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介融合研究的对象与基本问题

第一节 媒介融合研究的对象

一、媒介融合的概念与内涵

  自 1978 年 麻 省 理 工 学 院 的 尼 古 拉 · 尼 葛 洛 庞 帝(Nicholas
Negroponte)教授绘制了分别代表广播电影产业(BroadcastandMotion
PictureIndustry)、计算机产业(ComputerIndustry)、印刷出版产业

(PrintandPublishingIndustry)三个相互交叉的圆环,并提出了“这三

个产业 正 在 走 向 融 合 这 一 聚 合 过 程”①起,关 于 媒 介 融 合(Media
Convergence)的研究就逐渐走进全世界相关领域学者的视野中。

Convergence一词最早出现在科学领域,如1713年英国科学家谈

到光线的汇聚或发散(ConvergencesandDivergencesoftheRays)时使

用到它②,随后运用到了其他学科。1983年,普尔(IthieldeSolaPool)
在《自由的科技》(TechnologiesofFreedom)一书中详细阐述了“融合模

式”(theConvergenceofModels)这一概念,并让融合(Convergence)这
个 话 题 受 到 更 多 人 的 关 注。他 认 为 由 电 子 技 术 (Electronic
Technology)带来的传播革命正在进行中,这是一种历史上、法律上以及

技术上的融合,电子技术将原有的所有传播模式融为一个大系统(One
GrandSystem)③。尤菲(David.B.Yoffie)认为融合是“运用数字技术,
将原来不同产品的功能统一起来”④。有学者提出“融合是至少电话、电

①

②

③

④

BrandS.TheMediaLab:InventingtheFutureatMIT[M].NewYork:VikingPenguin,1987:11.
宋昭勋.新闻传播学中Convergence一词溯源及内涵[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6(01):51-53.
PoolIDS.TechnologiesofFreedom[M].Cambrige:HarvardUniversity,1983.
YoffieDB.CompetingintheAgeofDigitalConvergence[J].CaliforniaManagementReview,1996,38(4):

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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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和电脑这三种重要技术的互补”①。在尼葛洛庞帝和普尔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在传媒、

计算机、电子通信产业中,业界人士也逐渐接受、慢慢实现着融合这一现象。直至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这一概念被明确提出。

随着对媒介融合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媒介融合不仅是技术上的融合,更是产业、

受众、市场等方面的深度融合。詹金斯(HenryJenkins)强调媒介融合不是简单地使用电

子检索信息,它是从技术、经济、社会、全球化以及文化五个方面产生的融合②。斯多伯

(RudolfStober)也提到新兴媒体的产生不是技术发明的结果,它是发明(Invention)、创新

(Innovation)以及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结果。他认为技术、文化、政治以及经济

因素决定了新商业模式的形成。埃里森等人(Allison,A.W.Ⅲ,DeSonne,M.L.Rutenbeck,

J.&Yadon,R.E.)则将媒介融合看成一种商业趋势(BusinessTrend),这一趋势“将原

来独立的产业通过兼并收购、合作、战略联盟等方式融合在一起”③。2001年,美国新闻学

会媒 介 研 究 中 心(TheMediaCenteroftheAmericanPressInstitute)主 任 纳 迟 森

(AndrewNachison)把媒介融合定义为“印刷、音频、视频和交互数字媒体服务和组织间的

战略层面、运作层面、生产层面以及文化层面的整合”④。高登(RichGordon)从产业层面、

管理层面、运作层面和实际操作层面不同维度出发,把媒介融合分为五种形式:所有权融

合 (Ownership Convergence)、策 略 性 融 合 (TracticalConvergence)、结 构 性 融 合

(StructuralConvergence)、信息采集方式融合(Information-GatheringConvergence)、新

闻表述形式融合(StorytellingConvergence)⑤。

国内关于媒介融合的讨论,自21世纪初期就有学者涉入。2006年,宋昭勋就新闻传

播学中的Convergence一词做了溯源,并对国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由于有西方早前相

关研究可以借鉴,我国学者对媒介融合概念的探索更多是对媒介实践的呼应与引导。彭

兰认为媒介融合应将媒介产品“从信息产品向全方位产品延展、从单边产品向双边产品延

展、从大众化产品向个性化产品延展”,实现“信息终端的变革”以实现媒介融合中的“支点

设置”⑥。支庭荣指出在数字化背景下,传统媒体可通过“战略联盟、技术研发以及并购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BolterJ D,Grusin R.Remediation:Understanding New Media[J].Corporate Communications:An
InternationalJournal,1999,4(4):208-209.

