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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数字化：媒介市场新趋势研究

【作者】喻国明

  一、数字化浪潮的到来与传媒产业版图的改写 

  信息技术的进步始终是一种改变世界的最具有革命性的力量。 

  像以往人类历史长河中具有革新意义的信息技术发明问世——造纸术、印刷术、无线电广播极大

地推进人类文明一样，数字化技术的浪潮将把我们带入人类文明的新世纪。 

  数字化为传媒业带来了什么？目前我们至少可以看清楚这样一些事实：它彻底冲破了传统媒介一

向自守的介质壁垒，一种媒体大融合的趋势正在呈现；它极大地改写着现有传媒市场的版图和游戏规

则，使旧有的运作架构和赢利模式日渐式微，催生着与这一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新型产业模式；特别

是，数字化传媒在颠覆传统产业的同时，更创造着新的产业和新的商机：据美国战略分析市场调研公

司预测，到2010年，全球数字电视机销售量将超过1.81亿台，销售收入将超过390亿美元。据预计，

2010年我国数字电视机市场将达到2050万台，其中蕴藏的市场商机更高达1万亿元。 

  数字化传媒改变了以往大众传播的特点，更加适应受众需求的多样化和受众市场的细分化；数字

化传媒改变了以往媒体单向传播的特点，而具有了双向互动的功能，信息接收的主动权越来越多地向

受众方面转移；数字化传媒改变了以往受众收听收看广播电视必须同步性的特点，实现了异步性，即

受众在任意选定的时间进行收听收看，如有兴趣有必要可以反复收听收看；数字化传媒使信息的传播

流通更为自由，尤其是互联网通过其各种强大的功能，形成了海量信息源；数字化传媒改变了以往众

多媒体地域性传播的特点，使传播的范围扩大至全球，它是推动全球化的强有力因素。 

  诚然，数字化传媒在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会产生负面作用和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假新闻

及不良信息泛滥、公民的隐私权更易遭到侵犯、著作权保护面临困难等等，这些都需要认真对待甚至

有待国际社会的合作。 

  数字化系统的搭建要求我国的传统媒体重新考虑内容的丰富扩充与质量提升、资源的共享与合理

使用。当数字化传媒在世界及中国蔓延开来的时候，我们手中并没有完全清晰的路线图。机遇与挑战

并存，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探讨，然后不断地创造和修正。而今天我们能够聚合

在一起，就是对这种巨大的发展机遇问一声：“你好！数字化。” 

  二、全民DIY：第三代网络盈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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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能对网络的运营产生即刻的影响，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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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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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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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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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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百度为代表的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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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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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由此受到的启发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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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对于一个影视剧的创作，

只要你有一个有想象力和容纳空间的“引子”，就会招来众多“能人”的原创热情，再根据网民支持

度的高低决定取舍，进一步续写……如此这番，一篇出色的剧作便会以这种不同于传统创作方式的操

作得以完成。同样的，新闻报道也可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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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具体的生产流程和模式

的建立还需要解决诸多的操作问题，但是，它已经向我们露出了令人心动的一片全新的风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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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接口”，将其引导到为社会的生产的轨道上来——这便是这种生

产模式的技术关键。 

    三、“碎片化”语境下传播力量的构建 

    “碎片化”是描述当前中国社会传播语境的一个形象性的说法。所谓“碎片化”，英文为

Fragmentation，原意为完整的东西破成诸多零块。有研究表明，当一个社会的人均收入在1000至3000

美元时，这个社会便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渡期，而这个过渡期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

会的“碎片化”：传统的社会关系、市场结构及社会观念的整一性出现了变化，代之以一个一个利益

族群和“文化部落”的差异化诉求及社会成分的碎片化分割。因此，就传播的影响力而言，以往依靠

某一个（类）媒介强势覆盖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传统媒介传播市场的份额在不断收缩，其

话语权威和传播效能在不断降低；另一方面则是新兴媒介（如博客、BBS等）的勃兴与活跃，传播通路

的激增、海量信息的堆积以及表达意见的莫衷一是，这便是现阶段传播力量构建所面对的社会语境。 



关于我们 | 联系方式 | 意见反馈 | 投稿指南 | 法律声明 | 招聘英才 | 欢迎加盟 | 软件下载 

    面对这样的现实，首先应该明确我们应对“碎片化”的基本态度。的确，有相当一部分人低估了

“碎片化”现实背后的社会进步价值。其实，碎片化以及与碎片化相伴随的传播领域的分众化，并没

有改变我们社会进步的趋势和潮流，它不过是除旧布新的必要的中介阶段。在这一阶段上，以往被忽

视甚至被损害的大众及每一个个体的个性与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和关注，学术权威和平民百

