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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趋势新趋势

当前，微博、微信、微视频等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微应用大行
其道，已经成为主流的传播方
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
传播研究所主编的新媒体蓝皮
书《 中 国 新 媒 体 发 展 报 告

（2014）》日前在京发布，这是国
内首部全面关注中国新媒体发
展状况的年度报告，此次发布的
是第五卷。

今年的新媒体蓝皮书分为
总报告、热点篇、调查篇、传播篇
和产业篇五个部分，汇集了国内

50 多位新媒体前沿观察者的研
究成果，呈现了当今中国新媒体
发展的最新情况。

蓝皮书认为，2013 年以来，
中国新媒体发展进一步呈现移
动化、融合化和社会化加速的态
势。在这种态势下，中国新媒体
出现了四个显著的变化：其一微
传播成为主流传播方式，其二传
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正在加速融
合，其三新媒体的社会化属性增
强，其四新媒体安全成为最重要
的国家战略。因此，基于新媒体

的微传播已经成为促进中国社
会发展的新动力。

蓝皮书全面关注了移动新
闻客户端、微信、大数据、4G 应
用、新媒体产业、网络谣言、互联
网金融等热点现象，探讨了新媒
体强国战略、媒体和经济产业升
级、微传播和网络助政、新旧媒
体传播格局等问题。蓝皮书以
详实的数据表明，移动互联网已
经成为中国新媒体发展的新引
擎，不仅催生了新型的娱乐、通
讯、媒体和消费文化，更加速了
产业融合。因此，蓝皮书明确提
出，由于新媒体的稳步发展和移
动化趋势的加快，当前中国已经
进入了“微时代”，微传播、微政
务、微支付、微电影和微视频构
成了 2013 年中国新媒体发展的

“微时代”景观。
微传播时代的到来给传统

媒体的发展和转型带来了更深
刻的影响。2013 年以来，中国
多元媒体共生互融的态势更加
明显，中国新闻媒体加速数字
化、网络化、移动化、社交化和融
合化发展，主流媒体新闻网站和
商业新闻网站共生的新闻传播
大格局已经形成，无论在覆盖人
数、访问次数、页面浏览量、访问
时长等方面都已经形成两足鼎
立的新格局。同时，各大主流媒
体纷纷进军“微传播”领域，人民

日报、新华社和央视新闻等组成
了“微传播国家队”，而央视新闻
频道微信公众账号的开播也引
起了广泛的反响。

2013 年是大数据技术落地
之年，也是接轨商业应用的快速
发展阶段。国内多家数据平台
相继进行大数据投资，目前国内
网民数据的市场价值达到 16 亿
元。随着大数据技术的逐渐成
熟，市场体量将进一步放大，到
2020 年网民数据的价值将突破
300 亿元。2013 年，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等国内三
大电信运营商获颁 4G 牌照，将
会给以信息传播业为主的行业
带来重大机遇和挑战。

蓝皮书预测，未来 5-10 年
是我国从新兴媒体大国走向新
兴媒体强国的过程。在此期间，
新媒体对于国家发展的制高点
地位将日益显现，适时出台新媒
体发展国家战略对于新媒体产
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长期的决定
性意义。同时，网络空间安全涉
及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我
们面临的新的综合性挑战，中国
需要树立新的网络空间安全观
和战略意识。加强网络空间安
全立法，是我国在新一轮国际竞
争中获得信息技术制胜能力的
重要保障。

（据新华社）

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显示

媒体加速融合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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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加速融合步伐

石中玉

不买报纸、不打开电视或电脑、
不掏出智能手机，你该如何看新
闻？“可穿戴技术”给人们提供了一
种新选择。

随着可穿戴技术的迅速发展，
一些新闻供应商开始着眼于这些设
备。一些新的应用程序已经能够支
持智能手表或智能眼镜，向希望获
取最新消息的人推送动态新闻或整
篇报道。

法国新闻推送应用程序“共和
新闻”首席执行官吉勒·雷蒙告诉记
者，他们正在全力研发应用于智能
手表上的新闻应用程序。雷蒙在法
国开发出“共和新闻”应用程序，随
后把市场扩展至欧洲其他国家、北
美洲国家和中国。这一应用程序新
闻来源包括法新社、卡塔尔半岛电
视台、路透社、美联社等 100 多家媒
体。

