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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数字阅读创新论坛探讨数字媒体发展方向

冯源

2013-10-24 11:43:00   来源：新华网浙江频道 2013-10-22 

   

  新华网浙江频道10月21日电（记者 冯源）谁能代表新媒体，谁在做新媒体，做新媒体会有好结果吗？在2013中国杭州文

化产业博览会的“2013数字阅读创新论坛”上，一批新媒体专家进行了探讨。 

  论坛由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办公室主办、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承办。蓝狮子图书出版人吴晓波表示，当前知识的产

生，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互动关系，以及支付和结算的关系，全部都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 

  自媒体视频脱口秀《罗辑思维》主讲罗振宇认为，互联网不是新媒体，因为上面仍是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等传统内容，

它只是把人类发明的所有载体样式打合在一起，创造了全新的运行基础，是新的母媒体。目前的媒体生态还是工业社会形成的，

只有两三百年历史。面对互联网带来的新媒体浪潮，原有的媒体需要“强制拆迁、异地重建”。 

  他同时表示，在互联网时代，内容不能为王，因为互联网是要把内容打回原型，回到构建关系这样一个基本形态；多元传播

同样不可取，未来的社会会被互联网分解成一个个的社群，传播者要制造自己的社群，面向社群服务；而营利模式也会从传统的

单次交易模式向长期的契合购买模式转变。 

  而“知乎”联合创始人黄继新则给出了判断新媒体的三个标准：第一是不是新的生产工具；第二是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第三

是不是新的呈现和传播形态。而媒体发展的大趋势是一切门槛的降低和个体的释放，所谓门槛降低也包括创作门槛要降低。传统

的媒体只要单向式的传输，是接收者就不能是生产者，是消费者就不能是制造者，而在新媒体时代，这些身份都可以打通，消费

即传播，传播即生产。 

  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传媒梦工场投资总监杨轩分析认为，新媒体赢利模式有三种，一是从传统媒体延续下来，相对成熟的广

告，但是它对行业依赖性非常强，看天吃饭，销售驱动，一种是交易，像５８同城、去哪儿、大众点评都从媒体型向交易型转

移，一种则是服务，包括线上及线下，以及招聘、活动、培训以及相关的中介服务。 

  杨轩说，目前，互联网市场主要是游戏和交易，但是服务还没有起来，媒体接下来会在为交易提供服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可以针对客户进行有效的广告推送和投放。这就意味着未来新媒体的盈利必然和个性化和大数据相关，也需要跨界人才和一轮资

本泡沫。上一轮资本泡沫虽然亏了一些钱，但是为电子商务培育了生态系统和用户，而新媒体、大数据要发展，同样需要资本泡

沫来培育生态系统和用户。 

  上海交通大学教师魏武挥说，传播者－接受者模式是传统 经典的传播学理论，但是新媒体时代的传播路径还多了第三个角

色整理者。传统媒体中有类似《报刊文摘》这样的整理者，但是较少，而新媒体时代整理者就会大量增加，它会改变传播路径，

也会翻出旧闻。少量的生产者、海量的消费者和大量的整理者就形成了新媒体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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