报集团媒体智库的组成部分，将进一步强化“京报智库”在财经传媒垂直领域的影响力。

智库起锚 智媒续航

深蓝智库是以北京商报为基础， 聚焦品牌研究、产
业研究、行业研究的财经类专业媒体智库。北京商报要
做智库化的媒体转型，就涉及到一个问题：生存问题，所
以，深蓝智库除了“产学研媒政”五位一体的属性定位，
还必须精准定位自身在智库产业中的位置，重点研究哪
些领域， 如何打造属于深蓝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和产品，
如何打通智库的商业模式，顺利实现智库的商业价值转
化……这些都是接下来深蓝智库研究院要重点考虑的
事情。

商业和财经类领域的动态变化一直是传统媒
体报道的重点，也是北京商报作为财经类媒体的优
势领域。聚焦品牌研究是一个不错的路径。北京商
报多年来在这一领域有着深厚的积累。但是如何将
深蓝智库的品牌研究产品化，如何提高产品的变现
能力很关键。基于多年来在智库领域的研究，我认
为北京商报在当下提出媒体的智库化转型非常明
智且具有前瞻性。但是我更希望深蓝智库在规划自
己的发展蓝图同时，也能先想清楚自身定位，这也

是智库以后保持健康运营的关键因素。希望深蓝智
库能够利用好自身的媒体传播优势，最大限度整合
资源，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在商业经济领域为
品牌提供战略规划、 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推动品牌的发展。

进行高质量研究 做高质量智库
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北京市商业联合会会长 傅跃红

对商业财经类媒体来说，当下发展面临的不是转型
问题，而是持续进化问题，需要随着时代和环境变化，持
续进化。

科技成果的应用为融媒体发展插上了翅膀，但媒体
发展需要飞翔，也需要着陆。对于媒体来说，媒体的基本

属性就是两条腿，需要牢牢地稳住。抓住不变应变，才能
走得更远。

财经领域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智库的主题研究不要
选择太多方向。作为智库，内容想要做精做得有深度，一定
是聚焦在少的方面。智库的主题，3-5个方面就可以了。

选择智库方向，首先就是要依据受众诉求，比如我
们如果是为政府提供智库服务， 就需要考虑政府的需
求；如果是针对品牌，就要看品牌的需求是什么。首先考
虑受众需求，其次考虑自身的优势，把自身优势在智库
研究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以搭建平台实现资源合作是推动智库发展的重要
举措，通过联合“产学研媒政”各方，实现优势的最大化
呈现。

作为首都商业领域媒体， 成立媒体智库起点高，研
究也要高质量。无论是研究领域，还是发布的平台，所有
的这些资源，都需要高质量。高质量的媒体，做高质量的
智库，汇集所有有质量的数据，然后做有质量的分析、有
质量的传播，最终出现高质量的效果。

精准定位 打通智库商业模式
中国商业经济研究中心副院长 姚力鸣

智库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既需要贡献知识，又要保
证足够的知识储备量。站在数据的角度来看，深蓝智库
作为一个专业的财经媒体智库，应当成为一个数据要素
开发转化的“新引擎”，既要有加工数据的能力，又要有
分析能力，同时还要有传播能力，这三种能力缺一不可。
深蓝智库恰好能在传统传媒基础之上把三种能力整合
在一起，深蓝媒体智库研究院的成立，承载着汇聚平台
的作用：既要热闹也要清醒，既要范围也要深度，既要速
度也要沉淀，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个平台发挥最大价值。

深蓝智库的成立，是媒体行业转型的典范，也是在
探索一条新数据、新技术、新平台、新财经的道路，从数
据的角度来看，它不是原来报社传统的媒体数据，而是
更加系统化。深蓝智库未来的产品的设计，应该有这样
一个汇聚的多样化平台， 它必须以产业生态为对象，聚
焦于产业生态。

目前深蓝智库出品的几份报告就是一种数据加工
的典范，但是它还需要深度和持续性。我们需要沟通“产
学研媒政”的各位专家，形成一种持续性的合作伙伴关

系，那这个分析，或者说这个研究就变成了一种可持续
的研究，希望在某种层面上，深蓝智库可以用一种更创
新的方式，来跟各个领域的专家们形成这种可持续的研
究能力和可持续的研究产品，创造这些产品，并借助媒
体独特的传播优势形成影响力。

