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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媒体大融合对传统电视业的影响 2005-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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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0年2月1日结束的第30届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上，有关因特网未来的话题格外引人注目，世界经济论坛的

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在开幕辞中强调：“我们必须注意两股将要决定以后发展方向的基本力量：因特网革命和基因革

命。”在大会的最后一天，组委会特地组织了一场有关因特网前景的三方辩论，辩论三方皆为媒体和网络业巨头，他们

分别是前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维亚康母公司首席执行官雷石东和美国在线公司总裁凯斯。另外，大会几乎每天都

举办诸如“十个网站将改变世界”等内容的专题研讨会。事实上，因特网正在改变整个世界，正在形成一个前途无量的

新兴产业，正在影响大众传媒的发展方向，因此，几乎有关因特网未来的大会、小会都场场爆满，与会代表不仅有政治

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跨国公司总裁，还包括世界主要媒体的巨头。在适者生存，赢家通吃的市场竞争法则面前，

作为信息产业的主要代表，因特网。电视、广播、报纸（分别为第4、3、2、1代媒体）等传媒毫无选择地走上了一条

大融合之路，并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那么，这种被誉为“四世同堂”式的新旧媒体大融合将给传统电

视业带来哪些影响呢？显然大融合对传统电视业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笔者拟围绕网络和电视的联姻（西方通讯社、

广播公司一般都拥有三种以上的现代媒体）展开讨论。 

第一，新旧媒体大融合将影响传统电视业的资源配置。2000年1月10日，网络业巨头美国在线公司（AOL）在纽约宣

布收购全球最大的媒体娱乐企业时代华纳公司。但此次收购最令人震动的不是它那创记录的1840亿美元的交易金额，

而是它所展现出来的业界发展趋势，即集网络、报刊、影视娱乐、卡通等诸多业务于一身的“全媒体恐龙”浮出水面。

用户只要进入AOL，就可以享受到几乎所有的信息和娱乐服务。据报道，AOL主要看中了华纳的两个东西，一个是宽带

网，另一个是内容资源。AOL是最大的网络服务商，而时代华纳的有线电视网络是最好的宽带网。 尤其是CNN有五分

之一的美国家庭收看，在全球的观众更高达10亿，用它来进行卫星多点传输、传输有线电视、点播节目和上网都是很

充裕的。此外，时代华纳所拥有的一系列全球著名媒体诸如《时代》周刊、《人物》杂志、CNN、华纳兄弟影业公司

和华纳音乐公司等还可以为AOL提供源源不断的网上内容，从而为AOL的市场扩张提供强大的推动力量。维亚康母公司

首席执行官雷石东先生也认为，美国在线公司和时代华纳公司的并购交易充分说明，内容资源是核心。 

从媒体的发展历史来看，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是对已有传媒的整合与延伸。作为一种新兴大众媒体，网络所具有的全

球传播、信息丰富、迅速及时、形态多样、自由和交互的特征，没有任何一种传统媒体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相反，网络

则可以囊括以往大众媒体的一切表现形态和特点，又弥补了传统大众传媒反馈间接、零散、迟缓的不足。有人曾这样形

象地描述网络：它集信用卡、支票本、通讯录、记事本、书籍、收音机、电视机、传真机等一切需要与外界联系的东西

于一身，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按动键盘。 

近年来西方并购风潮遍及电视业和网络业，正是由于网络的诸多优势，因此互相渗透融合的步伐也日益加快，它给传统

电视业发出的直接警示是：资源配置必须合理，竞争规模必须庞大，否则就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找到立足之地。 

第二，新旧媒体大融合将改变传统电视业的传播方式。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尼葛洛庞蒂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曾经预

言，“大多数电视节目，除了体育赛事和选举结果之外，都不需要实时播出，这意味着，我们在收看大多数电视节目

时，就好像把资料下载到电脑中一样，收看的方式不受比特转换速度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一旦比特已输入机器中，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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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依照比特在传输时的顺序来观看节目。突然之间，电视变成了一种可以随机获取的媒体，更像是一本书或一张报

纸，可以浏览，可以调整，不再局限于某一时间或日期，也不受传送耗时的限制。 

尼葛洛庞蒂的预言正在变为现实，通过国际互联网，受众就有机会收阅世界上一切上网的报刊和电视台的新闻。电视节

目通过网络走进家庭，没有顺序和时间的限制，也没有可视信息量的限制，只要时间允许，受众就可一直在网上冲浪。

受众还可与新闻机构的采编人员和其他受众进行交流，以便把单向传播变为双向乃至多向交流。对于部分有特殊兴趣的

受众，他们还可以成为新闻提供者，也就是说，每个受众都可能成为新闻报道者，把自己所看、所听、所想输入网内，

传遍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报道纯属个人行为，这是一个既令人鼓舞、又让人担忧的现实，它要求人类必须具有良

好的道德规范才能适应网络新闻时代的信息释放，否则新的污染Web Pollution（网络污染）将会出现，新的职业

Web Pollice（网络警察）、新的节目WebDAY（国际网络日）也将应运而生。 

第三，新旧媒体大融合将造成传统电视媒体的经济分流。早在30年前，加拿大的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就一针见血地

指出，电视台实际上是在不动声色地租用我们的眼睛和耳朵做市场。就全球范围而言，广告是电视传媒的主要收入来

源。而目前这一收入来源正陷入低谷，究其原因，主要因为电视节目收视率的下降，而网络的冲出又是电视节目收视率

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客观上讲，电视和网络的受众群在人群上存在着很大的重叠，随着网络的普及，受众不得不在主

