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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内容的聚合与开发：网络媒体内容生产的技术关键 

 

在传统媒体正在热议“冷冬说”的时候，在传统媒体正在忧虑网络媒体对自己的受众与广告市场“双重分

割”的时候，网络媒体的危机感其实一点也不亚于传统媒体。 
2005年11月1日，“2005年中国都市报研究会总编辑年会”发表了《南京宣言》。《宣言》称，作为全国都市

报总编辑年会的一项共识，他们将不再容忍商业网站无偿使用报纸的新闻及其他内容产品，号召“全国报界应当

联合起来，积极运用法律武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改变新闻产品被商业网站无偿或廉价使

用的现状”。 
也许，《南京宣言》未必能够对于网络的运营产生即刻的影响，但它的确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网络媒体在

内容获得方面吃传统媒体的“免费大餐”的时限已经时日无多，网络媒体的盈利模式的问题又一次成为人们不得

不面对的重大课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问题。 
所谓核心竞争力，就是指别人拿不走、学不去的、专属于自己的那种产业竞争能力。它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内

涵：一是指不同媒体之间的、专属于某一类媒体的“类属”性质的核心竞争力；二是指同一类别的媒体内，不同

媒体之间的、专属于某一个媒体的“个体”性质的核心竞争力。这里我们讨论的其实是“类属”性质的核心竞争

力。那么，这种核心竞争力无疑是建立在某一类媒体的技术可能性的基础之上的。更确切地说，这种核心竞争力

的大小是与这类媒体对于自己所属媒体的技术可能性的开发程度成正相关的——对于自身所属媒体的技术可能性

利用得越充分，该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就越大，别种媒体就越难对自己形成竞争压力。相反，如果你所使用的是别

的媒体所专属的核心竞争力，那么，迟早是要遇到生存危机的。 
目前网络媒体所遇到的危机正在于此。网络媒体的第一代盈利模式是以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为代表的。尽

管它利用了网络的海量存储、超链接、多媒体表达以及一定程度的互动等属于网络媒体的专属技术，但是在内容

的原创方面却严重依赖传统媒体，海量内容的获得是建立在吃传统媒体“免费大餐”的基础之上的，一旦传统媒

体开始主张自己的权利，要求网络按照著作权的要求普遍付费的时候，这种盈利模式就走到了尽头了——因为网

络媒体的优势在于海量信息，而这种海量信息如果按照传统媒体的方式来生产或获得的话，无论是自己生产还是

购买别人的，从经济上看都是无法实现收大于支的。 
以Google和百度为代表的是网络的第二代盈利模式。它们的“产品”除了拥有门户网站的技术特性外，还利

用了网络的智能化的搜索技术，不但使内容的呈现进一步摆脱了传统媒体式的“把关”方式，实现了智能化基础

上的内容生产的“自动化”，并且成功地摆脱了门户网站对于传统媒体内容利用的侵权问题。它的“竞价排名”

的盈利方式是门户网站所不具备的——显然它在利用网络的技术可能性方面比门户网站更进了一步。但是，

Google和百度为代表的是网络的第二代盈利模式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内容的原创问题，没有自己的原创内容，这种

生存模式无论如何都是跛脚的和被动的。但问题是，网络媒体的原创内容应该如何而来呢？照搬传统媒体的生产

模式显然是不行的——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没有利用网络的技术特性而生产。 
那么，按照网络的技术特性来进行的内容生产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维基百科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发。维

基百科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百科全书的百科全书。它的做法是，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为某个辞条下定