JenkinsH.ConvergenceCulture:WhereOldand New MediaCollide[M].2nded.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Press,2008.

LugmayrA,ZottoCD.MediaConvergenceHandbook-Vol.1&2[M].Berlin:SpringerBerlinHeidelberg,

2015.
NachisonA.GoodBusinessorGoodJournalism? LessonsfromtheBleedingEdge[Z].HongKong,A

presentationtotheWorldEditors’Forum,2001.
GordenR.The MeaningsandImplicationofConvergence[G]//KevinKawamoto.DigitalJournalism:

EmergingMediaandtheChangingHorizonsofJournalism.Lanham: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2003,57-74.
彭兰.媒介融合三部曲解析[J].新闻与写作,2010(02):17-20.



第一章 媒介融合研究的对象与基本问题 3    

投资的方式”①实现融合,从而进入新媒体市场。相关研究同样提出传媒产业融合经历了

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到产业融合或市场融合的过程②。
通过梳理发现,媒介融合是基于传统传媒产业中各种媒介相对分立的状态而发生的

一种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传统传媒产业中,一种媒介产品拥有一个特定的生产环境和

运营平台,不同媒介之间很难进行联合生产与共同运作。随着互联网技术与数字技术不

断发展与成熟,最终可通过数字技术将不同媒介内容呈现形式(文字、图片、声音、视频)进
行数字化转化,成为新的数字媒介产品,从而打破了原有的不同媒介间的边界,使得媒介

融合得以实现。
因此,媒介融合应是一个涵盖了微观、中观与宏观层面的产业发展实践活动,是在网

络化、数字化背景下进行的媒介形态、媒介内容生产流程、媒介运营机制和媒介产业结构

之间的融合行为,是通过技术创新、机制创新、制度创新实现的传媒产业升级发展的过程。
这一变化过程也带来了媒介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对媒介发展未来指向的重新思考。

二、媒介融合的主体

主体是与客体相对应的概念,马克思在描述两者关系时提到:“主体是人,客体是自

然”③,而实践是连接主客体、并使其相互作用的基础。在多种实践活动中,具有创造性和

创新性的实践活动是更具有能动性的,是判断主体性的一条重要标准。除了实践维度外,
在讨论主体性时也应关注其价值维度和社会维度的意义④。在实践过程中,主体应通过

实践活动满足自己的需求,从而实现其价值;并应从社会角度来看待主体与客体、主体与

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自身的发展。
在媒介融合这一实践过程中,其“主体”应具有以下特质:(1)是实践活动的主动者;

(2)其实践活动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3)对实践活动的开展有自我目的和价值判断;
(4)其实践活动与社会利益紧密相关。

媒介融合作为一个传媒产业升级发展的过程,参与到这项实践活动的主体主要包括:
(1)传统媒体机构。面对互联网的出现,以报刊、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机构

主动进行了数字化、网络化转型。它们对原有产品进行升级,创造出了一系列新的媒介产

品;在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上不断创新,在内容生产、组织结构、所有权形式等方面不断寻

找新模式、探索新路径;面对传媒产业生存环境,寻找和重新定位其自我价值,重新思考其

与受众、社会之间的关系,调整发展逻辑。
(2)通信与互联网企业。20世纪70年代,随着通信技术与计算机技术革命,学者们

展开了通信、传媒、计算机产业间的产业融合畅想。进入20世纪90年代,基于互联网、数
字化技术的持续发展、产业边界不断模糊,通信与互联网企业成为媒介融合的另一主体。

①

②

③

④

支庭荣.新媒体不是传统媒体的延伸———融合背景下“转型媒体”的跨界壁垒与策略选择[J].国际新闻界,

2011,33(12):6-10.
肖叶飞,刘祥平.传媒产业融合的动因、路径与效应[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36(01):68-7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骆郁廷.马克思主义主体性理论的三个维度[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6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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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在技术进步与市场需求的双重作用下,基于对自身发展的满足,推动了媒介产品在传

播渠道、产品形态、生产流程上的革新,并在数据的挖掘和运用上实现突破,充分发挥数据

价值、拓展了传媒产业更多的价值维度。在技术上的引领地位也为媒介融合的未来发展

开启了更多可能性。在通信与互联网企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服务受众、寻找

自身在社会中的价值是推动它们进行实践活动的主要动力。
(3)受众/用户。互联网带来的技术赋权使得受众在媒介融合过程中成为具有主动

性、创新性、创造性的实践主体。受众的需求是推动媒介融合的一大动因,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媒介产品与服务的发展方向。在媒介融合进程中,受众不仅转变为用户,亦成为媒

