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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中国网络新闻媒介多媒体传播的问题与对策 

通过以上关于中国网络新闻媒体多媒体传播实践策略的描述，可以总结出如下具体的问题，或

者说是业务实践层次的问题： 

1. 新浪网“要闻播报”（图4）、搜狐网的“Flash网闻联播”（图7）和千龙网的“Flash今

日战况”（图15）在策划思路、Flash结构上完全相同，可见是一种同质化的竞争，也表明多

媒体观念的狭隘。同时，使用动画的“播报员”，毫无传播意义，因为他（她）不传播任何有

用信息，是多余的点缀，而这又浪费了用户的下载时间。“播报员”还把负载有有用信息的新

闻图片挤到右上方狭小的空间里面，真可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2. 千龙网“大话海湾”（图16）实际上直接做成音频，配具有评书特色的专栏标志就可以

了，这样就可以避免拨号上网用户等待下载的时间太长，一边接收一边播放。 

3. 新浪网的“幽默：农民击落阿帕奇”（图5）、千龙网的“美军遭遇空城计”（图17）和千

龙网的“美被俘女兵获救”都是用绘图动画来演绎一个新闻事件。但是这三个主题的新闻事件

并不适合使用这样的信息形态来演绎，这样的信息形态可以说毫无意义，既不能展示新闻的过

程，又不能揭示细节，也不具幽默感或者艺术素质，因此这实际上是多媒体的乱用。真正的多

媒体应该使用擅长陈述某类信息的信息形态来进行报道，即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结合，而不是为

了多媒体而生搬硬套、拉郎配，生硬使用某种信息形态去陈述它所不擅长的主题。这和用照片

来陈述一个人的名字一样是不恰当的，照片擅长的是表现那个人的脸而不是陈述他的名字。多

媒体策略中应该有“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策略。否则就是为了多媒体而多媒体，就失去了多

媒体的意义。 

4. 视频资源奇缺是中国网络新闻媒体多媒体报道的致命伤。千龙网、新浪网、凤凰网联合主

办中国网通、China Cache协办“‘伊拉克战争’网络直播报道平台”（图6），搜狐网与中广

网合作推出“视频直播伊拉克战事”（图9），人民网播出录制自CCTV电视节目的新闻报道

（图10），这些都表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视频内容是多媒体的主要信息形态，各大网站都

非常重视；另一方面，各大网站都奇缺视频资源，只能采用上述的办法获得少量甚至功能不全

的视频报道，从实际效果来看甚至有装点门面的嫌疑。而中国视频资源的大户——央视国际网

站却似乎抱着金碗不当回事，既不让视频报道大量上网，也不对电视中已经播出的节目进行深

度编辑来实现与文字、图片的有机结合，从实际效果来看似乎有着被迫的无可奈何：我是CCTV

的网站，不弄点视频上去好象过意不去，那么就象征性地弄一点吧！ 

5. 普遍缺乏包装意识。从MSNBC的视频播放页面（图20）与央视国际的视频播放方式（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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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的鲜明对比中就可以看出来。同时也存在包装不当，人民网的“新闻动漫”（图11）

