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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媒体的物质特性 、传播特性决定了网络媒体产生后的中国新闻传播业必然

发生深刻的生态变迁 ,传统新闻传播学话语被改写甚至被置换。这主要体现在新闻传播者主

体席位增加与“受众”的消解 , “线性模式”崩溃与“控制研究”式微 ,新闻传播媒体自身形态和外

部环境的变化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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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1995年在中国面世之初 ,很少有人将其与媒体联系起来 ,主要由于网络用户很少 ,网络的新闻

功能也没有得到大规模开发。随着网络新闻传播在中国的迅猛发展 ,将新闻传播和网络平台融合在一

起的网络媒体渐渐凸显在人们的眼前 ,并且很快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

网络媒体的特性与优势 ,对中国传统的新闻传播业和理论产生着重大影响 。

一 、网络媒体的多重特性

海德格尔认为:“在现代技术中隐藏着的力量决定了人与存在着东西的关系。”
[ 1]
(第 18 页)网络媒体

中隐藏的力量便是其具有的与报纸 、广播 、电视等传统媒体大相迥异的多重属性 ,网络媒体的物质特性

规定了网络媒体的传播特性 ,网络媒体的传播特性决定了网络媒体的传播效果 ,网络媒体的自身特性恰

是网络媒体在新闻传播领域生存和壮大的逻辑前提。

(一)网络媒体的物质特性

传播的本质是信息的流动 。信息是构成传播的基本元素 ,信息有“原子”和“比特”之分。美国麻省

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曾指出:“信息社会的基本要素不是原子而是比特” , “信息

高速公路的含义就是以光速在全球传输没有重量的比特”
[ 2]
(第 22 页),比特不仅没有重量 ,而且没有体

积 ,没有颜色 ,没有味道 ,甚至没有形态 。尼古拉·尼葛洛庞帝甚至把比特比作人体内的 DNA ,是信息的

最小单位 。简而言之 , 网络媒体的传播原理是借助对数字 “ 0”和 “ 1”压缩(Compress)和解压

(Decompress),亦即编码(Encode)和解码(Decode)的过程 。网络媒体的终级物质特性是数字“0”和“1”

及其被规定了的有明确指义的序列 。“比特会毫不费力地相互混合 ,可以同时或分别地被重复使用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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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图像和数据的混合被称作`多媒体' (Mult imedia),但实际上不过是指混合的比特罢了。”
[ 2]
(第 25 页)

(二)网络媒体的传播特性

关于网络媒体的传播特性 ,就其与传统媒体比较 ,最突出的有以下三点:

1.交互性 。这种传播特征指网络传播是一种传者与受众双向的互动模式 。尼古拉·尼葛洛庞帝在

《数字化生存》中用了两个生动的词汇 Pushing(推)和 Pulling(拉),将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受众接受新

闻的被动和主动的行为分野开来。网络媒体的交互性使传播媒介演进了几千年的传播模式终于实现了

质的飞跃 ,使人类梦寐以求的“对等”传播的梦想得以实现 ,传者与受众 、传者与传者 、受众与受众得以在

同一维度上展开高速度 、深层次 、全方位的沟通与交流 。人类社会的传播实现了在更高层次上的“重新

部落化”和“重新人际化” 。

2.兼容性 。麦克卢汉说:“任何一种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 。”
[ 3]
(第 34 页)网络媒体是报纸 、广

播 、电视等传统媒体的集大成者 ,报纸 、广播 、电视分别以文字 、声频 、视频传播见长 ,网络媒体作为“媒体

大融炉” ,将传统媒体的各种相对优势化合成一体 ,可以传播文字 、声音 、图片 、影像等各种符号 。随着高

速宽带网 、数据压缩技术的日渐成熟和普遍应用 ,网络媒体集大成的优势日益凸显出来。网络媒体的兼

容性传播特征增加了受众选择媒体的自由度 。

3.超时空性。网络媒体打破了传播领域的空间限制 ,在赛伯空间(CyberSpace)里 ,天下一网 ,全球

一村 ,有形的国家和地域的边界被模糊乃至消失 , “我们 ———他们” , “本土 ———异邦” , “民族性———世界

性”等对应范畴的内涵受冲击以至消解 。同样 ,网络媒体改写了传播领域的时间观念 ,报纸常以“天”作

为新闻时间界限 ,广播电视习惯以“小时”作为新闻时间界限 ,网络媒体则以“秒”作为新闻时间界限 ,

“Now to Now”新闻传播成为现实 。

二 、网络后传播时代中国新闻传播生态变迁

虽然法国文化学者阿芒·马特拉声称“技术逻辑服从于社会和历史的逻辑” , “技术本身并不能改变

历史的逻辑”
[ 4]
(第 4 页),但是 , “媒介即信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不难发现网络媒体明显的特性与

