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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促进了大众传媒的更新  

由于互联网集多种媒体功能于一身，具有交互性好、选择性强、快速便捷、信息多样化等特

点，它对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的冲击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曾有过这样的情形：一些

主流媒体由于各种原因未加采用的消息，最终通过因特网传遍全球。《德拉吉报道》爆出克林

顿性丑闻，4天后才引得《华盛顿邮报》跟进报道就是典型的一例。因此，将会有越来越多的

人通过网络寻找并获取他们在传统媒介上无法得到的消息，他们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也会越来

越高。这就使得传统媒体不得不改变原有的传播理念、报道模式和管理方法，以适应新形势的

需要。  

目前，世界各国的传播媒体都在走与互联网相互融合的道路，它们纷纷搭乘网络快车，努力提

高新闻播报时效，增加内容的可读性，提供多方面的服务。例如美国的一些主要报纸，如《今

日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都开设了自己的电子版，其中《今日美国》电子

版是全美网上读者最多的电子报纸，每天有100万以上的用户进入网址。我国目前约有2200多

种报纸，其中的七分之一已经上网，没有上网的也在积极做准备(3)。与此同时，世界上越来

越多的广播电视公司开始把自己的节目送上互联网。美国的全国广播公司、英国空中广播公

司、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日本广播协会、新加坡电视公司以及我国的香港电台等，都在互联

网上播出了广播电视节目。新世纪之初，世界最大的传媒集团时代华纳集团与网络媒体巨人美

国在线合并，又为传媒业增添了一道新景观。  

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的结合，有力地突破了传统媒体自身的局限，极大地拓展了它的生存、发展

空间，使它在网络经济时代展现出新的风采。  

三、前景瞻望 

新闻传播“大众化”从出现到完成，用了60-70年的时间，互联网从投入商用到全面普及用了

不到10年的时间。那么，未来媒体的发展将会如何呢?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方程式，不过答案

却是肯定的：随着数字技术、计算机技术、互联网和信息传播技术的日臻成熟与完善，新闻传

播手段的更新速度将会越来越快，间隔将会越来越短。甚至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当上一次媒

体技术革命还没有完成时，新的媒体技术革命的端倪已经出现。美国即是如此。20世纪末，在

刚刚兴建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又提出了“数字地球”的计划。所谓“数字

地球”是指以地球为载体的信息集成和整体化战略，借助于它，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按

照地理坐标了解地球上任何一处的任何方面的信息，从而实现全球信息传递的数字化和网络

化。“数字地球”比“地球村”前进了一大步：后者是指传媒打破了时空界限，使此地发生的

事情彼地很快就能知晓；“数字地球”则是指无论你想要了解世界上哪个地区哪一方面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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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只需一个指令就能办到。人类的主动性由此又大大提高了一步。按照美国政府的计划，

“数字地球”的初步实现是在2005年左右，它的基本实现预计在2020年左右。 

当然，美国在推行“信息高速公路”和“数字地球”计划时，也在谋求它所主导的“世界新秩

序”，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利的。但是，科学技术毕竟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

量，它一经开发，就不再属于某一个国家而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信息高速公路”在世界范

围内的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通过努力化弱势为强势，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抢占信息

传播领域的“制高点”，应当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国家层面上的战略目标。  

我国虽然在新媒体尤其是互联网发展方面和美国有差距，但距离并不遥远。正如专家所言：

“中国进入每一个时代，都迟到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这次进入网时代却没有迟到，几乎和

美国、欧洲同步”(4)。据统计，到20世纪末，我国互联网用户已达1000万，上网计算机2000

万台，www站点超过10000个。预计未来7年，固定电话年增加用户17%，移动电话增加47%，互

联网年增长200%以上。除了电信网，还有广播电视网(8000万用户)和计算机网(1000万用户)

(5)，市场发展潜力十分惊人。只要我们能够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制定出有效的追赶战略

来，在新的世纪里，中国的传播业必将出现一个新的飞跃。  

注释：  

(1)见台湾《中国时报》2000年6月7日文《大陆网站发展迅速》。  

(2)《新经济革命》第22页，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4月。  

(3)陈虹等《互联网：我们与世界同步》，《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4期。  

(4)同上。  

(5)《新经济革命》第49页，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4月。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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