介产品与服务的生产者,他们为传媒机构生产了大量的有价值的内容,成为传媒业生产环

节中不可缺失的一环。
(4)政府。媒介融合是依靠技术创新而形成的产业发展的实践活动。在这样的活动

过程中,在技术的运用程度、技术普及推广力度、产业政策调控、行业间相互合作等方面,

都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通过制度设计、颁布法案等方式对媒介融合和传媒产业发展进

行引导,实现企业利益、产业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创造更大的社会福利。

三、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与媒介融合

发展观是对什么是发展、应该怎样发展、为了谁去发展等重要问题所进行的理性化思

考。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解释并说明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

位、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过程及其未来理想社会等基本问题。当我们对媒介融合问题进

行思考时也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对于指导、引领媒介融合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

价值。

(一)媒介融合中什么是发展的问题

马克思将技术的产生和发展置于当时的生产关系和现实历史文化背景中去思考,认

为技术不是独立于社会的存在,它是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产生于社会生产和生

活的需求。而机器的使用带来的最大作用在于对社会分工和协作的根本改变,对社会管

理方式和组织方式引发的巨大变迁①。马克思提到社会是一个由政治、经济、文化、生态

以及其他多个领域相互相联系而组成的有机体,是一个自身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有机体②。

整体性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观察和解决发展问题的首要方法,其认为发展必须是社

会的各个领域各个组成部分的全面发展。

媒介融合的进程,就是技术作用于媒介产品革新、生产流程、组织制度和产业结构的

过程,是传媒产业升级发展的过程,其中同样必须思考整个产业从微观到宏观的各层面、

从受众到社会各相关角色的发展问题。媒介融合本身,亦是关系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发展的方方面面的实践活动。因此,坚持整体性原则是思考和解决媒介融合问题的基础。

①

②

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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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介融合中应怎样发展的问题

马克思强调技术对社会文明发展有着巨大推动作用。无论是社会分工的产生还是国

家的出现,本质上都是技术或工业在社会生产中应用的结果。①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指出,

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生产力,生产力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生产力的发展程

度决定着社会关系、社会形态、社会制度以及社会意识。技术则是人类活动的一种最基

本、最重要的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劳动手

段,是一种生产力。② 技术在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中具有首要地位。它直接根植于

人与自然的能动关系,直接存在于人类生活和生产过程中,直接作用于人类生活关系的形

成、存在和发展。③

媒介技术本身也是一种对人、对社会发展很重要的生产力。创新则是生产力发展最

强推动力,是发展的核心动力。创新是推动媒介融合进程的首要力量。由于数字技术发

展所引起的传统媒体困境、传媒产业发展等问题,需要依靠技术创新、流程创新、制度创新

作为解决工具,需要不断思考如何进行创新活动以提高传媒产业生产率,实现产业的更好

发展。因此,也应将媒介融合当作社会中的一股创新力量,思考其如何作用于社会各

环节。

(三)媒介融合中为谁发展的问题

在回答发展本质的问题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是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特质。因此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马

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核心问题和最高价值,发展最终是人的发展。

媒介融合过程中,无论是内容生产的创新还是媒介价值的重构,同样应是一个强化人

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过程。推进媒介融合进程、讨论媒介融合议题,亦应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其最终目的同样是解决如何实现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问题。

因此,媒介融合实践活动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实践活动;对其的思考与设计,

也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作为指引。

第二节 媒介融合研究的基本问题

一、媒介融合的基本规律

  通过上一节对媒介融合的概念梳理可发现,媒介融合实践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

(1)微观层面。这里的媒介融合主要强调以技术改革作为主要作用手段,在媒介产

品形态上进行的产品调整与产品创新行为,即依靠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

①

②

③

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7.
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4-2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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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技术,改革现有媒介产品、开发多媒体媒介产品、寻找产品发展方向、打造产品体系。
(2)中观层面。这里的媒介融合主要强调在产品创新的基础上,从业务流程、组织结

构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体系重构、所有权改革等,以适应新技术环境下的媒介发展规律,
是操作性、流程性、战略性的融合实践。

(3)宏观层面。这部分的融合实践活动分为两个角度。一个是从媒介融合的主体出

发所进行的传媒产业、电信产业、计算机产业、互联网产业等与媒介融合相关的产业结构

调整和产业间的融合行为。另一个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对媒介融合实践活动进行监管和

