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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媒体频道生存状态调查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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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中国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是读着报纸长大的，60~70年代的人是听着
广播长大的，80~90年代的人是看着电视长大的，21世纪出生的人则要在互联网上边
读报纸、边听广播、边看电视度过他们的一生了。据统计，我国主要新闻网站和取
得登载新闻资质的商业网站创造了国内绝大多数的网上浏览量，在全国60多万家网
站中处于主导地位。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2001年前，商业网站要想刊登传统媒体的新闻，可能会引

来官司，而如今，大量传统主流媒体（包括中央和地方媒体）已开始主动要求与人
民网、新华网、新浪网等网站签订转载合同，商业网站也获得了几乎应有尽有的内
容资源。随着网民的增多和需求各异，网络媒体的内容在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权威
的同时，频道分工亦朝专业化和行业化、地方化方向发展，频道之间的竞争、频道
的生存空间、频道的发展空间、频道的经营之道等越来越受人关注。为此，《网络
传播》杂志社在8月8日至8月18日，对国内主要的网络媒体频道主编、主管、负责人
等人群进行了调查。 

 
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本次调查的结果显示，频道创建时间与我国互联网的发展相一致，以2000-2003

年为高峰。改版一般为一年一次，可以断定，频道栏目、版面的设计生存期为一年
左右。调查中发现，1999年及以前创建的频道，改版次数一般在六次及以上，2000
年至2003年频道创建最多，而改版二至三次的也最多。 

 
频道数量大多在10-19个，大型网站在40个以上。频道栏目多样化，9个以上的为

80.5%。反映出“分众化”的新趋势。可以断定：频道化是为受众“细化”而出现
的，而再进一步的细化则在频道内部的栏目。因为网站首页的设计需要保持一个合
理的容量，即首页能容纳的内容有限。我国的网站相比于国外网站在首页的表现风
格上属于“长化”，首页呈现的内容很多。但过多则会增加网民的接收成本，因而
下一步满足受众细化要求的方法应该是频道内部的栏目多样化。 

 
员工数量与更新频率呈现两极分化，这印证了一个道理——强者恒强，弱者恒

弱。31.6%的频道员工数量是1到2人，27.8的频道有10名及以上员工（中央重点新闻
网站和商业网站）。相应地日更新频率在50条以下者高达41.7%，201条以上的则占
30.6%。原因为以下三个： 

 
一是政府对中央级网站重点扶持，投入巨大财力，并有相应政策支持，使中央级重
点新闻网站实力强大。 
 
二是商业网站占据先行之利，加以体制的灵活与资本动作的高超技艺，能够保持领
先地位。 
 
三是这两者之外的网站则生存艰难，1-2人主持一个频道，可能只是作为母体媒介的
附属物，只起到使母体媒介在网上“露露脸”的作用，母体媒介对其根本不重视，
视其为可有可无之物。 
 
新闻来源选取标准 
 

笔者认为网站的内容来源、对不同来源内容的真实性判断与内容选择标准涉及到
国家的相关政策，也与网络信息的可信性，网络编辑的编辑取向密切相关。 

 
我国相关法规规定，非传统媒体背景的网站不能刊载自采性新闻内容。对比此次

所做的调查问卷中“网站分类”结果就可以发现，94%以上的网站频道在内容来源上
是“部分自采”，部分由母体媒介或其他媒介提供，而调查对象中商业网站的比例
是22.2%。这意味着至少有部分商业网站有自采原创信息发布，要么是违犯有关国家
法规政策，要么是打“擦边球”，采用“官方授权网站”或不挂新闻牌子而实质是
新闻的作法。 

 
互联网信息的可信性低于传统媒介，自网络新闻诞生之日起，逐步形成了“网上

虚假新闻泛滥”的刻板成见。这固然有任何个人都能隐匿地使用网络发布新闻的客
观原因，但为什么非个人的网站也会背上“假新闻多”的恶名呢？因为频道编辑们
在选择内容时，排在第一位的标准是“重要性”，而不是“真实性”。网络编辑对
内容真实性的把关作用并不明显。这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心理——权威媒体是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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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够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因而对于来自权威媒体的信息完全相信。 
 
所以，要减少乃至杜绝网络虚假新闻，一方面要加强教育管理，提高编辑的鉴别

能力与对“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的认识；另一方面，权威媒体对真实性的把关作用
不容低估。网络世界不同于传统传播空间，传统媒体发布的失实虚假信息，其受众
范围大都局限于某个地理区域、行业区域，而在网络上，因网络的无界限性，加之
互相的连环转载，对失实虚假信息就会有一种放大作用。可以说，网络失实虚假新
闻不一定比传统媒体多，但其恶劣影响则大得多。 

 
广告VS内容：孰重孰轻 
 
各频道注重经营，但其经营情况不尽人意。80.6%的频道与其他组织合作进行过

推广宣传活动，拥有和正在创建品牌栏目的频道达到88.9%，这一切都表明频道对经
营活动是相当重视的，也进行了一些尝试。但这些尝试是否有效呢？一位调查对象
在问卷上写道：“频道最大的问题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经营途径”。频道年广告收
入在10万以下的达到了47.2%，10万元，刚够两个人发工资。网络媒介，尤其是新闻
网站，仍需寻找有效的赢利途径，探索可行的赢利模式。 

 
非常遗憾的是，就是这样微不足道的经营已经干扰了内容，当广告与内容相冲突

时，61.1%的调查对象表示会采取经营至上或照顾经营的作法。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
下，怎样避免经营对新闻内容客观性、公正性的影响，使网站不至被广告所控制而
丧失其媒介基本原则，是一个值得重视并研究的问题。 

 
商业网站的经营好得多，本次调查中有2个年广告经营额过500万的频道，均属于

商业网站，说明商业网站在广告市场上仍居于优势。 
 
用一句话来描述典型的网站员工，就是“年轻的大学生，月收入三四千，时常加

班”。 
 
从《网络传播》本次所做的调查结果来看，频道员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

78.8%，91.7%的人在30岁以下，这与频道创建时间相吻合，说明网站录用人员主要
是应届大学毕业生。收入相对较好，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只有16.7%，高于社会平
均收入（有媒体报道，当前大学生的月薪接受值在800元左右），但低于传统媒体从
业人员收入水平（有资料显示，在传统媒体工作3年以上者，月收入平均为3000-
5000元）。国外的媒介从业者收入情况正好相反，新媒介从业者收入高于传统媒
介，这可能源于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水平较低，网民绝对数值大，但相对数值低，广
告主对网络广告认同度低。 

 
频道主编作为频道的决策者、主导者、管理者，主要的关注对象应该是手下员工

的工作效率、团队合作情况，如何满足频道受众的需求，如何发挥信息发布、新闻
报道的社会作用。但调查表明：频道主编的主要压力来自于频道访问量，因为网站
将访问量作为考核频道的主要指标。一位调查对象抱怨说：网站将不同性质的频道
放在一起比较其访问量，由此来评价工作业绩，这是否公平呢？确实如此，一般情
况下，“曲高和寡”，财经频道的访问量比不过社会频道。网站采用以访问量为主
的评价体系迫使频道主编们放弃自己最应该关注、思考的事项转而为访问量伤脑
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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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我的评论 

 



● 以上评论内容仅代表网友的观点。  

● 请遵守《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严禁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破坏民族团结、破坏国家宗教政策、破坏社会稳定、侮

辱、诽谤、教唆、淫秽等内容的评论 。  

●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  

● 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与本网站立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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