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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异军突起，各种传统媒
体消亡论甚嚣尘上。然而，新媒体内容资源的缺乏与鱼龙混
杂，却显示了它与主流媒体仍有相当差距。究竟，谁才是食物
链的高端？有一点可以肯定：传播界的新技术革命已经拉开
帷幕。面对新媒体的雷霆之势，电视媒体应尽快认清形势，扬
长避短，以实现自身的发展与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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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媒体的界定，至今没有定论。简单地说，它是新的
技术支撑体系下的媒体形态。具体地说，它是在传统媒体的基
础上结合当前先进的科学技术，有效地实现了文字、图片、声
音、图像等传播符号和手段的有机结合，消解了信息发送者与
接收者之间的边界，解除了各种地域文化差异的传播中介。

以互联网为新媒体的代表，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赢得了
传统媒体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拥有的受众群，以锐不可当的
速度汹涌而来。而微博的产生，更是将电视概念推上了“消融
说”的高峰。有人说，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是带有毁灭性
质的。的确，如今的网络已成大多数年轻人了解资讯的主要
途径，因为它的速度、它的便捷，也因为它可以不断地被重复
利用。然而，作为主流媒体，电视也早已做好应战的准备，合
纵连横的战略可以说是堪称完美。先是寻求与其它传统媒体
的合作，联手广播、报纸，捍卫传统媒体的原有版图；再者是
积极融入新媒体的平台，在内容平移网络的基础上加以互
动，最终实现华丽转身，产生新一代的电视新媒体。在以市场
为主导的竞争环境下，机遇与挑战并存，练好内功，整合资
源，才是电视媒体实现发展的突围之路。

一、电视媒体所面临的挑战
2010 年，各门户网站的微博呈井喷状态，堪称“中国微

博崛起元年”。 2011 年 4 月，新浪市值受微博业务激励，每
股价格在大洋彼岸暴涨 40 美金。[1]根据《新媒体蓝皮书：中国
新媒体发展报告（2012）》显示，中国微博用户接近 3 亿，成为
世界第一大国。如今，诸多新闻事件跳过传统媒体直接为公
众所熟知。因而，早在 2007 年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比尔·盖
茨就曾“大胆”预测，“5 年内新媒体将颠覆传统媒体的地位”[2]。
话虽极端，却向人们传递了一个信息：传统的电视媒体确实
存在衰退的迹象，在“内忧外患”的传媒环境中，电视媒体正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受众分流
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有效突破传统电视节目固有的

“时间围墙”、“空间围墙”、“身份围墙”，以席卷之势蚕食传统
的电视受众，尤其是年轻的观众。截止到 2012 年 11 月，中国

网民数量 5.68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40%。这一庞大的数字表
明，受众的分流已成定局；而另一方面则说明了，对新兴媒介
的接触和使用，是以减少对传统媒介的接触和使用作为代价
的。

（二）广告分流
从近年整体收视市场的观众来看，青年和老年观众收视

量变化呈两极分化，15—34 岁的观众每日收视时长逐渐萎
缩，平均以 6—7 分钟左右的幅度逐年减少。[3]35 岁以内的观
众是求新求变、最有创造精神和消费潜质的群体，这部分观
众收视时间的缩短，使电视这个曾经的传媒王者，正面临着
广告市场的重新配置。事实证明，网络媒介与电视之间的市
场争夺战，必定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三）舆论引导能力弱化
近年来，电视新闻在开展舆论监督、关注社会问题上锐

气不足，反应不够敏锐，逐渐消钝。而网络新闻凭借其灵敏的
反应、开放的空间与全民的参与，渐渐成为传统媒体新闻线
索的重要来源，如“华南虎”事件、“杭州飙车案”、“许霆案”乃
至不久前的“7·23”动车事件等。电视这个传统的主流媒体，
由于时效功能的不足，开始出现舆论引导能力弱化的迹象。

二、电视媒体迎来的新机遇
纵观人类传媒发展史，任何一种新兴媒体的产生，都会

对传统媒体造成强烈的冲击，导致传媒格局的重新排列。然
而，最终的结局却只有一个———各种媒体共生存，谋发展。尽
管网络新贵有着强大的灵活性与互动性，然而，不得不承认
的是，短期内中国电视媒体的强势地位仍难以撼动。面对新
一轮的传媒洗盘，在新媒体的推动下，电视也迎来了难得的
发展机遇：

（一）强大的公信力
电视媒体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承担着政府宣传、舆论

监督的职能，具备强大的公信力；网络媒体自产生的那一天
起，就存在信息良莠不齐、垃圾丛生的现象，使人对信息的真
假难以辨别。在新媒体环境下，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公信力将
是电视媒体对抗新媒体的重要砝码。

（二）潜在的农村市场
电视是中国覆盖范围最广的媒体，其人口覆盖率是

94.61%，潜在收视人口是 11.54 亿。[3]在农村，网民的数量仅
3 千万左右，所占比例还不足 5%。因而，影响中国的媒体仍
然是电视。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中，电视媒体还将伴随着农
村市场的成长而继续拓展领地。

（三）催生改革动力
在尚未取得新闻采集资格的条件下，网络媒体的原创新

闻仅 20%，而转载或引用传统媒体的资源才是它的主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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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因而，各个门户网站在忙于跑马圈地的同时，主动加强与
传统媒体的合作。其强强联合的目的就是想获取庞大稳定的
内容资源并加以转化，再从传统媒体的受众中获利。因而，新
媒体的崛起催生了电视的融合与改革。