规制的行为。相关部门和机构在衡量媒介融合所产生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后,就相关

法律设立、制度安排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
因此,媒介融合作为一种由技术创新引发的产业发展实践,具有以下基本规律:
(1)创造性是基本推动力。媒介融合就是把新技术应用于传媒机构生产经营活动中

的一个过程,其本质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创造性和创新性的构思和决策过程。技术的进步

需要生产活动中各层面相互协作、共同努力将技术创新转化为生产力。创造性是决定技

术运用、产品创新、生产效益提高、社会福利改善的基本推动力。
(2)连续性是基础保障。从产业发展来看,任何创新和改革活动都是以前人的成功

为基础的,而其价值也体现在后继的经营成果中。在媒介融合的各个阶段、各个环节、各
个层面都有着内在联系,都表现出整体性和连贯性。连续性是确保媒介融合可持续进行

的基础保障。
(3)跳跃性是显著特征。媒介融合是一项依靠技术创新驱动的实践活动,技术的本

质改变会使技术机构和生产效益得到质的飞跃。这种跳跃性往往导致技术升级,从而形

成以产品升级、结构调整、价值重构为表现的产业发展的阶段性呈现。跳跃性是媒介融合

实践中传媒机构所呈现的显著特征。
(4)规模性是经济基础。媒介融合作为一种技术创新与生产经营相互渗透和交叉的

实践活动,其投入的各类资源必须达到一定规模,才可能产生有效率的成果输出;同时,成
果的有效利用也必须达到一定规模才能产生经济效益。规模性是传媒产业能有效推进媒

介融合的经济基础。
(5)效益性是根本目的。技术创新是促进媒介融合的基本推动力,对推动传媒产业

升级发展具有非常大的作用,会大幅提高传媒机构的经济效益。因此无论是传统媒体还

是新媒体,都试图通过媒介融合获取更高经济利益。同时,由于传媒产业具有很强的公共

性质,合理进行媒介融合实践活动可提升正外部性,增加社会福利。对效益性的追求是媒

介融合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

二、媒介融合的核心逻辑

在本书第一节对媒介融合的概念进行梳理时,追溯到1978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葛

洛庞帝所描述的由于数字技术的出现而导致计算、印刷和广播三个产业将出现相互交叉

的状况,这不仅是我们对于媒介融合较早的认知,也是学者们开始思考产业融合这一概念

的起点。根据欧洲委员会“绿皮书”(GreenPaper)的定义,融合是指“产业联盟的合并、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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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网络平台和市场三个角度的融合”①。技术革新与放松管制被认为是产业融合的主要原

因之一。而传媒产业作为产业融合发生的前沿领域,兼具产业属性和公共属性。媒介融

合实践开展的核心逻辑可归纳为:

(一)技术创新是媒介融合的内在驱动力

技术创新带来的具有替代性或关联性的信息传播与传输技术、传媒产品,通过渗透、
扩散的方式改变原有传媒内容生产的技术路线,或者丰富了原有产业内的经营内容和形

式,使不同传媒机构、媒介平台之间具有相似的技术基础与共同的技术平台,从而出现技

术融合。而新旧技术的融合与碰撞又促成进一步的技术革新与融合。
在技术融合推动下,传媒机构、传媒产业以及相关产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调整原有业

务、整合各种资源,积极发展与技术融合相适应的新业务,产生业务融合。技术融合与业

务融合的双重着力,又给原有传媒产业带来了新的市场空间。随着技术创新的不断发展

与深化,它会在传媒产业与相关产业间形成扩散,最终导致产业间的边界模糊,媒介融合

实践不断拓展。

(二)市场的需求与竞争是媒介融合的外在动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的需求不断提高。现代社会中,人们追求更加方便、快捷、高
效的信息传输与交流方式,这种需求使得个体、企业、政府都会持续进行创新实践活动。
而技术创新又改变了市场的需求结构和特征,传媒机构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实现更高的

价值又进一步开展产品创新和业务融合,媒介融合实践由此实现不断深化。
传媒机构间、传媒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间愈发激烈的竞争和它们对于利润以及保持

竞争优势的不懈追求,也推动着媒介融合实践。竞争突破了不同媒介、不同平台间的分

割,加强了相互的竞争合作;竞争减少了不同媒介间、产业间的进入壁垒,降低交易成本,
让传媒机构从产品形态到自身结构都发生了革新,为保有竞争优势而不断追求多元化经

营和多产品经营,以实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

(三)制度供给是媒介融合的催化剂

制度的本质是协调经济利益关系的规制,它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界定人们的选择空

间,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减少交易费用,保护产权,促
进生产性活动。这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