打造“数据引擎”式智库
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院长 朱岩

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下， 财经类媒体智库虽然面临
着生存的难度和挑战， 但总体上来说还是机遇大于挑
战。首先，宏观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对现在的智库的决
策类需求增多了，整个社会领域的智能化、专业化趋势
在增强。

目前中国有相当一部分智库都是有库无智，有平台
没有智慧，没有贡献应有的社会知识。从这个角度来看，
智库的核心还是要把社会知识的贡献放在首位。作为财
经类媒体智库，深蓝智库应该把这种智能化、专业化、高
端化的特点充分利用起来。从目前经济社会的演变上来
看，对财经智库的需求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这是深蓝智
库要面临的挑战，也是新时代智库的使命。

对于智库接下来的产品建设， 我觉得本质是深
蓝智库作为财经类媒体智库下一步生长升级发力的
方向。目前我们有媒体，有沙龙，有讨论，有圆桌交流
会议……在智库的建设过程当中，我们已经把平台搭
建好了，那么接下来就应该找准这些领域方向，然后
提供核心支持。产品形式上可以多样化，但一定要提
供系统的解决对策和建议。

虽然现在媒体传播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智库
的建设，包括智库内容的产品建设，却是北京商报作为
媒体应当肩负的责任， 期待深蓝智库能够作出真实的、
优质的内容，传递出中国经济的声音。

财经媒体智库面临的机遇大于挑战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梁昊光

形成合力为专业决策赋能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云数据专委会秘书长 郑宏

目前国家正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但是地方上去
发展数字经济，实际上还有很多短板，之前我们协会也
整合了很多智库，来帮助地方梳理、发展数字经济，在
这方面，深蓝智库其实有非常多的工作可以做。以当前

国家正在推进的“东数西算”为例，虽然这个战略的立
意和大方向非常好，但实际上也面临很多短板，比如政
策的执行部门对行业、 对企业、 对地方的情况不够了
解，进而导致出台的政策脱节。这时候就需要发挥智库
的作用。

深蓝智库除了打造“产学研媒政”五位一体的媒体型
智库，还应当提供“四类服务”，为政府、为行业、为社会、
为企业。

智库的作用不仅要整合资源，形成合力，还要提供
好的产品，用这些为企业、为国家层面的专业决策赋能。
民营经济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来拉动，我认为深蓝智库
要想获取关于民营企业最真实的现状和较为准确的数
据，也可以多加强跟企业、跟地方的互动。在这方面，我
们协会可以跟深蓝智库合作，可以走出去调研，到企业
去做研究。 这种调查研究除了可以面向行业去推进，在
个体方面也可以找到一些好的案例，成为深蓝智库的优
质素材。 北京商报记者 贺陈慧 石春晖/文 张笑嫣/摄

智库是媒体打造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北京工商大学科学研究院人文社科处处长 高丽华

智库建设目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北京一直在提
要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打造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正好北京工商大学在做关于数字经济的一些研究。所以不
久前，我们发起成立了“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智库”。

成立智库研究院的初衷是围绕北京的城市定位，聚
焦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开
展课题研究和人才培养，打造智力汇聚、决策服务、理论
创新、交流培训、人才储备的政企学研融合开放平台，更
好服务于政府决策、市场创新和企业发展。

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四全”媒
体的出现，导致媒体内容同质化严重。媒体深度融合趋势
对媒体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尤其是像传统的专业性
媒体， 有了智库的加持， 就能跟其他经济类媒体形成区
隔，成立智库是媒体打造核心竞争力非常重要的手段。

对媒体而言，媒体智库的优势恰恰是媒体，传媒的
信息传播渠道，以及进行深度报告和信息挖掘的专业人
才，都是媒体智库的优势资源。

人才是智库建设的核心，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报告都
要依靠人。因为每一个智力成果都需要反复论证，要经
得起推敲，而这需要耗费非常多的心血，所以搭建平台
形成智力共享就很关键。

主题沙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