姓，演艺明星和一个普通人之间的距离，至少在心理层面上不再横亘着一条不能逾越的鸿沟。 

    受众的分化形成了许许多多受传者群落的“碎片”，传播致效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必须开始特

别重视每一细分的个性化族群的特征，以及每一位单一消费者的个性和心理需求。一个深刻地把握了

这一阶段性特征的传播者必然会看到这样一种碎片化之下的真正社会涵义，这就是在“分众”的背后

新的“聚众”的需求。换言之，“分”，是从面目模糊的庞大社会大众的总体中，分出清晰的有个性

特征的小族群来；而“聚”，则是将有着同一价值追求、生活模式与文化特征的众多个体，以某种传

播手段和渠道平台聚合到一起。理解与重视受众的“碎片化”现实的意义在于，启发我们如何将这些

碎片重新归聚起来。先细分，再归聚，这样我们拥有的将是特征明确的目标传播对象群体，从而以最

小的传播代价获取最大化的传播效果，将浪费掉的传播资源的传播效能重新找回来。 

    就传播资源的配置而言，要改变以往集中轰炸式的大轰大嗡，转而建立在实证数据采集分析基础

上的“套装”与组合，这种组合不仅要打破传统媒体的边界而进入数字新兴媒体的领域，甚至还要打

破就传播而传播的单方面作用的惯例，进入社会活动领域，使传播成为一种与“行为艺术”相伴随的

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活动、甚至社会仪式。 

    就传播内容的诉求而言，要从以往对于事实判断的单一关注，提升到对于价值判断的高度关注。

高度决定价值，思想决定影响力。如果我们的判断标准，我们的意义解读，我们的重要性排列能够成

功地帮助人们减低对于不断变化的世界的认识上的不确定性，使他们能够轻松便捷但又不乏深刻和周

到地把握周围世界的变化，进而对于他们社会认识、社会决策和社会行为起到“资讯支点”的作用，

媒介的力量和媒介的价值就尽在其中了。 

    四、创新是传媒业发展变革的永恒主题 

    创新是传媒业发展变革的永恒主题，而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适应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要求的资源

整合能力——有效地链接整合一切创新发展所必须的内部资源尤其是外部资源。这其中既有赖于制度

安排的空间大小，也有赖于我们对于机会的把握和创意能力。实际上，我们真正能够把握的是我们自

己，因此，有没有在现实条件下整合现实资源的创意及共谋双赢的智慧，是我们谋求发展的“核心能

力”之所在。 

    我们现在都在谈论传统媒体的困境问题。在这方面有一个营销学上的故事对于我们是不无启发

的。在一次市场策划的培训中，专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你有50公斤黄豆要卖出去，可现在

市场上黄豆正滞销，请问你有什么办法把豆子卖出去？” 

    一时间，学员们提出了不下20种的创意解决办法，这里仅举其中的三种： 

    第一种方法：把豆子剥成豆瓣，卖豆瓣；如果豆瓣卖不动，就把豆瓣腌了，卖豆豉；如果豆豉还

卖不动，那就加水发酵，改卖酱油。 

    第二种方法：将豆子制作成豆腐，卖豆腐；如果豆腐卖不动，就放几天，改卖臭豆腐；如果还卖

不动，就让它彻底长毛发霉后，改卖腐乳。 

    第三种方法：让豆子发芽，改卖豆芽；如果豆芽还滞销，就让它长大点，改卖豆苗；如果豆苗还

卖不动，就再让它长大点，当盆栽卖；如果还卖不动，建议拿到适当的闹市区进行一次行为艺术创

作，主题就是“豆蔻年华的枯萎”；如果行为艺术没人看，那就赶紧找块地，把豆苗移栽入土，灌溉

施肥，除草培育，几个月后收成，再去市场卖豆子…… 

    看来，这世上只有卖不出豆子的头脑，没有卖不出去的豆子。卖豆子是这样，经营传媒业其实也

差不多。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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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为校级

研究中心，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西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介绍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创建于1956年，已

有50余年办学历史。现任院长谢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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