制构成。② 媒介融合可以在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和竞争的双向拉动下前进,但制度是保

障前进速度、明确前进方向的必要条件。
制度经济管制理论认为,市场中的垄断者缺乏增强竞争力和降低成本的动力,这会使

得垄断产业效率日益低下。因此,政府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出现会推动管制的放松,引入

新的竞争者。这样的制度供给就增加了市场竞争,传媒机构或相关产业中的企业为了保

①

②

马健.产业融合理论研究评述[J].经济学动态,2002(05):78-81.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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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自身的竞争优势必然会更重视创新活动下的技术融合、业务融合与市场融合,从而也加

快了媒介融合的步伐;由于市场需求的变化以及技术带来的可能性,垄断的基础也会变得

薄弱,不同产业之间的竞争使得原有产业内部的规制失去意义。新的制度供给会使得产

业门槛降低、产业竞争力增加,从而促进媒介融合进度。

三、媒介融合与社会发展

传播与社会的互动逻辑是媒介研究的重要内容。1959年,美国社会学者赖利夫妇

(Riley&Riley)在《大众传播与社会系统》一文中提出传播系统模式(图1.1)。该模式不

仅清晰地呈现了传播活动本身的系统性特征,而且强调传播活动是在更大的社会结构和

总体社会中进行的,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宏观环境之间呈现持续互动和

相互作用的关系。1963年,德国学者马莱兹克(Maletezke)在《大众传播心理学》中提出大

众传播过程的系统模式,将大众传播视为包含社会心理因素在内的、各种社会影响力交互

作用的“场”。尽管两种传播系统模式研究的视角有所差异,但二者共同揭示了社会系统

视域下媒介研究的重要性,以及传播与社会互动过程的复杂性。

图1.1 赖利夫妇的传播系统模式图①

新技术的应用和媒介融合的发展不断创新着媒介形态、传播模式,进一步拓展了媒介

系统与社会系统关联互动的深度和广度。社会发展视域下的媒介研究传统话题不仅仍然

具有生命力,而且延展出新的、更具时代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包括但不限于传播与

社会民主、社会公平、公共领域,媒介发展中的全球化与地方性,媒介与女性主义,媒介生

产中的商业主义与专业主义、文化生产、媒介伦理,媒介使用与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等。在

这些宏大议题之下,对一些因人类社会的信息化进程和媒介系统演进交织而产生的新话

题、新问题的观照和讨论尤其具有现实迫切性,例如数字鸿沟、数字遗民、数字伦理、平台

资本主义、网络霸权、个人隐私保护、未成年人保护等。

2018年12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题为《我们共享的数字化未来:建立一个包容、可

①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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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可 持 续 发 展 的 数 字 社 会》(OurShared DigitalFutureBuildinganInclusive,

TrustworthyandSustainableDigitalSociety)的深度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一个由大

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移动互联和云计算驱动的新世界正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工作

和互动方式。当世界正朝着实现一切事物“在线化”的方向发展时,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正

在走向一个使所有人受益的数字化未来。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以确保全球剩下的50%人

口能够接入互联网。每个人都对这个全球性、包容性的社会负有管理责任。① 数字化媒

介系统是数字社会建设的关键内容,也是其他社会子系统数字化的重要驱动力量,在数字

社会的运行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凸显。将媒介融合置于整体社会系统之中进行考察,

就是要把握融合过程中媒介系统与政治、经济、文化系统关联交互方式的变化,理解媒

介规制思路、媒介自律原则、媒介治理逻辑的变化取向,进一步思考媒介融合的核心目

标、媒介融合的未来走向、媒介系统的社会功能、媒介系统在社会系统中的角色定位等

深层问题。

第三节 媒介融合研究的时代背景

一、从数字化到智能化

  回顾传媒发展的历史,每一次重大的变革都与技术更新密不可分。“媒介融合”嵌套

于人类社会数字化、信息化的整体发展进程之中,是以技术为核心驱动的媒介发展阶段。

作为媒介融合的原动力之一,信息技术普及之快、发展之速,远非此前任何一种技术所能

比拟;其影响之深,至今仍难以准确估量。尽管,我们尽量避免陷入“技术近视”②,但媒介

系统内部基础性技术、媒介形态、组织结构、产业形态的变化,系统外部生存环境、产业关

联、竞争关系等诸种转变都在提示日益增强的技术逻辑。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的诞生、创新与应用带来了媒介系统基