优势 ,不仅对传统媒体形成冲击 ,而且颠覆着现代新闻传播的模式与某些规则 ,改写甚至置换新闻传播

的理论话语 ,使整个中国新闻传播业生态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一)新闻传播者主体席位增加与“受众”的消解

在传统的新闻传播体系中 ,新闻传播者即传播主体既可指媒介组织如报社 、电台 、电视台乃至媒介

组织后面的特定利益集团 ,如政党 、协会等 ,也可指特定的个人如记者 、编辑 、主持人等。不过 ,这里的记

者等特定个人与媒介组织具有一体化的特点 ,“这些各个的传播者和他们在这个机构的传播网合成一个

有效运转着的单一整体 ,它把各个人的个性都淹没在整个组织的个性之中”
[ 5]
(第 165页) 。

网络传播介入新闻传播业 ,除了传统媒体所办的网站 ,如人民网 、新华网 、央视网等之外 ,主要藉由

两种形式 ,一种是网络原生网站 ,以新浪 、搜狐等从事综合性新闻传播的门户网站的新闻频道为代表;另

一种是整合传统媒体人力资源 ,引入 I T 运营机制的新新闻媒体 ,以千龙新闻网 、东方网为代表 。网络

媒体在对于新闻传播角色认同和积极尝试中 ,在与 IT 的结合中 ,已经在新闻传播领域中分割了一席之

地。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02年 1月发布的调查报告统计显示 , 3 370万上网用户网上获取的信

息量中新闻占 74%。不仅网络媒体入主新闻传播主体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网络将传统传播者的性质

加以改写 。网络既作为新的新闻传播媒体(除传统媒体所办的网站外),但又不是传统的媒介组织 ,它没

有统一的意志支配其传播行为;普通网民都可在网上发布信息 ,而且这些发布信息的网民又是作为独立

的个体而存在的 。于是 ,与其说网络媒体是新闻传播者 ,还不如说它是一个为众多新闻传播主体发布的

信息平台更为贴切。

在传统的新闻传播体系中 ,传播者由于处于线性传播模式的首端 ,在新闻信息传播运作中居于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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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 ,是特权的拥有者 ,对新闻信息的内容 、流向 、流量甚至受众的反应起着控制作用。有鉴于此 ,传

播者才作为信息的把关人而存在 ,对传播者的研究也就成为传统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中心 。可以说 ,传统

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大体都是围绕传播者通过什么样的传播媒体 ,向受传者传播什么样的内容 ,收到什么

样的效果这样的研究范式来展开的 。在网络媒体中 ,由于交互传播方式的存在 ,由于信息对称性分布 ,

传播者和受传者的界限被无情地打破了 ,传播者和受传者是两个平权的主体 ,传播者和受传者甚至可以

进行意义置换 ,受传者可以成为新闻信息的传播者 ,传播者也可以成为新闻信息的接收者 。从理论上

说 ,每个人几乎都有可能成为传播者。与此同时 ,每个人又都有可能成为受传者 。传播组织和个人的区

别被缩小甚至消除 ,传播者的强大和受传者的弱小之间形成的巨大的反差趋于消失 。网络媒体将传播

者的“把关人”角色最终改写成“资讯人” 、“导航员” ,使传统的传播者的性质 、内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大众传播中的“受众”(Audience)一词的自在之意规定了新闻传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单向度的线性

关系 。在人类社会新闻传播历史上 ,从烽火台到莫尔斯代码 ,从无线广播到有线电视 ,受众始终处于“你

登我读” 、“你说我听” 、“你播我看”的被动地位 。在传统的新闻传播学理论中 ,受众总是作为与传者相对

立的矛盾的一方而存在的 。近些年来 ,虽然也强调受众具备主动性的一面 ,但这种主动性只是在传播者

权力范围内的“主动” ,是受制于传者的“主动” 。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早在 1974年就

