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媒体发展现实状况及前景



前  言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掀起传媒产业革命的新一轮浪潮，与老式媒体相比而言，

新媒体具有个性化突出、受众选择性增多、体现形式多样、信息公布实时

等新特点，具有交互性、全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等优势。

?未来新媒体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是：新媒体产业将引领媒体产业时尚，部

分老式的媒体行业将逐渐走向衰微，适应市场需求的媒体行业将继续保持

活力，文化内容将成为媒体产业的关键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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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什 么 是 新 媒 体 ？



u 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u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熊澄宇专家：“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之

上出现和影响的媒体形态。”

u 分众传媒CEO江南春：“分众就是辨别受众，分众传媒就是要面对一种特

定的受众族群，而这个族群可以被清晰地描述和定义，这个族群恰好是某些

商品或品牌的领先消费群或重度消费群。”

u 阳光文化集团首席执行官吴征：“相对于旧媒体，新媒体的第一种特点

是它的消解力量——消解老式媒体（电视、广播、报纸、通信）之间的边界，

消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社群之间、产业之间边界，消解信息发送者与接受者

之间的边界等等。”



    对于新媒体的界定，学者们可谓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某些传播学

期刊上设有“新媒体”专栏，但所刊载文章的研究对象也不尽相似，有数字

电视、移动电视、手机媒体、IPTV等，尚有某些刊物把博客、播客等也列入

新媒体专栏。那么，究竟什么是新媒体？

     所谓新媒体是相对于老式媒体而言的，清华大学的熊澄宇专家认为，新

媒体是一种不停变化的概念。“在今天网络基础上又有延伸，无线移动的问

题，尚有出现其他新的媒体形态，跟计算机有关的。这都可以说是新媒体

”。

     也有专家提出：“只要媒体构成的基本要素有别于老式媒体，才能称得

上是新媒体。否则，最多也就是在本来的基础上的变形或改善提高。”“目

前的新媒体应当定义为在电信网络基础上出现的媒体形态——包括使用有线

和无线通道的方式。”



         清华大学熊澄宇专家认为：“所谓新媒体是一种相对的概念，‘新

’相对‘旧’而言。从媒体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媒体是伴

伴随媒体发生和发展在不停变化。广播相对报纸是新媒体，电视相对广播是新

媒体，网络相对电视是新媒体。今天我们所说的新媒体一般是指在计算机信息

处理技术基础之上出现和影响的媒体形态。这里有两个概念，一种是出现，是

指此前没有出现的；一种是影响，所谓影响就是受计算机信息技术影响而产生

变化的，这两种媒体形态是我们目前说的新媒体。”“新媒体是在不停的发展

过程中，新媒体这个概念词儿是不变的，但它的内涵是在不停发生变化的。科

学技术，是促使其发展变化中的一种重要原因。”



u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总裁黎瑞刚认为，所谓新媒体，是一种相对的概念，

是对于我们平时见到的报刊、广播、电视等老式媒体后来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

形态，最常见的就是数字媒体和新媒体。新媒体是未来媒体发展的重点，正受

到广泛的关注，其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u 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控股有限企业执行主席吴征认为，新媒体和旧媒体只是

不一样的形式体现同样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媒体和旧媒体在本质上

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u 科技日报社汤东宁副社长认为，新媒体重要是指以网络为主体的传播平台。

u 上海东方宽频总经理张大钟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新媒体（New Media）是一