础性技术的全面变革。从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的内容格式数字化,到门户网站、手机报、

网络视频的发展,再到数字电视、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社交媒体的兴起,算法分发、机器人

写作、AI主播的深度运用,过去数十年中,媒介系统经历了从内容格式、媒介形态、传播逻

辑到媒介系统的整体结构和运作方式的全面变革。因此,把握技术演进的脉络和技术环

境变迁的态势是理解媒介融合现象、探讨媒介融合话题最为重要的时代背景。

总体来看,全球范围内的媒介融合,随着基础性技术的创新和迭代,大致沿着相同的

路径展开,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媒介内容融合首先发生,以传统媒体内容格式、存储

①

②

WorldEconomicForum.OurSharedDigitalFuture:BuildinganInclusive,TrustworthyandSustainable
DigitalSociety[EB/OL].(2018-12-10)[2021-05-13].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our-shared-digital-future-
building-an-inclusive-trustworthy-and-sustainable-digital-society.

[美]罗杰·费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M].明安香,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9.“技术近视”
最早由美国学者萨弗(Saffo)提出,是指我们过高估计一项新技术在短期内的潜在影响;当世界未能认同我们夸大了的

预期以后,我们就走向反面并低估其长期影响。我们先是行动过火,然后又行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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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数字化为开端,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计算机编辑排版系统等一系列硬件和软件

的应用使媒介内容生产和编辑从电子时代步入数字时代。内容格式标准的统一使不同媒

体之间内容的分享、共用成为可能;数字化存储的实现则是海量信息时代来临的前奏。

第二阶段,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媒介形式———“网络媒体”和新的传播方

式———“网络传播”,新闻网站和传统媒体网络版也成为最早的具有“融合”意义的媒介实

践尝试。由此开始,媒介形态、传播方式进入创新、更迭的快车道,“新媒体”不再指涉某一

种具体的媒介形态,而是一个整合了新的媒介形式、传播方式、传输网络、接收终端以及运

营模式等多维度的复杂概念。
第三阶段,随着4G技术的商用,移动智能终端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促使手机网民的

数量大幅增加,信息的传播与接收呈现出移动化、碎片化、社交化的新特征。不同形态的

媒体逐渐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跨界融合走向“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共生态势。同

时,以微信为代表的集社交、通讯、媒体、生活服务、金融消费等功能于一体的移动客户端

功能的出现,也使得“媒体”内涵更加宽泛、边界更加模糊。
第四阶段,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叠加演进进一步拓展媒介系统变

革的深度和广度。一方面,算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被应用于信息获取、生产、分发、反馈

的各个环节,媒介系统的运作效率大幅提高,技术逻辑被更加深刻地嵌入传播过程之中。
另一方面,万物互联时代的来临进一步拓展了媒介融合的深度和广度,“融合”不仅发生于

媒介系统、信息系统内部。基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基础平台的非专用性特征,
媒介系统在更大范围内与农业、工业、商业、教育、医疗、交通、安防等非直接相关领域发生

交叉、融合。这一阶段,媒介融合已由媒介系统内部内容、形态、运作方式之间的融合重

塑,发展至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关联方式和互动逻辑的多维度融合重塑。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新技术的应用和媒介融合的深入,新的挑战也相伴而生。例如,
网络化和数字化加大了媒介内容版权保护的难度;移动化和社交化的发展导致了用户隐

私泄露、有害内容对儿童的伤害、数据安全等风险加大;新技术、新媒体在赋予用户更多主

动权的同时,也使得假新闻、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等现象日渐频繁。知识鸿沟、信息公平等

涉及媒介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传统问题还未解决,又进一步催生了数字鸿沟、平台霸权、算
法黑箱等新的问题。因此,对媒介融合的讨论不仅应包括技术革新所带来的技术环境的

变迁,媒介形态、传播方式、经营模式等媒介系统结构和运行规律的变化,还应对每一次技

术更迭和新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风险与挑战给予充分观照。

二、从放松管制到重回管制

在学术传统上,“制度”主要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科斯

(RonaldCoase)和诺思(DouglassNorth)为代表的学者所进行的一系列开创性研究让人

们开始重新认识到“制度”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的重要意义。
今天,技术革新所引发的媒介传播方式、生产方式、产业构架的变革是全球性的,但在

不同国家、不同领域所表现出的变革效用却是存在差异的,其中制度的影响不容忽视。经

济学家纳尔森指出“从一个角度看,技术进步在过去的200年里一直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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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力量,组织变迁处于附属地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没有能引导和支持制度的变

