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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对新闻媒体而言，信息技术已成为一种无所不在、动荡不居、最富活力的变革因素，它

催生了新媒体，改造着旧媒体，改变了传媒的生态版图，影响着新闻媒体的未来。 

    本次杂谈试图从“生态学”的视角，审视信息技术在传媒演变中的作用，可能是些缪论，

但为活跃本刊的讨论气氛，就不怕显丑了。  

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媒生态园”的版图  

    如果把传媒领域比作一个“传媒生态园”的话，那么，报纸（1615年）、广播（1920年）

及电视（1936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就是这个“传媒生态园”里的三个主流

“物种”，并呈现相对稳定的“三足鼎立”的格局。  

    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媒生态园”的版图。被誉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

捷足先登，新闻网站像雨后春笋般涌现；移动通信紧随其后，被误认为“第五媒体”的手机短

信像春雨那样撒向春意盎然的大地。  

    “新媒体”作为“传媒生态园”里的新成员，是与报纸、广播、电视等“旧媒体”或“传

统媒体”相对而言的。当一种新出现的信息载体，其受众达到一定的数量，这种信息载体就可

以称为“新媒体”。网络媒体、移动媒体等“新媒体”是传统媒体在信息网络时代的延续，其

本质特征是数字媒体。  

新媒体的介入  

激化了“传媒生态园”从未止息的“生存竞争”  

    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网络媒体、移动媒体等新媒体的介入，激化了“传媒生态园”内从

未止息的“生存竞争”，主要表现在：  

    第一，促进了旧媒体的数字化改造，激活了传统媒体内在的活力；  

    第二，催生了新的新闻媒体、新的新闻业务、新的表现形式；  

    第三，加剧了传媒竞争，传统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新媒体与新

媒体之间、国内媒体与国际媒体之间展开了日趋激烈的争夺眼球的较量；  

    第四，迎来了“传媒生态园”一派百花争艳、杂草滋生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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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媒体的生存状态：  

在数字化再造的阵痛中获取新的活力  

    传统传媒走在了十字路口。面对新媒体的挑战，加快数字化改造是它的必然选择，具体途

径有两条：  

    一是“进化”，即保持原有“本性”和特色的前提下，进行信息化建设：紧紧环绕内容创

新、管理创新和体制创新，实现新闻作业流程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张扬其固有的优

势，弥补自身的不足，增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二是“变异”，即扩展新的传媒功能，向其他传统媒体或新媒体渗透：发挥自己的优势和

特长，借助信息网络技术的力量，涉足新领域，创办新业务，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未来的

发展做铺垫。  

    以报纸为例，纸质媒体在做大做强的同时，谨慎地把自己的触角伸向新的领地。它们始终

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自己的“主业”上，通过生产流程和营销手段的数字化，提升报纸的质量，

加快出报的时效，扩大广告的版面，提高经营的效益。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未来的挑战，也在

谨慎地拓展新的领域，探索新的业务，例如，建立新闻网站（绝大多数报社），推出手机短信

服务（部分报社），试办手机报纸（例如妇女报），进军数字电视领域（例如上海文广集

团），如此等等。从发展趋势看，随着数字化、网络化和产业化、集团化的不断深化，平面媒

体终将逐步朝着“立体化”的方向发展。  

新媒体的生存状态：  

在“生存竞争”中寻找自己合适的位置  

    新媒体的前景看好，但路途并不平坦。它们将继续在探索和风险中前行，在“生存竞争”

中寻找自己合适的位置。  

    以门户网站为例，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适应”，即适应不断变化的传媒生态环境：新媒体本身有一个产生、发展、完善的

过程；同时，它们必须在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的双重压力下，不断探索增强适应生存环境能力

的途径。  

    二是“优化”，即不断完善自己的功能：随着技术的持续进步，它们在挑战传统媒体的同

时，也不断受到其他新媒体和新新媒体的挑战，它必须不断地优化自己，将网络等新技术赋予

它们的优势和特色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才能“适者生存”。  

    其实，网络媒体在度过了诞生伊始遭遇的“严冬”之后，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从未止