实际上就是照片幻灯，却用Flash动画的方式，还在照片的出场方式上用了很多花哨的特技效

果，这就是过度包装。同样功能的MSNBC的照片幻灯（图24）直接以网页进行包装，简洁明

快，浏览方便，并配文字报道，既有利于受者控制播放，又以更小的文件量承载了更多的有用

信息，并且不需要等待全部照片下载完毕以后再开始浏览。 

6. 多种媒体信息无效重复。央视国际网站新闻报道“中央电视台记者水均益冀惠彦杨小勇进

入巴格达”（图14）的文字内容是视频报道中的语音内容的抄录，那么文字与视频信息就是无

效重复。多媒体中各种形态信息之间应该是内容互补的关系，无效重复不能实现多媒体的价

值。 

7. 多种媒体信息缺乏配合，往往“孤立作战”。几乎所有的Flash动画都是在网页中孤零零地

呈现，没有其他信息的配合；同时几乎所有的视频播放也都是通过激活其他媒体播放软件的窗

口来孤立地播放，没有象MSNBC视频播放（图20）中那样的文字或者图片的配合。 

8. Flash制作粗糙。首先选题的确立急需更加专业的新闻传播水准，才能够使Flash受到足够

的关注，否则受者极有可能“懒得”去看；其次多媒体制作人员缺乏多种信息形态的专业能

力，比如文字功底、图片眼光、视频能力，以及综合的叙事、陈述能力。多媒体应该建立在所

有信息形态的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而不是仅仅靠花哨的招数来哗众取宠。 

要解决这些问题，却并非单纯技术业务层次的改进所能奏效，它还需要观念、体制、新闻文

化、记者素质的综合改进。 

1. 培养成熟的多媒体观念。多媒体的意义在于多种形态的信息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各展所

长，有机结合，使报道的主题得到充分的呈现。关于多媒体的其它具体观念上文已作了比较详

尽的阐述。 

2. 形成有利于多媒体发展的新闻传播体制。我国目前的新闻传播体制中，报纸、广播、电视

是基本分离的，商业网站与传统媒体举办的网站之间也泾渭分明，这样的体制与多种信息形态

的融合在根本上是背道而驰的。多媒体发展的基础性要求是报纸、广播、电视的融合，从而使

多种形态的信息的整合成为可能。我国商业网站没有新闻原创的权利，而各传统媒体举办的网

站又条块分明，这就在体制上断绝了多种媒体融合的道路。众多非电视台举办的网站必然出现

视频资源奇缺的状况，而电视台举办的网站又缺乏将视频内容与文字、图片进行整合的能力。

结果就是全国网络新闻媒体都无法进行多媒体传播。这在理论上违背了网络新闻媒体发展的规

律，在实践上也必然危害我国人民的新闻权利，并且造成我国网络新闻媒体失去竞争力，从而

在国际新闻传播中危害国家利益。 

3. 营造多媒体的新闻采编文化。我国媒体新闻采编的现状是不同的信息形态由不同的采编部

门来负责，那么现有的新闻采编文化就是建立在多种信息形态分离的基础上的。成熟的多媒体

传播需要新闻采编文化的改造，记者要有运用合适的感官来思维、运用合适的器材来记录、运

用合适的信息形态来写作的文化氛围。特别是采写阶段记者采访、写作活动的多媒体化，对于

多媒体新闻报道至关重要。如果仅仅依靠后期编辑的处理来实现一个报道的多媒体化，那就将

失去多媒体传播的源泉。 

4. 提高记者的多媒体素质。记者是新闻报道中最活跃的因素，一切关于多媒体传播的设想都

必须最后通过记者的工作来实现。但是我们现在的记者绝大多数都习惯于使用一种信息形态，

因此记者的多媒体素质是多媒体报道成败的关键。提高记者的多媒体素质需要新闻教育的改

革，包括学历教育和继续教育，都应该适当避免单一媒体的教育，尽可能多地使记者对各种信

息形态都有比较深刻的领悟和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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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多媒体传播研究》是作者最新的网络传播研究长篇报告，其中最主要的突破在于把多

媒体作为一种信息形态来研究，并进以认识网络作为新闻媒介的根本属性，得出一些新的结

论： 

  1.多媒体是一种信息形态； 

  2.信息形态是媒介的核心属性； 

  3.信息形态发展史是人类传播发展史的核心线索； 

  4.多媒体信息形态是网络媒介的核心属性； 

  5.多媒体新闻报道是网络新闻媒介成熟的条件和标志； 

  6.网络多媒体是人类传播史上的一次总质变； 

  7.多媒体文化是继视觉文化转向之后的一次新的文化转向； 

本研究报告还运用以上理论成果评述了今年（2003）“美伊战争”网络报道中新闻网站的多媒

体传播实践，对中国网络新闻媒体多媒体传播中的问题提出对策。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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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寄地址：430079湖北省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西区16东2门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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