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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20 12 年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回顾和梳理 , 认为这年的中国新媒体传

播研究进一步聚焦于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新媒体发展 !传统媒体转型 !社会化传播 !传播制度和

传播治理等研究主题 , 从多个维度对中国新媒体传播的客观规律进行了广泛而深人的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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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2 年, 3G !4G !移动互联网 !移动智能终端 !微博客 !三网融合 !物联网 !云计算 !大数

据 !O T T !微信 !微电影等新技术 !新应用 !新形态在中国信息传播领域得到进一步发展, 中国

传统媒体的转型 !新媒体的创新探索 !社会化传播等趋势得到进一步强化, 中国新媒体传播研

究也随之呈现出新的变化 "

一 !技术与应用:创新进程不断加快 , 智能应用更为普及

这年, 以移动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创新扩散和传播网络的升级换代, 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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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传播带来了强劲动力"在技术层面, 乌肠贺锉 (2012 )认为, 互联网技术处在换代的前夕, 云

计算 !两化融合!三网融合!宽带中国战略 !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智慧城市等, 为我国互联网技

术与应用的发展, 提供了新的机遇 "陈力丹 (2012a) 认为, 从交往革命到信息革命, 人类精神交

往手段变革的间隙愈发短暂"通讯卫星 !互联网, 就更有力地阻止着世界退回到闭关自守的时

代 "高钢 (201 2) 认为, 移动互联网 !便携智能终端 !云计算这三大核心技术最终将形成千姿百

态的信息服务, 改变人与人之间, 人与物之间的信息交流的模式与样态, 从而使公共信息的提供

方式, 社会关系的经营方式 , 社会结构的演进方式发生革命性改变 "彭兰 (ZO12 a) 认为, 社会化

媒体 !移动终端 !大数据, 这些新技术因素, 直接影响着媒介融合的进程, 传媒业发展必须建立

在对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深刻认识基础上 "匡文波 (201 2) 认为, 手机媒体的壮大, 尤其是苹果

模式的兴起, 加速了纸质媒体的消亡速度 "有观点认为, O T T T V 是既现有的有线电视 !卫星电

视 !地面电视 !IP T V之后出现的新型电视服务模式 (倪暄, 罗岚, 曹三省, 2012 ) "

二 !内容与业务:转型趋势更加明显 , 社会化传播得到强化

这年, 新媒体传播的内容和业务发展维度所面临的转型难题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新

媒体传播对于新闻内容生产流程和自媒体的社会化传播均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新煤体内容管理

方面, 陈力丹 (2012b) 认为, 微博是一种传播途径 , 谣言并非微博特有的现象 "对于微博的管

控本身要合法 , 要在宪法的范围内行事 , 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 !参与权 !表达权 !监督权 , 让权

力在阳光下运行"喻国明 (201 2a) 认为, 对于微博治理而言, 过去那种封闭式的管理必然要转

变成开放式的管理 , 从依靠政府变为社会自治, 让社会或者各种非政府组织协作管理 "在新闻

业务方面 , 蔡雯 (201 2a) 认为, 需要设计一套开放性的新闻内容生产体系, 把用户纳入到这个

体系中来 , 创造与用户共同进行内容生产的流程和机制 "媒体组织必须改变以往单向传播的习

惯 , 巧妙设置与各类社会化媒体的相互嵌入机制 , 使新闻内容能够产生连锁性的传播效果"彭

兰 (2012 b) 认为, 记者微博要成为微博平台中的关键节点 , 需要在新闻信息的验证 !碎片信息的

整合 !专业形象的塑造等方面进一步提升"张志安 (2012) 认为 , 微博的出现和兴起 , 正在深刻

改变新闻记者的生产机制和报道方式 , 其最主要的体现为从组织化生产向社会化生产的变迁"

刘海龙 (201 2) 认为, 可借社会化媒体发展契机重新界定新闻工作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 !建立新

闻组织的透明性 !重申新闻为公众服务的基本原则 "

三 !媒介与组织:市场运营挑战加剧, 组织变迁继续演进

这年 , 在移动互联网传播环境下, 以美国 !德国纸媒体为代表的传统媒体的衰退和以全

媒体为取向的中国传统媒体的新媒体转型潮的持续等现象, 表明各种类型的媒介组织在新媒

体传播方向下均在进行各具特色的转型性应对"在社会化传播对煤介组织影响方面 , 陈力丹

(201 2c) 认为, 随着新闻消费相当程度在移动过程中进行, 传统的新闻传煤更得依赖网络运行

的规则来发布新闻 , 原有的传统媒体运转模式面临瓦解 , 传统媒体被逼上绝境 "彭兰 (ZO12 c)

认为 , 对于传媒业来说 , 社会化媒体带来的影响更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整个新媒体平台上信息