革、并使企业能从这些投资中获利的新组织的发展,我们就不可能获得技术进步”①。

20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体陷入经济滞胀,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这些

国家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为国民经济复苏注入动力。此时互联网、通信行业旺盛的

生命力正逐渐显现,信息高速公路、三网融合、国家数字化等内容相继进入国家战略规划

的视野。一方面,制度体系对这些新兴业务的制约作用日益突出;另一方面,整体经济下

行使得以欧洲国家为代表的公共广播体制面临不同程度的运营经费困难。到20世纪90
年代,“放松管制、激励竞争”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共识性的媒介规制思路。多个国

家先后对电信法、通信法进行修改。例如,1996年2月,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1996年电

信法》(TelecommunicationsActof1996),取消通信、传媒等多产业间的界限,放宽对区域

市场和企业规模的限制,放松对广播电视业的所有权多元化限制,允许多种市场间的相互

渗透,鼓励跨业兼并、强强联合,缩减其公共受托人义务。2001年,日本出台《利用电信服

务进行广播电视服务法》和《通信广播电视融合相关技术开发促进法》分别为基础设施共

享与融 合、融 合 相 关 技 术 的 研 发 提 供 了 制 度 支 持。2003 年,英 国《2003 通 信 法》
(CommunicationsAct2003)诞生并取代《1984电信法》,成为英国媒介发展和媒介融合的

主要法律依据。

在我国,2003年6月27、28日,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重点研

究部署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此次会议将“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作为两个概念区分

开来,并明确两者共同构成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实现了文化产业理论的重大突

破。会议确定的第一批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包括35家新闻出版、公益性文化事业、

文艺创作演出、文化企业单位,其中新闻出版系统21家,占总数的60%。12月30日,国
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定》和《关于文化体制

改革试点中经营性质文化事业转制为企业的规定》,这标志着面向媒介融合的中国传媒体

制改革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宏阔背景下拉开序幕。

在宽松的政策环境下,媒介市场化改革席卷整个欧洲,以所有权为核心的跨行业兼并

收购成为美国传媒娱乐业、互联网、通信行业实现融合发展主要方式。随着时代华纳、新
闻集团、贝塔斯曼等全业务、超大型传媒集团的诞生,以光纤、卫星等传输技术和基础设施

连接为物质基础、以资本为纽带的传媒业的产品销售、资源配置和专业化分工开始在全球

范围内展开。

宽松的政策环境在释放市场活力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问题。在媒介

实践层面,从“布拉格之春”到“法国黄背心运动”,庞大的用户群体、高黏性的使用模式及

其不断显现的舆论影响和社会动员能力使得社交媒体已成为超越国家边界的特殊社会系

统,通过法律修订、政策规划加强对社交媒体平台的监管和约束已成为公众和政府的共

识。在学术研究层面,学者们敏锐地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借助媒介融合所带来的边界消

融,不断通过内容输出、技术输出、资本输出以及制度输出的方式实现持续扩张,重新划定

① [美]理查德·R.纳尔森.经济增长的源泉[M].汤光华,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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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在传媒领域的势力范围。而最终的结果是世界媒介的控制权向几个发达国家集中,
并成为这些国家干预别国内政的手段之一。普拉迪普·托马斯(PradipThomas)在《谁拥

有媒介?》(WhoOwnstheMedia? :GlobalTrendsandLocalResistances)一书中指出,美
国式的媒介控制和决策模式正迅速地影响世界各地,放松管制模糊了本土与国际的界限,
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成为媒介发展的主导,这导致了媒介所有权与公众问责制发展方向

的错位。在此情况下,国家和政府在媒介监管、制度供给等方面的功能和权力常常主动或

被动地让位于国际组织或跨国资本,从而丧失对本国媒介发展的控制力。西方发达国家

主导下的媒介融合影响的广泛性和渗透性将导致亚洲和非洲国家的文化根除(Cultural
UpRootedness)和 西 方 化 (Westernization),从 而 造 就 后 殖 民 社 会 (Post-colonial
Society)。①

正如约翰尼斯·巴多尔(JohannesBardoel)所指出的,简单地以市场替代政府的管制

是幼稚的,现在我们要所需要讨论的是如何更好地“再管制”,而不是“去管制”。从长期来

看,建构基于融合后媒介体系的传播特征、运作逻辑的监管体系将是媒介制度研究和媒介

治理研究的重点课题。

三、从全球化到后全球化

20世纪下半叶,“全球化”开始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新热点;到20世纪80年代末,
“全球化”已成为公认的世界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全球化是一个多维的概念,涉及经济、
文化、制度等多个方面,其中又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经济层面,经济活动所依赖的资本、
资源超越国家和区域的界限,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配置,与之相对应的是全球范围