断言:“在转瞬之间 ,受众就自我转化为施动者 、观众成为参与者”
[ 6]
(第 57 页),网络实现了马歇尔·麦克

卢汉的预言。在网络媒体中 ,受众从新闻被动接受者转向了新闻主动选择者 , “受众”变成了“收众” 。尼

古拉 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用的两个生动词汇“Pushing”(推)和“Pulling”(拉)赋予了受众主动

选择的形象阐释 。受众不仅可以对网络媒体传播的内容进行选择 ,而且可以对网络媒体传播的形式进

行选择;不仅可以对网络媒体的传播时间进行选择 ,而且可以对网络媒体的传播顺序进行选择 。更有甚

者 ,如上所述 ,受众融合传者功能 ,不仅能“拉”而且还能“传” 。在传统的新闻传播理论中 ,受众是一个固

定的集合体 ,是基于某种传统媒体的受动的一群 ,而网络媒体的“受众”更多的是“个人”的相加 。有鉴于

此 ,对受众的研究应该让位于对信息施动者的研究 ,或者说是对“网民”“用户”的研究。在港台地区 ,人

们称新闻传播业的对象是 “阅听人” ,虽然“阅听人”相对于“受众”而言避免了被动的含义 ,但将“阅听

人”用于网络仍不是很合适。

(二)“线性模式”崩溃与“控制研究”式微

传统媒体一个重要特征是其制作和传播的线性模式。传统媒体的线性制作模式是指记者和编辑通

过对所采集的大量新闻素材(文字 、图片 、声音和影像等)进行处理 ,从中选出新闻报道所需要的内容 ,按

照一定的顺序组合成新闻成品的方式。由于印刷技术和电子模拟技术的局限性 ,由于原子介质自身容

量的有限性 ,对新闻作品每一次内容的调整都会受到严格地限制 。

网络媒体一个重要特征是非线性化制作 。网络媒体较传统媒体在制作上一个显著区别是将报纸 、

广播 、电视的文字 、图片 、声音 、影像等不同的传播元素有机的统一起来 ,并可以在不改动其他元素的形

态和内容的情况下直观快捷地进行重组(包括增加 、删节或补充);在制作过程中与事件现场 、其他媒体

和受众保持实时互动;网络媒体较传统媒体的另一个显著创意是超文本链接的实现 。网络媒体的页面

极具空间感 ,所有的功能和项目都平列在上面 ,是信息的信息 ,是信息的目录树 ,较之传统媒体的重要标

题和节目预告 ,更能为受众所接受和把握 ,而由此生发开来的链接 ,既可以使受众进行新闻信息的横向

扩充 ,又可以使受众进行新闻信息的纵向探询 ,不同的传播符号之间可以互为印证和互为索引 。不同兴

趣和特质的受众由此打开了一扇扇不同的新闻信息大门 ,进行新闻信息自我构造。

网络媒体既可以实现面对面传播 ,又可以实现点对点传播和点对面传播 。网络传播将人际传播和

大众传播融为一体 ,网络传播融合了大众传播(单向)和人际传播(双向)的信息传播特征 。在传统的“沙

漏式”传播模式下 ,记者和编辑站在信息流通的门区 ,控制着新闻信息的生产与传播 ,决定着从四面八方

涌来的新闻的命运;在互联网上形成的“网结式”传播模式下 ,任何一个“网结”都能够生产 、发布信息 ,所

有“网结”生产 、发布的信息都能够以非线性方式随机流入网络之中 。网络媒体的物质特性和传播特性

637　第 5 期 宋玲玲等:论网络时代中国新闻传播业的生态变迁



带来了网络传播内容的的无限性 、物质载体的无形性 、路径的多样性 、传播者的匿名性 ,这些特点导致网

络媒体对受众的舆论引导力日趋削弱 ,不仅使传统新闻理论中的“魔弹论”失去魔力 ,而且“沉默的螺旋”

