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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子式”传播削弱网络媒介竞争力 

阅读：101次┊ 关键词： 网络媒介 竞争力 来稿选登 

以因特网为代表的网络传播正在对人类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因特网已经成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兴起的第四

媒体。在媒介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最大程度地发挥传播优势是应对竞争的必须，而最大限度地克服弱点也是必然要

求。对于网络媒介来说，要特别注意避免“聋子式”对话，以及多通道传播带来的信息互相干扰现象。  

网络传播的“自由”与“聋子式”对话  

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如果要向公众发布信息，则必须掌握大众传媒，这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到的。在因特网上，不管是

个人还是组织，只需要一台电脑，一条网线就能实现与互联网络世界的对接；就能接受无限的信息；还能充当传播者，

将个人或者组织的信息在因特网上发布。网络第一次使受众有了发布信息的可能，第一次使传和受合而为一。任何个人

只要花少量的钱，不但可以获取网络上海量的资讯，而且可以建立自己的主页，把信息发布到全世界，甚至在网上创办

个人报刊和电台。在网上，传统大众传播媒介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延伸，而个人的传播基本能力，也似乎不亚于大众传媒

了。  

有了廉价的网络传播，一些在传统大众传媒领域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也似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因为网络向每一位用

户提供了平等的传播机会；而且在网络传播中，国家、政府对信息流动的干预和控制能力被削弱，似乎一下子将各国拉

到了机会均等的起跑线上。  

这样，在传统大众传播领域受到强势压抑的力量在网络上爆发，他们试图在因特网这个自由的传播领地里发出自己的声

音。“让全世界的人们听到我们的声音”，一度成了这些网络崇拜者的最激动人心的口号。  

但是从现实情况看，这种想象中的平等，与实际的距离无疑是遥远的。  

从互联网上的个体传播者的角度看。在互联网上，控制是绝对的，自由是相对的。网上的个体传播者大多是业余参与

者，他们虽然可以搜集大量的信息编辑一份自己的报纸，在网上出版一份自己的网络杂志，但是由于他们的经济实力有

限、时间有限、精力有限，他们的“报纸”、“杂志”不可能得到大量受众的关注。大批的网络受众还是被一些拥有雄

厚实力的网站所吸引，关注他们所发布的新闻，注目他们所传播的信息。“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当我们说互联网是

一个信息高速公路的时候，不要忘记它对于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和一个超高性能汽车的拥有者的‘自由’是不一样的。”1

另外，即使同是个体传播者，由于他们的个体属性的不同，也会带来信息传播有效性的巨大差异。这里所说的个体属性

包括知识素养、现实社会身份等等。网络虽然被认为是“虚拟”的，但是，这只是表面身份的隐藏，而基于个体学识和

修养属性上的差异是不可能“隐藏”的。于是，我们可以在BBS上发现，一些帖子具有极高的关注度，因而被标上特殊的

符号而更加醒目；而更多的帖子则是默默无闻，不为人所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不为人所注意的帖子，在传播上是

失败的，就好比是滔滔不绝对着聋子说了好多话，但是效果却等于零。这就是所谓“聋子式”传播。  

即使是一个国家，也未必能在互联网上有效地传播信息。正像前文所述，网络并不是完全虚拟，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

际上的现实地位也被真实地反映在网络世界中。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有限，科技力量不足，反映在互联网上就是信息流

向的不对称，就是弱势国家的信息少，而这些少量的信息也正处在被忽视的境地。尽管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利用网络传播

加强自己的对外宣传，然而，掌握了先进技术、占有了大量财富的西方国家已经占领了信息传播的制高点。在互联网

上，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是微乎其微的。据统计，目前因特网上的信息，英语占90％，法语占5％，西

班牙语占2％，剩下的为其他语种。在网上，英语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语”。目前，美国文化在互联网上是全方位的，

无论在信息资源还是在网络普及程度上，美国都超过其他国家，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而统计表明，在因特网上的信息

输入与输出流量中，中国仅占0?01％到0?05％之间，2中国处在英语信息世界的包围之中。而由于传播理念的落后，信息

传播长期被禁锢在“宣传”这一模式中，导致的后果是，即使少得可怜的不到0?05％的信息，关注率也是微乎其微。一

切都回复到“聋子式”传播的无用功中。  

网络虽然是自由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确实为所有国家提供了平等的发言机会，但是，如果仅仅是为了发言而发言，而

不注意传播策略，忽视传播效果，即使说得更多，也是徒劳的。因此，变革传播观念，提高传播技巧，改进传播效果，

是当务之急。  

“多媒体”与信息“围剿”  

