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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意义

目前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进一步促进了

人们对房地产的需求，为房地产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机会；房地产业在快

速发展的同时，竞争环境逐步趋好，对房地产业信息公开、透明的需求

逐步增加，对信息快速、真实、有效传递的需要增加，以便房地产业中的

投资者、建设者、消费者、中介机构及时把握房地产市场的现状和预测

其发展趋势，做出正确决策。
纵观国内外研究现状，已有学者针对信息传播机制、房地产企业信

息系统的构建进行了分析，但是缺乏针对房地产行业信息流传播途径

的研究。
2.房地产行业信息流传播分析

2.1 房地产行业信息流含义

信息流是知识从拥有者向需求者转移的过程，是对知识的收集、传
递、处理、储存、检索和分析活动，这种活动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和

途径来实现。一般来说，信息流是由信源、信道和信宿三大要素构成。对

于房地产行业来说，信源是发送信息的各房地产企业，它是信息流产生

的主体；信道是信息传递的通道，即信息传播通道（传播媒介），是信息

流中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它是信源和信宿之间信息沟通的桥梁，决定着

信息传播和处理的速度；信宿是信息的接收者，即房地产行业的消费

者，消费者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接收的，有时是主

动的接收信息。
2.2 信源分析

在房地产行业的信息流传播过程中，房地产行业的信息流发送者

（信源）既要承担信息的采集、分析、制作与发送任务，又要进行反馈信

息的收集与处理，修改传播策略，以达到预期的传播目的。
信息流发送者在进行信息采集与处理时，需要将信息编制为语言、

文字、实物等符号，即“编码”，编码要满足一定的要求，即：

（1）真实性，信息流发送者在进行房地产信息编码时要以事实为依

据，编制与传播真实的信息。
（2）准确性，即经过编码处理的信息不但要真实可靠，而且所编制

的信号与符号要准确、客观的反映信息的内容。
（3）价值型，信息流发送者在编码信息时，要把捕捉和处理价值高

的信息作为编码的重点对待。
（4）易懂性，即编码时要注意信号与符号要易于理解。编码的最终

目的是保证信息传递给接收者，如果信号与符号不能容易的被还原为

信息，就失去了信息流传播的意义。
在这一基础上，信息流发送者还要对即将传播的信息进行把关，即

房地产企业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要求对信息进行选择、决定取舍、突出重

点、删节信息等，从而保证进入传播渠道的信息是房地产企业允许的信

息。房地产企业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信息的筛选，以寻求自身经济效益

的最大化，使得信息在房地产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存在不对称性，这是产

生房地产泡沫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时，信息流发送者和信息流的接收者（信宿）之间并不是直接面

对面地进行信息交流，而是通过信道（传播媒介）来进行信息的传播的，

信息流发送者要及时进行反馈信息的收集，以便调整传播的信息。
2.3 信宿分析

房地产行业的信息流接收者是传播信息的接收端，是信息流得以

存在的必要条件，是信息流传播效果的最后影响者与直接体现者，同时

还是信息传播的反馈者。
房地产行业信息流接收者在接收信息时，从心理上对信息的接收

具有很大的选择性，即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
（1）选择性注意，即信息流接收者在接收信息时，会注意那些与自