种宽泛的概念，是运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宽带局域网、无线

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顾客提供信息

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

新媒体是信息科技和媒体产品服务的紧密结合，是媒体传播市场发展的趋势和必然方向。



    本人认为，所谓新媒体，就是以新技术为平台，全方位传播信息，

愈加紧捷、便利传达资讯的公共服务媒体。

    而新媒体又是相对老式媒体而言的，广播相对报纸是新媒体，电视

相对广播又是新媒体。如今手机电视、网络广播、移动电视、IP电视、

网络电视、楼宇电视等在技术上、传播方式上当然又是新媒体。

    新媒体的作用在当今已经充足体现出来。去年元月的南方冰灾，5

月12日汶川地震，新媒体展示了强劲的后劲。仅以汶川地震为例，仅以

中央网络媒体就发稿7万余篇，而老式媒体则只有6万。

   去年10月，在中宣部组织的全国媒体负责人研讨班上出现了新的身

影，那就是各省主流网站负责人，这阐明不用很长时间，新媒体将成为

主流媒体。

由此可见，新媒体的特点是老式媒体所不具有的或只具有了其中一

部分。



第 二 章

新 媒 体 的 特 点



    正如前所叙，新媒体是借助由

文字技术而面世的。由于文字技术

让广电、电信的传播质量发生了深

刻革命。过去的模拟信号，只可以

传播几套最多十几套节目，而数字

技术可以同步传播上百套广电节目，

图像和声音更清晰，可以满足人们

对广播电视节目的更高需求。

1、手段的先进性。 



     新媒体以服务、贴近为标志，所传播的内容立足于平常

生活，就是我们常说的“草根新闻”，即民生新闻。因此，

人们更易接受新媒体。

2、内容的评实性。



     新媒体如手机电视、网络

广播，拥有更广泛的受众。

1999年全国网民才700万，9月，

全国网民达4.2亿，手机顾客全

月已达8亿左右。如此庞大的终

端接受群体，是未来新媒体发

展的方向前景。

 3、受众的广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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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计算机让世界变小了，成了地球村。新媒体可以让自己

的亲人、朋友、同事可以在世界每一种角落同步看到、听到。

 4、交流的世界性。



     我们都但愿在信息时代能互相交流，节目可以点播，可

以随心所欲。新媒体就实现了这一目的。

5、欣赏的互动性。



     新媒体成了新的创业板块，一种

网名可以任其驰骋，不管传信、发照

都可以获利。手机的销售及有关产品，

足可以实现人们的淘金梦。

 6、增值的保有性。



第 三 章

新媒体将带来全新的文化视野



1、传媒的性质由于网络的存在将从“广播”变成“广取”

。

“广播”是指单向播出的旧媒体方式，

“广取”是指顾客有选择的“抓取”或使用网络上的讯息

。

因此，注意力争夺之战将成为未来传媒发展的一种关键。

深受信赖的品牌也会在网络上越来越重要。



2、老式的电视台将遭面临困境，尤其是开路（与闭路相对）

电视台的观众将直线下降。

          据A.C.尼尔森（世界领先的媒体调查企业）记录，

98年第四季度美国电视观众就下降了575万（达9%）。电视台

要想生存下去的话，必须尽快将自己的角色转变为网络上的节

目供应商，新的电视将以数码传播为依托，传播包括图像、文

字、声音在内的多种数据流。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将提供基础设

施、平台与内容的融合。



3、声像、数据产品将不仅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传播，还可以

通过有线卫星网络传播，覆盖面将大为增长，接受成本将大为

减少。高速网络媒体将迅速崛起。



4、内容制作方式将呈两极化发展。

     首先，人们运用个人计算机及有关设备在家庭制作

的内容将越来越多，一种好的新闻工作者本人或一种好

节目自身就也许成为一种频道的名牌。另首先，大的内

容提供商将会涌现出来。伴随媒体渠道的多样化与分散

化，顾客将乐意为好的节目付费——“只有垃圾节目才

是免费的”这一新的概念会形成。媒体产业将同步辞别

暴利时代和免费时代，而走向“微利时代”。



5、旧的广告、入网、节目发行与交易的联盟及分派方式将瓦解。

  大众传媒中那种抽象、空洞、以煽情为主的广告将趋于消失，广

告的针对性、精确性将大为上升。

6、印刷媒体（报纸、杂志）数量越来越少，少数盈利好的报纸、

杂志将跨越地区合并，成为新的集团，以求规模效益。小的印刷

媒体将被互联网挤垮。



7、电视台黄金时段的概念将化为乌有——代之而起的是“我要

看电视的时间就是黄金时间”接受习惯——频道众多，各有专

长，观众按需自选，从而迫使节目素质对应提高。

8、对媒体及新传播方式的投资将空前高涨，传播业占所有国民

经济的比重将大为上升。



9、互联网对世界的记载将多姿多彩，数字时代的记者必须会写综

合报道，能拍摄出令人激动的节目，有杰出的语言能力，能掌握网

页设计及动态双态数字摄影——记者的优劣竞争将越发明显。

10、互联网将安全打破地区国界的限制，实行最初的声音、数据与

静止的图像到质量越来越高的动态画面的跨国界传播，此项技术突

破将完全变化媒体的概念，使网络电视广播超越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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