的生产机制与传播模式"而专业媒体要在社会化媒体时代立足 , 就需要充分认识人际关系在信

息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 并适应以人际传播为基础的新的传播模式 "有观点认为 , 之所以在我国

的传媒业转型过程中会出现 /报纸+ 网站 0或者 /电视台+ 网站 0的简单模式 , 就因为相关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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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限定和对不同媒体业态的制度性保护 (李兰, 杜骏飞 , 201 2) "在媒体转型方面, 胡正荣

(ZO12a) 认为, 国内广播的媒体融合要走先细分后融合, 并对业务流程进行再造和组织机构重

构之路 "郭全中(201 2) 认为, 传统媒体应变 /融合 0观念为 /转型 0观念, 变修修补补式的 /融

合0新媒体为彻彻底底地 /转型0为新媒体"谷虹 (ZO12 a) 认为, /全媒体 0建设必须以整体的平

台化再造为依托 , 只有建立了平台化运作机制的 /全媒体 0, 才是数字网络时代的 /全媒体 0, 才

真正实现了传统媒体的升级转型 "

四 !舆论与影响:舆论场愈加活跃, 传播影响力持续提高

这年 , 新媒体传播领域成为中国舆论最为活跃的一个主战场 , 这是新媒体传播成为中国传

播领域主导力量的又一个标志性现象"在舆论发展方面, 童兵 (ZO12 a) 认为, 官方舆论场和主流

媒体与坊间舆论场和民间媒体二者之间应取长补短, 实行互动共进"喻国明 (ZO12 b) 认为, 新媒

体领域必然成为当前中国舆论的主战场, 该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制度设计的缺陷造成传统媒体的

/失语 0和 /边缘化 0,在公共舆论中, 政府应在更高的层次上扮演公共议题的设置者 !公共表达

平台的构建者以及游戏规则的维护者等新的角色"有观点认为, 微博逐渐发展成为介入社会公

共事务的信息传播新途径, 成为网络舆论中最具有影响力的话语平台, 从而改变了传统网络舆论

格局的力量对比 (李彪, 2012 ) "在舆论场角色类型方面, 微博上影响舆论的意见领袖由社会角色

和阶层属性十分相近的固定群体构成 (王维佳, 杨丽娟, 201 2) "有观点认为, 大学生网民对网络

信息的公信力保持谨慎的态度, 既带有对于网络较强的依赖性, 也具有 /不盲从 !理智对待 !有自

己的独立判断 0态度的特点 (曹荣瑞, 江林新, 廖圣清, 董少校, 2012) "还有观点认为, 大学生使

用微博的首要目的是 /获取和分享信息 0, 他们依照某信息与兴趣爱好 !专业背景的接近性 , 选择

性地接触某些内容 (贺心颖, 邓思同, 2012 ) "

五 !战略与产业:依托国家战略, 推动产业融合

这年, 在 /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0, 中国新媒体产业发展和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关联

更为强烈"在新媒体产业发展方面, 高钢 (2012 )认为, 融合性网络技术所提供的强大的信息集

成结构 !强大的信息吸纳和信息整合技术将把网络世界各个时空零散状态的信息片断集成为

宏大而有序的信息体系"喻国明 (2olZc )认为, 跨媒介 !跨地域乃至传煤业与其他产业的跨界整

合将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彭兰 (2012c )认为 , 融合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合是为了更好的分, 通

过融合达到更高层次的多样化, 才是媒介融合的终极目标 "胡正荣 (201 2b )认为, 2012 年全球传

煤产业 , 已步入数字常态时期的转型与重组阶段, 全面数字化 !网络化 !移动化和全媒体化已成

为201 1年以来全球传媒产业的显著特征 "在全媒体发展方面, 蔡雯 (2012 b) 认为 , 传统煤体应在

/全媒体 0的探索中增强核心竞争力, 需要重新回到原点, 回到对新闻的重新认识上 "在产业发

展方面, 乌吓贺锉 (20 12b) 认为, 我国应以宽带战略的实施为契机 , 抓住3G和LT E发展特别是移动

互联网和智能终端普及的机遇, 推动IP v4 向IP v6 的过渡 "而三网融合的推进缓慢主要在于广电

和电信运营商的利益博弈 "其实如何适应互联网电视时代的发展, 才应该是双方在考虑三网融

合策略时最应该探讨的话题 (乌巧贺锉 , 2012 c) "谷虹 (2012b) 认为 , 以开放 !对等 !协作 !共享为

特征的 /平台模式 0将成为融合产业中最具竟争力的发展模式 , 而 /信息平台0这种新型产业组织

形式将成为三网融合产业竞争中的制高点"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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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体制与治理:探索更为开放的治理体系

这年,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继续从新媒体传播维度来探讨传播体制和传播治理问题, 并