己原有的观念、态度、价值观相吻合的信息，或者自己需要的、感兴趣的

信息，回避或排斥与自己观念不一致或与自己无关、不感兴趣的信息。

因此，房地产企业在进行信息流传播时，要分析引起接收者选择性注意

的因素，提高信息的竞争能力。
（2）选择性理解，信息经发送者编码后传递到接收者，需要经过译

码进行还原为有意义的信息。在进行信息译码时，由于接收者年龄、性
别、种族、文化程度、职业、经济收入等的不同，会有不同的价值观、行为

准则和态度；以及情绪、动机、需要等的不同，对于同一信息会做出不同

的理解，使之与自己固有的观念相协调。因此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必

须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情绪、价值观、态度等，设法减少或消除消费者对

信息的误解，尽可能的使信息理解出房地产企业所要传递的意义。
（3）选择性记忆，信息的接收者受到需求、情绪、价值观等的影响，

往往容易记住自己愿意记住的信息。因此，房地产企业在进行信息传播

之前，就要根据接收者选择性记忆的特点，调整传播的内容，增加和突

出接收者感兴趣、对其有用的信息。
2.4 信道分析

房地产行业信息流传播的媒介众多，既有传统的印刷媒介，如报

纸、杂志、图书等；也有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电子媒介，如电视、广
播、电话、录像等；还有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网络媒介等。在进行房地

产信息流传播媒介选择时，应考虑每一传播媒介的特性及传播的目的。
2.5 房地产行业信息流传播效果分析

房地产行业信息流传播的目的是将信息传播给消费者，并取得预

期的效果。从房地产行业的角度看，信息传播的效果可分为两大类：

（1）信息流传播的预期效果

房地产行业信息流传播的预期效果是信息流接收者收到信息后的

态度、行为与房地产企业的意图相一致，一般表现为正效果。
（2）信息流传播的非预期效果

信息流传播的非预期效果表现形式主要有负效果和无效果两种。
负效果是信息流接收者的态度、行为与房地产企业的意图相反，负效果

是信息流传播失败的表现。信息流传播中都会有部分接收者对传播内

容无动于衷，即没有信息传播的效果。接收者在信息流传播过程中无动

于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房地产企业的信息不可信、传播内容不真

实或缺乏冲击力等。
3.实例分析

3.1 徐州市房地产行业现状

目前，徐州市有 20 多家颇具规模的房地产企业和众多的房地产中

介机构，房地产交易量逐年上升。为便于房地产企业与消费者的信息沟

通及交流，徐州从 2004 年开始举办房展会，到 2011 年已经举办了 8
届，同时，各房地产企业通过报刊、电视、网络等方式，向消费者提供最

新的房产信息。
3.2 徐州市房地产行业信息流传播效果分析

为了解徐州市房地产行业信息流传播的效果，于 2011 年徐州房展

会期间对房地产企业及消费者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 500 份，收回

435 份，其中有效问卷 412 份。

图 1 信息流接收者获取房地产信息来源分布图

房地产行业信息流分析

中国矿业大学（徐州） 徐州广播电视台 刘 峰

［摘 要］为保障房地产行业健康、快速的发展，必须保证房地产行业信息流传播的快速、真实及有效。本文通过分析房地产行业信

息流的传播路径，并以徐州市房地产行业信息流传播为例进行阐述，提出提高房地产行业信息流传播效果的措施。
［关键词］房地产行业 信息流 传播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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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信息流接收者最有效信息来源分布图

从图 1 与图 2 可以看出，信息流接收者获取房地产信息的主要途

径是电视、报纸、房展会和互联网，分别为 73%、40%、40%和 37%，其

中，接收者认为对其购房行为产生影响的最有效信息来源是电视，占

57%，其次为房展会，占 30%，报纸和互联网虽然是获取信息的主要途

径，但其信息对接收者来说，有效性只占了 23%和 17%。40%的信息流

接收者对房地产信息不够满意（图 3），最不满意之处分别为信息量不

足、信息真实性差及信息滞后（图 4）。

图 3 信息流接收者获取信息的满意程度

图 4 信息流接收者对房地产信息最不满意之处

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其发布房地产信息的主要途径是电视，占

94%，其次为报纸和房展会（图 5），这与信息接收者获取信息来源的主

要途径基本一致。从图 6 可以看出，82%的房地产企业对发布的信息是

满意的，这与只有 60%的信息流接收者对所获取的信息感到满意差距

较大，房地产企业要采取措施提高接收者获取信息的满意程度。

图 5 房地产企业发布信息的途径

图 6 房地产企业对发布信息的满意程度

结论

从徐州市房地产行业信息流传播效果的分析发现，房地产行业信

息流传播的效果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以保障消费者的利益，确保房地

产行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信息流传播的

改进：（1）确保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2）及时发布房地产信息并

根据实际实时更新；（3）选择合适的传播媒介及信息的表达方式；（4）提

高企业的形象，确保信息的可靠性与可信度。

参考文献

［1］高杰，李琳.信息传播学［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陈能华，贺华光.广告信息传播［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