新闻聚合应用软件“新闻 360”
的首席执行官罗曼·卡拉钦斯基同
样看好可穿戴设备的前景。但卡拉
钦斯基着眼于动态新闻的快速推
送。“我们希望改变你去寻找信息的
形式，让有用的信息来找到你，”卡
拉钦斯基说，最新发行的安卓穿戴
设备平台已经允许“新闻 360”向智
能手表用户推送消息。

这些消息满足用户快速获取新
闻的需求，不论是体育比赛比分、
股票市场变化还是突发新闻。用
户想要阅读新闻时，不用再去口袋
里拿智能手机了，现在只需看一眼
手腕或者谷歌眼镜，这是非常不同
的体验。 （据新华社）

把新闻“穿”上身

陈赛

机器人写作这种事情，20 年前
还是科幻小说的情节，如今正迅速
变成一个简单的事实。据称截至今
年底，美联社将用机器人完成 4400
篇财报新闻，效率是人类记者的 15
倍。

机器人到底是怎么采写故事的
呢？首先要采集大量高质量的数
据，建立一个庞大的数据库。然后，
从这些数据中“计算”出哪些有新闻
价值，哪些只是噪音而已。再选择
故事的“角度”。然后，将当下的数
据嵌入模版，并按“元作者”提供的
词汇生成句子。

一直以来，我们都相信人类与
文字的关系如此独特而深刻，没有
任何程序能够复制写作的体验。但
在分析这些算法的过程中，你会惊
奇地发现，写作的过程，尤其是新闻
写作，从故事的构思、素材的采集、
组织与整理、文章结构的处理，到最
终的遣词用句，大都有模式和规则
可循。

当然，我们人生每一个短暂的
瞬间都沉浸在机器所无法量化的

“数据”之中——呼吸、走路、阳光透
过枝桠照到脸上的感觉。机器可以
根据格式和语法规则写一首诗，或
者一篇小说，可以选择华丽的词汇，
写出流畅的句子，但不会对任何一
个词的优美，或者一个句子的独特
产生满足感。

全世界的数据加起来，也无法
让一个程序理解爱、悲伤或恐惧。
真正的新闻佳作最终都是关于人
的。 （据央视）

机器人记者来了

跨行业发展
一些纸媒通过跨行业发展，提

升竞争力。进入葡萄酒行业的《福
布斯》杂志就是典型案例。《福布斯》
杂志联手葡萄酒网上批发商，创立
了福布斯葡萄酒俱乐部。首先会员
会被赠予葡萄酒用于品鉴，随后会
员品评后的分数、品酒笔记将被发
布到官方网站上。网站对每位会员
的品酒笔记进行整理，并在网站上
形成每个会员的葡萄酒口感偏好一
览表。 （据《传媒评论》）

面对数字化带来的冲击，传统
纸媒为在这个时代更好地生存必须
经历“重生”。国外传统媒体为应对
互联网和新媒体对新闻环境的影
响，已经采取各种方式转型应对。

纸媒探索
数字融合

移植新闻APP
纸媒开发、运营新闻APP，将母

体的内容和品牌移植到该移动客户
端，借此实现自身的移动化。已有
包括《纽约时报》、《GQ》在内的多家
纸媒表示旗下的 APP 已经开始盈
利，而另有超过半数的发行商预计
将在未来两年实现盈利。目前，包
括APP、网站等数字广告收入，约占
美国报纸广告收入总量的11%。

交互式新闻纸
电影《哈利·波特》中有一种“魔

法报纸”，报纸上的图像和文字可以
像电脑显示屏上的显示内容一样活
动。2012年，英国剑桥的Novalia公
司推出“交互式新闻纸”，为印刷和
数字媒体的结合提供了一座桥梁。
当年 9 月，这家公司制作了约翰斯
顿出版社的《兰开夏郡晚报》，并在
上面印刷上了“按钮”。当读者按下

“按钮”的时候，报纸就会播放音频
读出纸上的文字。同时，“按钮”上
面还集合了“分享到脸书”、“故事评
分”和“排名”等交互功能。

高筑“付费墙”
2011 年 3 月，《纽约时报》启动

“付费墙”(paywall)，读者需要支付
15 至 35 美元不等的月费，才能阅读
该报网站的大多数内容，将大多数不
愿花钱的用户挡在了优质内容之
外。在APP方面，2013年6月《纽约
时报》宣布对旗下移动端App实施收
费，非缴费订户虽然可以浏览首页以
及新闻摘要，但最多只能免费阅读三
篇文章。如果用户希望成为缴费订
户，客户端将提供七天免费试用期以
访问阅读客户端的全部文章。