一种媒介的传播效果，关系到其在媒介竞争中的成败。  

自然界存在生态系统，为我们解释媒介竞争提供了借鉴。生态系统是指在环境无明显变化的条件下，种群数量有保持稳

定的趋势。每一物种都在生态系统中占据一定的位置。在一个生物群落中，任何物种都与其他物种存在着相互依赖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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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制约的关系，而最常见的是竞争关系，它是由物种间为了利用同一资源而引发的。3在媒介生态系统中，广播、电视、

报纸和网络四大媒介构成了媒介生态系统中特有的物种种群，每一种媒介都占据着一种时间或者空间上的生态位。“同

属时间生态位的广播和电视，广播占据的是时间中的以传播声音为主的频率空间生态位；电视占据的是时间中以传播声

画为主的频道空间生态位。同属空间生态位的报纸、杂志与书籍，他们因生产周期的长短划分各自的生态位。其中，报

纸处在短周期的生态位上。”4而网络在媒介生态系统中代表着一个最为独特的生态位。网络传播集合了报纸、广播、电

视的各种传播渠道，形成了文本、图片、音频、视频多种通道的特有传播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

两种生态位。从空间生态位角度来看，网络与报纸、杂志和书籍处于不同生产周期的生态位上；从时间生态位角度看，

与广播电视相比，网络横跨声音和画面两种生态位。  

与生态系统中的竞争关系相对应，媒介生态系统中也存在着竞争关系。这种竞争也是为了利用同一资源而引发的，这种

资源就是受众资源。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所谓眼球经济、注意力经济，说明了受众资源的宝贵，也说明了媒介竞争的原

因。为了争夺受众资源，各种媒介都使出了浑身招数，网络媒体的其中一招就是多媒体。有人预言，网络将整合其他媒

介，形成以网络传播为依托的“多媒体”传播格局。  

多媒体组合传播，借助的是人类的多种感官，通过刺激人类的多种感官，使人形成接受外部信息的多通道接受反应机

制，从而达到传播的最大化。然而由于技术的不成熟，在网络传递信息的速度还急待提高的情况下，利用多媒体传播符

号进行信息传递，传播效果未必更好。  

从人类接受信息的心理、生理特征来看，单一渠道传播的有效性较高。心理学家研究表明，人的知觉只能在一条通路上

工作。也就是说，从感官到脑的通路只有一条“行车道”，视、听的信息都可以用这条通道，但不能同时使用，其中一

部分必须停在“候车室(短期记忆)”里等待。因此，用两种感官来处理的信息绝不是用一种感官来处理的两倍。5而且，

有证据表明，在受众接受电视媒介的传播过程中，用视觉取得的信息和用听觉得来的信息，二者之间有时会发生干扰现

象；换言之，不仅不会有双倍的效果，视听兼用的路线反而没有只用视或听来得有效。在四大媒介中，网络传播效果则

相对较差。网上海量的文字信息、令人眼花缭乱的FLASH动画、目不暇接的图片和电视画面，以及音质不尽理想的声音，

让你在信息的“围剿”下“疲于奔命”，让你高度紧张、身心疲惫。  

为了验证多媒体组合的传播效果，美国的山德尔教授(S?Shyam?Sundar)于2000年作了五种传播符号组合(文字、文字＋照

片、文字＋声音、文字＋照片＋声音、文字＋照片＋声音＋电视画面)的传播效果测试。测试的结果中有一项是“新闻内

容传播效果的评估”，如表格所示：  

：数值越大，表示评价越积极。资料来源见注释6)  

表格中的数据证实了多通道传播效果并不一定更好的观点。越多的信息参与信息传播，受众就要使用越多的感官去接受

信息，从而产生多种信息的干扰。而从表格中我们看到“文字＋照片”的传播方式是相对较好的模式。  

另外，由于技术的限制，带宽的局限，网络上音频和视频的传播效果始终不尽如人意。与FM广播的立体声音效和数字广

播的CD级音质，以及与高清晰度电视相比，网络传送的音视频效果远远无法比拟。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科技的

进步和技术的发展，这一局限将会在最大限度上得到克服。但是，至少在目前，还存在这一不容忽视的问题；而且，这

一问题或许还将长期存在。  

新媒介的诞生肯定会有许多不完善，但在激烈的媒介竞争中，各种媒介都将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方式。比如报纸在应对

广播的竞争中抓住了深度报道；广播在电视的逼迫下找到了“音乐＋新闻”的模式。网络也将在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介的

磨合过程中扬长避短。  

注释：  

1 唐志东 鲍倩《工具的迷惘和工具理性》，《新闻与信息传播研究》2002年秋季号  

2 张海鹰 滕谦《网络传播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  

3 大科普网－生态学(www.kepu.om.cn)  

4 邵培仁《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新闻界》2001年第5期  

5 W.宣伟泊著、余也鲁述译《传媒信息与人－传学概论》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2月北京第一版  

6 彭伟步《网络不同媒体组合的传播效果检测分析》，《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2期  

原载《传媒观察》（南京）200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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