［3］邹宏璐.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羊群行为与房地产泡沫分析［J］.房
地产行业，2009,20：133- 135

［4］王春敏.如何整合房地产营销传播渠道［J］.房地产营销，2005，8：

33- 34
［5］杨超.企业信息流的传播机制及其控制［J］.图书情报知识，1998，

1：53- 55
［6］陈娜.品牌信息传播模型初探［D］.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4

（14）国产纪录片：如何给力国家文化软实力？（《人民日报（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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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理财给力梦想成真———访北京大学金融学博士后刘腾。（《数

据》2010 年第 12 期）

需要注意的是，“给力”带上宾语之后，在用法扩大的同时，意义也

在延伸。比如在“国产纪录片：如何给力国家文化软实力？”，“给力饮食

健康文化，挥洒茅台红酒风采”（《酒世界》2010 年第 11 期），“给力自己，

永远的《春天里》”等例中，“给力”就不能单纯地理解成“使……变得很

棒，很精彩，出乎意料”或者“使……让人振奋，令人满意”，而又增加了

“帮助，促进，提升，将……发扬光大”等含义，必须结合语境具体分析。
不过总体来说，“S+ 给力 +O”的句式通常表示主语使宾语朝着积极方向

发展。
不过迄今为止，仍没有出现“给力”加宾语的否定形式，也没有“给

力”加上动态助词“着、了、过”的用法。
四、结语

综合各方面意见，可以将“给力”的来源限定在方言或古汉语当中。
而经过调查考证，将“给力”带进网友视线的，《西游记：旅程的终点》的

配音组 cucn201 由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

四名男生组成。四人中除一人来自新疆乌鲁木齐以外，其余三人皆来自

典型的官话区（河北石家庄市、河南濮阳市、山东泰安市），并且共同在

北京生活了四年。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作为网络流行语的“给力”一词

直接来源于北方方言的可能性比较大。也有可能在港台地区的动漫作

品中已经出现过“给力”一词（粤语和闽语当中都有类似的说法），被

cucn201 加以吸收，用在了自己的配音作品中。
从“给力”流行至今，始终是一个谓词性词语。在流行初期，具有鲜

明的形容词性；后来由于特殊事件的影响，可以带宾语构成支配式，具

有了一定的动词性质。不过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出现加“着 / 了 / 过”表
示状态的用法，否定形式也只能用“不”来表示而不能用“没（有）”，具有

从形容词向动词过渡的特征。与语法功能的扩大相对应，“给力”的表意功

能也有一定的发展扩大，从最初单纯表示对象的积极特点，到后来可以

表示对象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总结起来，“给力”一词表达了说话人积

极的感情色彩；而否定形式“不给力”则表达了说话人消极的感情色彩。
可以注意到，“给力”的用法和意义都并未完全固定，还有持续发展

的可能性。从语法学的角度作出预测，“给力”的动词用法还有继续发展

完备的空间。不过鉴于语言的发展受到其他诸多因素的制约，对于“给

力”的未来，目前的任何预测都有待现实的验证。

参考文献

［1］黄华新,徐慈华.符号学视野中的网络互动［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3,（1）：50- 54.

［2］许宝华，富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685.

［3］李荣.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3938,4642.

［4］白钢.中国政治制度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745.
［5］郑欣荣.武汉博士考证网络热词“给力”一词古已有之［N］.长江

日报，2010- 12- 18（001）.

（上接第 123 页）

高校理科研究

12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