义，做出自己的诠释。谁的诠释放在前或者后，全看该诠释是否为人们所认同（表现为“顶”，或者援引率

等）。这样，这个辞典就至少具有了传统辞典所没有的这样两条优点：一是它最大限度地挖掘了人类社会的智力

资源——无论是谁，只要他有自己的见解，哪怕他在任何方面不是权威，但只要他在这个特定的辞条的诠释上术

有专攻，就可以将自己的智慧表现在大众面前，这是传统的辞条编撰方式所根本不具备的；二是它是“活”的—

—依照人们的认同和支持度来动态地调整各种诠释的排列顺序，不会埋没任何一种真知灼见——即使人们一时

“眼拙”，没有发现某一诠释的精妙之处，但假以时日，是真金总是会发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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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受到的启发是，如果我们善加利用网络的这一利用民间的智力和内容原创能力的技术特性，就会

形成专属于自己的内容生产方式，这就是全民DIY。 
DIY是什么？DIY是“Do It Yourself” 的英文缩写。最初兴起于电脑的拼装，逐渐演绎成为一种流行生活方

式。简单来说，DIY就是自己动手制作，没有专业资质的限制，想做就做，每个人都可以利用DIY做出一份表达自

我的“产品”来。而所谓基于网络的内容生产DIY，其实就是全民出版、全民传播的意思，它是一种全新的内容生

产与消费的生产理念与消费模式。 
DIY是大众文化崛起时代的产物，也是在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得以实现的一种内容生产方式。这种内容生产方式

只属于网络媒体，因此，它是网络媒体的核心竞争力之所在。博客、播客的勃兴为我们提供了这一生产方式的良

好的社会基础，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将博客、播客的那种为自我的生产和创作通过一个“聚合—利用”的接口，

将其引导到为社会的生产的轨道上来——而这便是这种生产模式的技术关键。 
事实上，在现实的网络世界中，那些为我们所关注和议论的、已经显露头角的那些内容，只是巨量、杂芜的网络

内容的“冰山一角”，而网络的决定性的价值却在于那些巨量、杂芜、价值意义模糊的“微内容”本身。不理解

“微内容”，就无法深刻把握网络的真正价值，而对于“微内容”的有效“聚合——使用”则是网络内容生产的

技术关键。什么是“微内容”呢？ 
微内容（microcontent），是相对于我们在传统媒介中所熟悉的大制作、重要内容（macrocontent）而言的。

学者Cmswiki对微内容的最新定义是这样：“最小的独立的内容数据，如一个简单的链接，一篇网志，一张图片，

音频，视频，一个关于作者、标题的元数据，E－mail的主题，RSS的内容列表等等。”也就是说互联网用户所生

产的任何数据，都可以被称作微内容。比如Blog中的一篇网志；Amzon中的一则读者评价；Wiki中的一个条目的修

改，Flickr中的一张照片；Del.icio.us中的每一个收藏的网址；小到一句话，大到几百字，音频文件、视频文件，甚

至过客用户的每一次支持或反对的点击，都是微内容。这些零星散乱的数据众沙成塔，成为网络神奇力量真正来

源。 
问题在于，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微内容就存在，但那时只是作为私内容而存在。让我们来设想一下：没有维

基百科（Wikipedia），人们对于百科全书的修改，只能作为私人藏书中文字批注；没有博客（Blog），人们的每天

记下的文字、图片或者音视频内容，只是个人的日记、相册或磁带、光碟，只是尘封于密室中的记忆。让这些私

内容真正进入公共话语空间，是互联网所具有的互连互通、海量存储和相关链接等等，再加上Google、百度等有

效的搜索聚合工具，一下子把这种原本微不足道的离散的价值聚拢起来，形成一种强大的话语力量和丰富的价值

表达。我们可以看到，类似于Google这样的搜索聚合工具是将这些“微内容”化腐朽为神奇的技术关键。试想如

果没有Google的聚合作用，互联网中海量的微内容将显得多么地渺小、琐碎和个人化。而当一种工具出现以后，

微内容便羽化为蝶，登上社会发展的大舞台，成为了创造历史的主角。显然，对于“微内容”的聚合、呈现、利

用的有效工具的打造终将成为拯救互联网未来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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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媒文本见《网络传播》200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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