动上网和被动收视之间游离，在信息的无限漫游和有限选择之间游离。也就是说，如果受众增加了上网的时间，即意味

着减少了收看电视的时间。就两者相比而言，时间优势更站在网站一边，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扩张，将带走大批素质高

的具有一定投资能力和商业决策能力的电视观众。由Forrest Research公司在1997年10月所做的一项报告指出，有

78%的受访人员表示，他们是以牺牲看电视的时间来和电脑打交道的。另据1999年2月1日出版的一份权威杂志报

道，1998年NBC（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节目的收视率下降了8%；ABC（美国广播公司）的同类节目下降了

3%；只有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基本持平。个中缘由，不言自明。 事实上，不少人正在离开电视屏幕而坐到电

脑屏幕前，正如专业人士所形容的那样，这是一场“眼球”之争，而“眼球”之争的背后，当然是经济的分流。 

第四，新旧媒体大融合将影响传统电视业的品牌战略。媒体是一个利润丰厚的产业，电视节目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

随着新旧媒体的大融合，传统电视业受冲击的力度将会越来越大。电视媒体上网后就意味着纳入了国际互联网竞争的大

系统，任何机构、团体乃至个人都可以利用国际互联网的技术和功能，在网络的汪洋大海遨游。然而，市场竞争不同情

弱者，网站的诞生和消失是寻常之事，如果不能在众多网站中脱颖而出，如果创造不出独特的国际知名品牌，就无异于

死亡。在市场战略上，电视产品与其他产品毫无一致，要想赢得竞争优势，就必须实施品牌战略，并拓展知名品牌价

值，必须追求市场占有率（收视率）和市场美誉度。在这方面美国的电视同行已先行一步，他们的做法值得借鉴：CBS

已推出《六十分钟》II、美国广播公司的《20／20》栏目已从原来的每周两期扩至每周五期。 

面对竞争传统电视业如何应对呢？对传统电视业而言，并非因“全媒体恐龙”的出现以及因特网的兴起就只能接受淘汰

的命运，正如广播不能取代报纸，电视不能取代广播一样。但电视业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四个“S”，即

strategy、structure、 system、 staff（战略、结构、机制、人员）。 

在战略方面：前面提到的“资源配置”、“传播方式”、“财富分流”、“品牌定位”其实都属于战略范畴，积极应对

的战略是多元的、动态的，时下“借势造势”可能更值得重视。网络和电视这两种新旧传媒完全可以相互融合，优势互

补。网络可以借助电视传播界面，电视可以借助网络进行网上再传播，两者之间的联姻已成天下大势。因此，电视媒体

在网络时代并非无所作为，但最根本的应对之策将是争抢先机，在网络中全面注入电视“基因”。就目前而言，传统电

视媒体的优势并未丧失多少。因特网的兴起反而为传统电视媒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以充分利用的理想技术平台。因

此，对传统电视业来说，因特网是挑战，也是机遇。 

在结构方面：“全媒体恐龙”浮出水面意味着传统电视业在竞争中将腹背受敌。而在市场竞争中，投入产出比是一个至

关重要的参照值，也就是说，谁能实现低投入高产出，谁就可能赢得市场竞争主动权。这一切又都决定于产业结构是否

优化。据统计，我国目前的电视台已发展到3000家左右（含有线台和教育台），如此庞大的电视产业规模实属世界罕

见。而任何产业都必须按市场规律办事，否则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低效运转、惨淡经营的恶性循环。目前，我国的一些地

方电视台已经出现入不敷出，负债经营的局面，如果不尽快结束各自为政、小而全的分散格局，不尽快组建新旧媒体大

融合的媒体联合舰队，其结果只能是被淘汰出局。 

在机制方面：目前我国的传播业已经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新时代。但无论如何，“两手都要硬”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宗

旨，计划和市场并重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目前，我国的媒介经营权已经有所松动，媒介整合不但可在本行业之间进行，

   



也可在相关领域立体扩张，这为我国电视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但如何在保存原有的党和政府的喉舌功能的条件

下，通过新的机制盘活现有资源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现代化大生产要求我们必须按市场规律办事。值得欣慰的

是，“制播分离”等已为一些电视台所重视，并被提到议事日程。它标志着我国的媒体产业将迎来一个大发展的崭新时

代。 

在人员方面：目前，电视媒体已经发展到一个智力竞争的时代，如何盘活智力资本在当今的媒体竞争中显得尤为重要。

虽然因特网的兴起给电视从业人员带来了竞争压力、生存压力。但电视产品终究主要靠人脑创意，因特网只不过是传播

手段而已。然而减员增效将是电视产业发展的一大趋势，CBS的著名新闻主播现年68岁的丹·拉瑟目前正同时承担三份

工作就是一个例证。而目前我国电视界普通运用的“人海战术”可能很难持久。人力成本居高不下意味着在市场竞争中

只能“背着镣铐跳舞”。 

结束语：目前我国的电视业正处于一个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之中。但媒体整合无疑是条不可逾越的必由之路，因为

“无论是从强化宣传效果的角度考虑，还是发展信息产业经济的需要，抑或是国际电视业竞争的角度，中国电视业都应

在保存原有的党和政府的喉舌功能的条件下，进行一次产业大整合，即通过资本运营和资产重组策略，打破条块分割和

地方保护主义，对现有电视资源进行水平、垂直、交叉和异地整合，产生一批上规模、上档次、竞争力强的媒体产业联

合舰队，或许这是中国电视业走向新的繁荣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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