内的专业分工和产业链分布,以及人才、产品的全球流动;文化层面,全球化强化了不同文

明和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制度方面,从微观的企业制度到宏观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同类

型的制度在不同国家的交流互动中相互影响、相互建构。全球化为全球发展带来的突出

变化,是市场经济体制在世界范围获得广泛认可和应用,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提高,同时

也促进了技术的创新、扩散和运用。
媒介融合的发生发展与世界的全球化进程相叠加,并成为其中重要的构成部分:卫

星传输、互联网的发展大幅提高了信息跨国流动的便利度;跨国传媒集团成为推动信息、
文化、资金全球流动,促进世界性传媒市场形成的重要力量。更进一步来看,媒介融合及

全球化发展的过程包含着生产、交易、社会关系的空间转移,以及资金、信息、权力在全球

范围内的流动和扩张,不断降低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地理空间或政治空间边界的意义。全

球化背景下的媒介融合促进了全球媒介市场的形成,加深了不同国家之间传媒产业、媒介

系统的相互依赖,加深了社会系统对媒介系统的依赖,并和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一同被纳

入更加宏大的人类社会信息化进程之中。

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引发资本主义世界新一轮经济危机。全球经济增长乏

① HolstF.ChallengingtheNotionofNeutrality-PostcolonialPerspectiveson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G]//SchneiderNC,GräfB(eds.).SocialDynamics2.0:ResearchingChangeinTimesof Media
Convergence.Berlin:Frank&Timmep,2011:127-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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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已经引起了对全球化价值理念的质疑和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不同国家、不同利益团

体的“全球化”观念出现分歧。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坚信经济全球化是客观现实

和历史潮流,应直面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差距、发展鸿沟等问题,并以全球化的思路探

寻解决方案。为此,中国先后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

念。2017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通过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和“粮食权”两个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截

至2019年3月底,中国政府已与125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173份合作文件。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已由亚欧延伸至非洲、拉美、南太平洋等区域。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代

表的部分国家和政党则呈现出强烈的“逆全球化”取向,包括政治上的民粹主义、经济的贸

易保护主义和本土主义、社会治理上的民族主义和反移民政策。英国脱欧、美国退出《巴
黎气候协定》、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等影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大事件皆发生于这一背景

之下。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再次重创全球经济,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2020》指
出,疫情及各国防控措施引发的经济停摆将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局面。到2021年1月,世界银行评估认为虽然全球经济产出正在从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

崩溃中恢复,但仍将长期低于疫情前的趋势。疫情大流行加剧了长达十年的全球债务积

累浪潮带来的风险,并可能在未来十年加剧预期已久的潜在增长率放缓。① 此前,从未有

过这么多国家、行业同时陷入衰退,近几十年来因经济快速增长而被掩盖的各类矛盾因此

激化,国家间利益分歧凸显。
传媒业在融合化、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已经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紧密地连接在一

起,传媒业的市场活动也极易被打上政治标签。因此,上述变化也对媒介发展、传媒企业

的融合实践、市场实践产生直接影响。多国政府加强了对本土传媒市场的保护,加大媒介

市场监管的力度,直接干预日益频繁;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传媒政策趋于收紧,对传媒

业相关的跨国资本流动、技术转让、产品销售、信息服务等活动的审查和约束更加严格;社
交媒体平台成为各国政府在维护本国信息安全、公共安全时的重点管控对象。例如,2018
年,欧盟开始实施《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旨在促进欧盟单一数据市场的建立;2020年,印
度政府要求下架的App就超过一百款。因此,在讨论媒介融合的未来走向时,不仅要对

技术革新带来的新媒体、新业态给予充分关注,还需要将媒介系统的发展置于世界政治经

济的整体格局和变动趋势之中进行考量。

思 考 题

1.试说明媒介融合的内涵与主体。

2.请以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解释一下媒介融合中的发展问题。

3.如何理解媒介融合的基本规律? 请谈谈你的看法。

① WorldBank Group.GlobalEconomicProspects,January2021[EB/OL].[2021-04-30]https://www.
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global-economic-pro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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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媒介融合的核心逻辑是什么?

5.举例说明媒介融合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6.分析媒介融合研究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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