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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1995年《神州学人》杂志和《中国贸易报》先后开办电子版为发轫，媒体上网逐渐拉开

帷幕。7年来，众多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讯社、出版社演绎了一波又一波、令人眼花

缭乱的上网浪潮。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国内传统媒体已有逾千种(台港澳除外)上了互联

网。其中尤以全国性的报纸和以晚报、晨报、早报等为代表的都市报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以

商报、经贸报、金融报、证券报为主的经济类报纸。许多报纸的网站在一个报纸的域名下，容

纳了两家以上的报纸，这类“报纸联合网站”主要为中央大报(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

青年报等)和地方党委机关报(如解放日报、南方日报、天津日报、浙江日报等)。除了报纸以

外，还有一些通讯社、电视台、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也在网上安了家，如新华社、中新社、中

央电视台、国际广播电台、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等。 

  目前国内传媒上网基本有三种形式：电子版、网络版、综合性网站。电子版，即将报纸的

内容原封不动搬到网上；网络版，除报纸内容外，扩充了服务范围，在新闻的层面上内容有所

扩充；第三种形式则是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网站，新闻来源更广阔，甚至发

布原创的信息。服务范围也更大，体现网络的交互性，并且开展商务活动，程度不同地涉猎

“经营”行为。 

  去年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传媒被视为“最后的暴利”，正越来越热，“媒体上网”仍

持续升温，其影响面之大、引人注目程度，构成互联网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近来还出现了媒

体与企业资本的融合以及跨媒体、传媒引入ERP等传媒新型触网方式。这一切无不昭示中国传

媒已经走进了网络新时代。 

  传媒触网热中冷思考 

  传统媒体上网具有独特的优势：拥有新闻制度所允许的新闻特许权，包括新闻采编权、新

闻发布权等；拥有一支具备专业素质、丰富采编经验的新闻队伍；拥有自己的、富足的新闻信

息源；拥有传统媒体品牌、公信力优势。因而，从正面看，传媒与网络的整合，发挥了原有的

优势，弥补了原先的不足，从而使信息容量更大、速度更快、互动性更强，从某种程度上延伸

了传统媒体的功能、赢得了新的消费群体。但我国传媒上网还存在一些需要克服和改进的问

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观念落后。有些传媒担心把传统媒体上太多的内容放到网上会对传统媒体的经营产生

负面影响，会影响传媒自身的生存。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网络与传媒的互补性还创造了更

多的消费者。据世界报纸协会2001年发表的年度报告《世界新闻趋势》指出，今年约有2/3的

报纸上网，但这都没有影响报纸发行量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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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规模不大。虽然，大大小小的新闻媒体网站现已发展到千余家，但除了像新华网、人

民网等主流媒体网站外，其他大多数还处在“初创”阶段，发展模式也在摸索之中。 

  三是徒有虚名。一些传媒上网的初衷就是盲目的，仿佛人家上了网，我不上就不够时髦，

因而表现在日后的网络应用上，只是把传统媒体的内容完全照搬上网，而很少根据网络信息传

播的特性，利用网络传播的特殊优势，制作出适合网络信息传播规律的有别于母体媒体的信

息，针对网民们的需要开辟网络信息传播的新领域。还有的媒体上网后很少更新，更甚者自从

第一次上网后就从没有更新过。既然如此，何必当初呢？ 

  四是缺乏互动性。目前，国外新闻媒体已经十分娴熟地利用网络的交互功能，普遍建立起

分类聊天室和谈话区，针对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变动的前端征兆，向读者开通各个领域的专家

即时应答热线，在网络上设置各种国内国际热点问题的在线动态调查，与读者展开全方位、全

时段的网上交流。相比之下，目前上网的中国新闻媒体一般还是囿于传统媒体的运作模式，限

于对受众的单向信息传播。 

  五是服务功能单调。目前上网的中国新闻媒体主要还是集中于新闻信息的传播，而较少考

虑利用自己特有的信息资源优势，针对特定的读者群体提供各种信息服务。而发达国家的网络

新闻传播媒体，已经全面开发面对读者的信息服务，从教育到旅游，从购物到娱乐，从天气预

报到征婚觅友，可谓无所不包，极大地满足了读者除对新闻信息以外的其他信息需要。这就把

读者紧紧吸附在新闻媒体身边，为扩散新闻传播的影响力打下深层基础。而这方面的工作，中

国网络新闻媒体还处于起步阶段，有些上网媒体对此工作的重要性还没有充分认识，显示出行

动上的滞后。 

  网络媒体的出现，使原本竞争十分激烈的传媒市场平增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但不管怎样，

竞争的焦点仍然是内容。传媒要构筑网上新优势，还是要靠内容制胜。网络媒体不仅仅享用传

统媒体的新闻资源，它可以加入新闻内容的生产过程。利用网络媒体的互动技术，网民通过论

坛和聊天室扩充新闻单位的信息来源。 

  现在全球公认的互联网经济成功模式只有一种：超级明星经济。“超级明星”就是最好的

内容提供商，市场都知道它能提供我们需要的东西。原来由于渠道不畅通，“超级明星”和市

场接触的渠道太单一，价值得不到最大化的实现；现在传媒上网打通了这些渠道，“超级明

星”就熠熠生辉。因而，传媒要赢利，除了依靠内容(稿件、图片等)赚钱，还有什么比这更有

商业价值的产品呢？ 

  网络媒体无论采取何种形式或载体，它的利润最终同样来自内容——高质量的新闻、信息

和娱乐产品。没有好的内容，要想收费谈何容易。在美国，阅读《华尔街日报》、《纽约时

报》等报纸的网络版是要收费的。但网络版的订费一般比印刷版的低，以吸引更多的读者。我

国网上传媒要在丰富内容和拓展服务功能上下功夫，从而为收费给出一个充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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