三、电视媒体的突围之路
数字化的今天，新媒体以其毫无门槛的传播方式，动摇

了电视媒体的主导地位，更分流了大部分的年轻观众。同时
让传统的电视媒体有了反思的机会。要实现电视媒体的突围
与华丽转身，就要实现直播的常态化、增强内容的深度报道，
还应加强媒体间的合作，尤其是借用新媒体的平台加强与之
融合。

（一）维系公信力
媒体公信力，即传媒和传媒内容在受众中的信任度和权

威性。新闻产品是一种信任产品，维系公信力是传统的电视
媒体在市场竞争中制胜的重要因素，也是发挥舆论导向作用
的前提与保证。作为传统媒体中的强势媒体，电视的可视性、
制作能力、播审制度以及它的把关人的角色定位，都是确保
新闻、信息真实权威的关键。因而，电视所具备的舆论导向性
是新媒体无法比拟的。郭炜华在《新媒体基本特质及发展趋
势》一文中提到：“面对海量信息，人们更依赖或者说更喜欢
用专业的媒体组织和媒体专家来搜集、分析和诠释信息。[4]专
业记者、编辑、主持人的名字、声音和脸，将从信息的海洋中
升腾而起，显示出强大的号召力和市场价值。”这也恰恰证明
了传统媒体的优势所在，其每一个制作团队乃至普通的编导
都体现着电视媒体的公信力与品牌的号召力。因而，公信力
的维系是电视继续领跑市场的关键。

（二）实现直播常态化
电视直播是指播出与报道对象的信号通过电视进行同

步传输的一种报道方式，其最大特点就是将现场的声画同步
播出，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与现场感。一个直播常态化、不间断
播出的新闻频道其实就是一个内容不断更新的网络。新媒体
时代，直播报道不仅发挥了电视媒体的优势，还因其直观、及
时性等受到观众的青睐，更成为电视媒体参与媒介竞争、抵
御新媒体的最有效的形式。据调查，北京申奥成功之夜的直
播，收视率超过了 70%，“9·11 事件”发生后的 24 小时里，美
国 CNN 有线电视网和美国其它的几大广播公司的电视收视
率，创下了历史最高记录 86％。虽然网络也可以进行直播，但
它的内容资源远不及电视丰富，而画面效果也难以与电视相
抗衡。

（三）积极开拓农村市场
在收视率至上的今天，农民这个最大的受众群正被各种

媒体忽视，成为当代大众媒介传播中的“弱势群体”。随着
“村村通”工程的推进，电视媒体已成为农村当前最现实、最
有效的传播方式。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因传播农村新
闻、普及农业知识而备受关注的频道。农村市场这一巨大的
蛋糕正等着电视传媒去开发。为此，在对农的传播过程中，要
着眼于满足农村受众，为农民服务，尤其要注重加大国家对
农政策以及与农民有关的生产生活等信息需求。同时，要增
加节目的对农亲和力，包括节目包装、语言风格、主持人特色
等方面，让节目真正贴近农村，走进农民。随着经济的发展，
城市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农村传媒市场将逐渐由潜在市场变
成容量巨大的现实市场。

（四）加强与传统媒体的合作
加强传统媒体之间的合作，构建全方位的信息系统，早

已成为传统媒体抵御新媒体的共识。电视应发挥自己的视频
特长，通过与其他传统媒体的合作嫁接出新的电视栏目形
态。而“读报节目”就是一种依靠电视平台，将电视、报纸这两
种传统类型加以融合的节目形态。它有机融合了平面媒体的
深度、广度与电视媒体的大众化、形象化，使新闻信息的表现
形式变得更加形象生动而又富有内涵。另外，电视还应实现
跨区域的本体整合，以扩大重点宣传和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例如，福州电视台与泉州电视台联合购买新剧、好剧，以对抗
福建省电视台的电视剧独霸八闽的局面。

（五）加快与新媒体的融合
新媒体时代，汹涌的民间影像正在挑战专业的电视采编

制作，DV、手机拍摄随处可见，信息传播“无孔不入”。尤其是
140 个字的微博，这种新型的互联网交流工具，正在改变我
们的生活、我们的沟通方式，以及沟通范围。2012 年 9 月，
“第五届 10+3 媒体合作研讨会”在长春召开，东亚媒体联手
应对传媒变革。[5]会议传出了一个共同的声音，“新媒体的浪
潮已经来临，传统媒体的应对方式不是排斥而是去融合它，
包容它，利用新媒体的平台来扩充和发展自己。”因而，电视
媒体要树立“大资源观”，因势利导，在向新媒体过渡的同时
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民间资源扩张自己。例如，凤凰卫视的
《网罗天下》，节目主体基本上是主持人与网页；内容是全球
各地的网站、论坛等有价值的信息；而形式是文字、MP3、
Flash 动画等。整档节目活泼生动，还不失知识性。该节目为
大家提供了一种融合网络资源的新型电视制作思路，发挥了
电视低进入性的优势。另外，应尝试西方电视台将公民新闻
与职业新闻相整合的办法，在所办网站提供上载空间和主题
社区，将有价值的“微内容”经筛选后在频道中播出，如 BBC
新闻网站的 Your News，YourSay，Your Pics 专区。例如，
2005 年 7 月 7 日，伦敦地铁发生连环爆炸，BBC 头条新闻最
初采用的图片就是一位游客用手机拍摄传出的照片，虽然不
是非常清晰，但影响力巨大。

总之，喧嚣的媒介环境打破了昔日电视一枝独秀的时
代，却在新的领域以新的方式拓宽了电视的生存空间。机遇
与挑战并存，对于明天的电视人来说，把握自身的特点，借助
新技术的支持，整合内容资源，创造性地发展自身的融合内
容业务，才是电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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