效应也日趋式微 。由“沙漏式”到“网结式”传 播结 构的 变迁 ,使 传 播者 的 “把 关人 ”权 威失 落 ,也 使人 们对

新闻 传播 的控制 难于 实现 。

因传统 的新 闻传 播的 线性 传播 模式 ,决 定 传统 新 闻传 播 学极 为 注重 新 闻 传 播的 “控制 研 究 ” 。这 种

“控制 研究 ”即考 察和 分析 各种 制度 和制 度因 素在 新闻 传播 活动 中的 作用 。中国 传统 的新 闻传 播媒 体是

特许行 业 , 官 方 通过 分层 传播 、市场 准入 、新闻 检查 等 措施 实 现对 新 闻 媒体 的 控 制 。国 家和 政 府 通过 规

定大 众传 播体制 ,制 定有 关法 律 、法 规和 政策 ,分 配 传播 资源 等等 来保 障媒 体活 动为 国家 制度 、意识 形态

以及 各种 国家目 标的 实现 服务 。网 络传 播的 特性 使控 制研 究失 去了 现实基 础 。

(三)新闻传 播媒 体形 态嬗 变

美国 著名传 播学 者罗 杰·菲德 勒曾 指出 :“传播 媒 介的 形 态变 化 , 通 常 是由 于 可 感知 的 需 要 、竞争 和

政治 压力 ,以 及 社会 和技 术革 新的 复杂 相互作 用引 起 的 ” ,“通 过 研究 作 为 一个 整 体 的传 播 系 统 , 我 们 将

看到 新媒 介并不 是自 发地 和独 立地 产生 的 ———它 们从 旧媒 介的 形态 变化中 逐渐 产生 的 。当比 较新 的传

媒形 式出 现时 , 比 较 旧的 形式 通常 不会 死亡 ———它 们会 继续 演进 和适 应 。”
[ 7]
(第 19 页)

网 络 传 播 背 景 下 的 传 统 媒 体 , 为 了 在数字 化 、网络 化 、信 息化 时代 得到 更好 地生 存和 发展 ,一 方 面纷

纷开设 了自 己的 网站 ,抢 滩 网络 新闻 传播 市 场 。根 据 有关 部 门 的 统计 ,全 国 2 000多家传统媒体中 , 有

700多家建成了具有独立域名的网站;另 一方 面 结 合 自 身 的 媒体 特 质 , 重 新 思 考 和调 整 自 身 的 发 展 路

向 ,不 遗余 力地 进行 体制 、内容 和形 式等 诸多 方面 的改 造 。如 传 统媒 体 历 来强 调 新 闻的 时 效 性 , 但 传 统

媒体 的时 效性远 不如 网络 ,后 者可 实现 所谓 “全时 性 ”(全 天 候向 度 、全历 史 向 度 、全过 程 向 度)的 新闻 传

播 。这 就逼 迫传 统媒 体以 深度 分析 取胜 ,从 而 后发 制 人 。传统 媒 体历 来 强 调 在有 限 的 容量 中 提 供尽 可

能大 的信 息量 , 但 传 统媒 体却 无法 与网 络信息 的 “海量 ”相 竞 争 , 于 是 只 能 加强 信 息 集成 版 面 的功 能 ,且

注重 所提 供的信 息的 特色 。传 统媒 体历 来重 视指 导作 用的 发挥 ,在 网 络媒 体的 冲击 下 ,不 得不 转而 重视

其服 务功 能 ,力 图通 过服 务以 实现 其指 导 。在 网络 媒体 的促 动下 ,传 统媒体 改变 昔日 “无 回应 ”的传 播态

度 ,强 调传 播方 式的 互动 性 ,如 广播 电视 的实 时新 闻栏 目的 开设 、谈话 及听 众热 线类 节目 的盛 行等 ,使 新

闻传 播与 受众的 亲和 力实 现了 质的 飞跃 。如 此一 来 ,恰 如另 一位 美国 传播 学者 杰克·富勒 所断 言 :“每一

种媒 介都 有自身 的优 势与 劣势 ,它 也会 将这些 强加 在所 携带 的讯 息上 。新 媒介 通常 并不 会消 灭旧 媒介 ,

他 们 只是 将旧媒 介推 到它 们具 有相 对 优 势的 领 域 。”
[ 8]
(第 244 页)网 络 的 出 现 , 一 方 面强 化 了 报 纸 、广 播 、