息过。一些门户网站依托互联网技术，无需记者队伍和原创新闻，只要有一支编辑力量，就可

以整合从传统媒体买来或从网上下载下来的新闻信息和素材，成为吸引众多网民、很有影响力

的新闻和信息平台。但是，随着搜索引擎技术的不断进步，又出现了所谓“搜索引擎新闻服

务”，它比门户网站更高出一筹，连编辑力量也不需要，只要有一个计算机逻辑运算软件，就

能搜索并联接网上重要新闻源当天的新闻报道，分门别类地将这些最新消息的“联接”提供给

广大网民，以此来与门户网站叫板。接下来，肯定还会出现网络媒体新的“变种”，依靠更加

智能的搜索和关联技术，克服“搜索引擎新闻”因机器操作初期带来的质量不高、排列不准、

互相矛盾等缺陷，做得更富个性化、人性化和多媒体化。  

信息技术可视作  

 



引发媒体进化和变异最活跃的基因  

    打一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技术对于传媒，相当于基因对于物种。利用基因，人类可以改

良品种，也可以培育出新的物种；利用技术，人们可以改善传媒，也可以创造出新的传媒。  

    一种新的媒体的诞生总是以技术创新为前导的。1450年德国古登堡在我国毕升发明的活字

印刷术的基础上，创造了金属活版印刷技术，为报纸这个传媒老大的问世准备了物质条件；

500多年后，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为被称作“第四媒体”的互联网的诞生奠定了技术基础。  

    当前，有若干种新技术值得我们关注，比如第三代移动通信（3G）技术，流媒体

（Streaming Media）技术，电子纸（e-paper）技术，搜索引擎（Search engines）技术，数

字电视（SDTV）技术，对等网络（P2P，即Peer to Peer）技术等等，因为它们可能对未来的

新闻媒体产生重要的影响。  

新技术催生新媒体  

取决于科学、经济、安全三个因素  

    利用基因培育出新的物种，必须符合科学、经济和安全三个基本条件，新技术催生新媒体

同样取决于这三个因素：  

    一是科学因素：新技术使原先不可能实现的传播方式现在变得可能了。比如，广播技术使

单向传播成为可能，而网络技术则使双向传播成为可能。  

    二是经济因素：新技术使已经成为可能的传播方式能以更低的交易成本来实现，从而为普

及创造条件。比如，IP技术降低了数据传输的成本，而流媒体技术则降低了视频传输的成

本。  

    三是安全因素：新技术使科学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的传播方式能够得到安全的保障，从而

实现可持续发展。比如，网络安全等技术使网络传输方式不致失控，否则“水能载舟，亦能覆

舟”。  

今天，“融合”是催生  

新媒体、新业务、新形式的主要手段  

    美国时代华纳董事局主席Steve Case曾说过，每个十年都有与之相联系的词，这个词，上

世纪80年代是“个人电脑”；90年代是“互联网”；而接下来的十年（即本世纪的头十年）将

是“融合”。  

    用“融合”的理念思考问题，就可以看到，许多新媒体、新业务、新形式是融合的结果。

例如，手机短信是语音通信与电报通信的融合，数字电视是模拟电视与数据传输的融合，多媒

体是多种单一媒体的融合，如此等等。  

    “融合”类似于植物的“嫁接”、动物的“杂交”。正是这种“融合”的结果，已经产生

并将继续产生许多新的新闻媒体（例如：网络媒体、移动媒体、数字电视等）、新的新闻业务

（例如：新闻网站、新闻博客、搜索引擎新闻、手机短信、彩信MMS、手机报纸、PDA报纸、语

音杂志、手机电视、移动电视、电子纸报纸等）、新的表现形式（例如：图文互动、动漫新

闻、多媒体新闻等）。  



    我们应该研究“融合”、发现“融合”、实践“融合”，促进传媒技术与新闻业务的结

合，促进信息网络产业与文化传媒产业的结合，让为受众喜闻乐见的新媒体、新业务、新形式

不断涌现，让“传媒生态园”的春天更加百花盛开、万紫千红。（作者：孙宝传/中国新闻技

术联合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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