本报乌镇11月19日电
记者 曾福泉

暮秋的凉风吹过乌镇的水
面，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第一天在
江南小镇的晨光中拉开帷幕。
大会首个分论坛——“新媒体
新生态”被安排在大会开幕式之
前举行，被称为“大会的序曲”。

会场里水泄不通。每个人
都在摆弄智能手机：用它录音、
搜索嘉宾的背景资料、拍摄会场
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我
在现场”、查阅论坛的议程、发送
即时写成的快讯⋯⋯此情此景
提醒着人们：互联网已经彻底改
变了我们生产、传播和获取信息
的方式——这正是此刻嘉宾们
谈论的主题。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人民网
董事长马利说，18“岁”的人民网
在新媒体的业态中，已经传统
了，“人民日报的法人微博现在
粉丝已经超过 6000 多万；客户
端上线才不到半年，粉丝数已经
突破 1000 万。人民日报系的社
交媒体用户总数超过 1 亿。”新
华网总裁田舒斌、光明日报副总

编辑陆先高等，均分享了各自代
表的传统媒体在转型升级和媒
介融合中所做的努力。

这是大势所趋。正如造纸
术和印刷术一样，互联网技术将
再一次重塑媒体形态。我们已
经可以眺望这样的远景：人们可
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意
使用终端获取信息，传递信息。
未来，手表、戒指、眼镜、汽车、房
子甚至一切物体都可以变成媒
介的入口和出口。

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可以实
现充分的定制化。马利向坐在
台下的“今日头条”CEO 张一鸣
表示祝贺，认为这个年轻的传媒
从业者把握了未来的趋势。“今
日头条”这款应用记录了用户在
搜寻信息中的一举一动，分析用
户的兴趣，再投其所好地推送内
容，往往“一猜即中”。而百度副
总裁朱光在自己的演讲中则进
一步介绍了用户内容的定制是
依靠怎样的技术实现的。这说
明，中国的新媒体产业已经具备
了这样的能力，可以发掘用户的
需求并满足它们，由此获得产业
长久发展的动力。

“国字号”传统媒体负责人
的演讲还传递出一个信息，那就
是专业媒体人清醒地认识到，过
去那种一对多的大众传播方式
已经式微。借由 Web2.0 技术，
再草根的个体都可以发出自己
响亮的声音，并总能被人听到。

优酷土豆网 CEO 古永锵就
是这样一个代表，他通过为怀有
梦想的普通人提供在互联网上
展示自己的渠道而获得商业成
功。古永锵在今天的演说中表
示，像土豆优酷这样的互联网视
频网站在帮助中国青年人实现
梦想的同时，也为中国互联网带
来了大量原生的本土内容。

“我们看到青年的梦想：诉
说、歌唱的梦想，做导演的梦想，
展现才艺的梦想，作为一个粉丝
和偶像互动的梦想⋯⋯”古永锵
说，“如何实现它们——这就是
新媒体时代的新业态，是新的媒
体环境中的价值观，是新的行业
格局。”

业界大佬的演讲似乎多少
会带着点“自吹自擂”的嫌疑；学
者的发言则带来深思和追问。
北京大学教授胡泳在发言中表

示，中国的新媒体产业与发达国
家尚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的新
媒体企业在发掘和培养用户需
求，不断刺激网民消费这一点上
已经获得巨大成功；相比之下，
新媒体技术服务于生产力的程
度还远远不足。”

“中国最成功的电子商务企
业阿里巴巴的负责人曾经展示
了一个图，是一个巨大的黑洞。”
胡泳解释说，“这个黑洞的中心
是消费，从里到外逐步影响到物
流、零售、交通，以后还会到金
融、房地产、制造业和能源。”可
以看出，我们的消费已经发生了
革命，但是距离革命生产力还比
较远。

从世界范围看，一种巨大
的创新已经开始。原子——现
实世界，比特——虚拟世界，正
在发生极度深刻的交融，信息
的交换大大超过了产品的交
换。“原子的比特化，和比特的
原子化：这是同时进行的两个
趋势，也就是硬件和软件的充
分融合与转化。”胡泳提醒说，
这是中国新媒体产业追赶世界
差距的大背景。

直击互联网大会新媒体论坛——

新媒体，开启私人定制

新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