电视 等传 统媒体 自身 的特 点和 优势 ,另 一方面 又促 使传 统媒 体在 与网 络媒 体实 现叠 加式 发展 的过 程中 ,

出 现了 趋同 化倾 向 , 你 中 有我 , 我 中 有 你 的 格 局已 经 形 成 ,传 统 媒 体 之 间泾 渭 分 明 的 界 限 在渐 趋 模 糊 。

马歇 尔·麦 克卢 汉的 “混合 能量 ”念 指出 :“媒介 杂交 释放 出新 的力 量和 能量 ,正 如 原子 裂变 和聚 变要 释放

巨大的 核能 一样 。”
[ 3]
(第 82页)网 络 媒 体 与 传 统 媒 体 就 是 处 在 这 种 “融 合 ”当 中 ,一 方 面 网络 媒 体 与传 统

媒体 存在 手段上 的交 叉性 ,如 数字 化制 作方式 为网 络媒 体和 传统 媒体 所共 同青 睐 ;另 一方 面网 络媒 体与

传统 媒体 可以相 互取 长补 短 , 如 传 统媒 体的公 信力 同网 络媒 体的 互动 性之 间就 有很 大的 互补 空间 。

(四)新闻传 播环 境开 放透 明

中国 社科院 网络 与数 字传 媒研 究室 主任 闵大 洪研 究员 认 为 , 中 国 新 媒 体 时代 的 起 步和 发 展 是与 中

国改 革开 放的社 会大 变动 同步 的 。中国 的社 会变 革为 新媒 体的 发展 提供了 开放 环境 、市 场环 境 、国 民购

买及使 用新 媒体 的经 济实 力 。中国 网络 媒体 的成 长依 赖 于新 时 期 比较 开 放 的社 会 环 境 。同 样 , 网 络 传

播促使 中国 新闻 传播 业的 开放 度和 透明 度进 一步 加大 ,网 络 交互 性 、兼 容 性 、超时 空 的 传播 特 征 对传 统

媒体 所依 赖的单 向的 、封 闭的 、时滞 的传 播环 境形 成了 巨大 的冲 击 。网络媒 体在 传播 方面 带来 的一 个重

大变 化是 使信息 的自 由流 通达 到前 所未 有的 地步 ,而 新 闻传 播的 本质 就是 信息 的流 动 。

网络 媒体可 以是 组织 的 , 也 可 以是 个人的 ;可 以是 公开 的 ,也 可 以是 隐 蔽 的 ;可 以是 负 责 任的 ,也 可

以是不 负责 任 ;可以 是专 业的 , 也 可 以是 非专 业的 ,网 络 媒 体 的这 些 特质 导 致 中国 新 闻 传播 业 的 特别 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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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网络 时空 里新 闻传 播信 源无 穷无 尽 ,新 闻传 播渠 道五 花八 门 ,新 闻传 播信

息无处 不在 ,受 众对 新闻 传播的 内容 和形 式的 主动 选 择权 增 大 , 他 们 更 多 的是 通 过 各种 非 官 方的 、国 际

的 、非 主流 的 、个 体的 各类 新旧 媒体 来获 取新 闻和 信息 。报 纸 、广 播 、电视等 官方 主流 的新 闻媒 体对 新闻

的控 制和 过滤显 得无 足轻 重或 力不 从心 ,为 了 更好 的生 存和 发展 ,为 了能在 国际 新闻 传播 市场 占有 一席

之地 ,不 得 不摈 弃多 年形 成的 僵化 宣传 话语体 系和 过时 的新 闻报 道定 式 ,对 新闻 的选 择和 处理 采取 更为

开放 和务 实的态 度 , 除 了 涉及 国家 安全 、集体 机密 、个人 隐私 等特 殊的 内容 外 ,传 统媒 体尽 可能 完整 地向

受众 提供 他们所 关切 的现 实中 的新 闻信 息 ,揭 示新 闻真 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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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aterialistic character and the nature of t ransmission of the cyber media have

determined the profound ecological changes Chinese new media since the emergence of cyber media.The

discourse of t raditional new media have been rew rit ten and even taken place , which has been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increase of number in the main body of new media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Audience” , in

the breakdown of “ linear model” and the decline of “ cybernetic research” , as w ell as the changes of the

morphology of new media and its outside envi 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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