取得了新的进展 "在传播制度和体制方面, 杨培芳等 (杨培芳, 何霞, 陈禹, 方美琪, 王明明, 2012)

认为, 我国网络融合进程的当务之急是建立 /国家综合信息通信管理机构 0, 创新治理机制, 形成

新的平台化治理模式"有观点认为, 政府微博管理需要调校思路和方法, 明确政府微博管理管与

不管的边界, 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议题应该开放多元化的观点博弈 (肖裙, 庞航宇, 2012) "在网络

中立方面, 有观点认为, 采取明确而统一的管理原则来寻求互联网治理的新平衡, 已成为世界各

国所需要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付玉辉 , 2012 ) "还有观点认为, 在互联网传播立法过程中, 自由

和秩序之间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 应是法律追求的终极目标 (董媛媛, 2012 ) "在传播治理方面,

李良荣等 (李良荣, 张盛, 2012 )认为, 面对公众大规模地涌入网络空间, 并走上政治舞台, 需要解

决的关键问题将是如何把大众有效地纳入社会治理体系之中"陈力丹等 (陈力丹, 曹文星, 2012a)

认为, 微博问政应是传统问政的补充和问政的辅助方式, 其关键在于各级政府和官员要有人民公

仆服务于民的意识 "喻国明 (2012 d) 认为, 新媒体为政府执政手段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可能 "在

互联网安全方面, 有研究者认为, 大数据已成为美国国家创新战略 !国家安全战略 !国家IC T 产业

发展战略以及国家信息网络安全战略的交叉领域 ,美国已确立了基于大数据的信息网络安全战略

(陈明奇,姜禾, 张娟, 廖方宇, 2012) "

七 !学术与研究:宏观脉络趋于清晰, 微观研究有所创新

这年, 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在新的历史空间对新媒体传播的理论维度进行了深入思索"

在研究的宏观方面 , 陈力丹等 (陈力丹 ,曹文星 , 201 2b) 认为, 新媒体使得空间极度压缩 , 不同

物理空间的人被聚合在同一个虚拟空间, 经历相同的虚拟场景;在社交范围扩大的同时, 人们

的社交圈则呈现集中的趋势;通过网络共享和分散资源的集中, 人们的自主参与得到提儿 童兵

(20 12b )认为, 当代新闻学应该在传统新闻传媒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有所发展 , 必须针对新兴传

媒的新鲜经验在理论上有所突破, 从而不断提升中国当代新闻学的科学性 !权威性和影响力"

李良荣等 (李良荣 , 郑雯 , 201 2) 认为 , 新传播革命本质上是传播革命资源的泛社会化和传播权

力全民化 , 以 /去中心一再中 :了 为基本特征 , 从而为执政党形塑了全新的执政环境 , 争夺传播

主导权成为国家的全新课题 "赵月枝 (2012) 认为, 改革时代依靠技术官僚以及与各种资本的重

新融合, 开启一场由上至下的 /数字革命 0, 去政治化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及其技术理性主导了中

国的 /数字革命 0"在研究的微观方面, 李良荣等 (李良荣 , 张莹, 2012) 认为 , 新意见领袖群体

是互联网催生的新的社会权力层, 具有巨大的社会动员能量 , 尤其在网络热点事件中发挥着左

右舆论的作用"新意见领袖群的出现是网络 /去中心化一一再中心化 0的必然结果 "而在公共议

题中, 周俊和毛湛文 (2012) 认为, 敏感信息的传播得益于网络传播整体架构的连通属性 , 更得

益于不同网络渠道自身特性的差异, 敏感度不同的信息, 侧重干传播的网络渠道也有所不同 "随

着敏感程度的高低变化 , 信息传播中主要借助的渠道也在发生变化 , 整个传播过程可以用螺旋

式上升的模型来表示 "在面对压力监管的情况下, 螺旋的规模相应变小 , 但在人际互动程度高

的渠道中, 敏感信息则依然保持着流动的状态 "有观点认为, 通过陌生人互动的视角, 通过对网

络陌生人情感正向性 !行动自由以及人际不确定性的特征把握 , 初步建构了一个从微观到宏观

的动力学模型, 从而为社会化媒体动员能力的突生性提供了初步的解释 (张杰, 2012 ) "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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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在以移动互联网传播为主导 !多种新兴信息传播技术为支持的新媒体传播发展阶

段, 随着新媒体传播技术 !网络 !产业的快速发展, 新媒体产品 !服务!应用均愈加复杂!丰富!

多元 "在此基础之上, 201 2年的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总体上表现得非常活跃, 中国新媒体传播

研究者对于这年的新煤体传播现象及其规律性进行了全面而深人的研究, 为进一步推动中国新

媒体传播的发展奠定了理论研究的新基础 "

(责任编辑:陆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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