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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的发展伴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传播理念的更新以及从传者到受众的角色调整。关于新媒体的定义，

学界广泛争论。新媒体的复杂品类使得从表象特征的定义归纳不能完整呈现其全部特点，技术革新的高速使理论

很难达到长期适应性。
本文拟从新媒体之“新”出发，从传播模式角度比较新媒体相对传统媒体的革新。试从一个大的视角对新媒体

这一大概念提出定义建议。
1、新媒体定义的研究综述

新媒体的定义尚无定论，但多种多样的描述方式都围绕着几点共识展开：1、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2、新
媒体的主要特征为：数字化、分众化、个性化；3、新媒体改变了传统的传播形态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切入角度：

（1）将新媒体崛起看作数字化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

将新媒体定义为新技术的产物，以采用新技术为特征。如崔保国认为：今

天的“新媒介”的主要特征是集中了数字化、多媒体和网络化等最新技术②。
这类定义受技术决定论影响，忽视了技术背后的文化根源和传媒战略

改革的作用。除了技术推动的媒体改革，目前存在的许多新媒体形式是建立

在传播思路的创新上，如地铁报纸、楼宇电视等将传统媒体移植到新的传播

空间即被称为新媒体。同样，技术革新促成的许多媒体形式并未成为新媒

体，如数字化传输的电视、广播等。将传播技术作为判定新媒体的标准有很

大的片面性。
（2）将定义重点置于新媒体对信息形式的影响上

将互动性、个性化等特征作为判定新媒体的标准。如，尼古拉·尼葛洛庞

帝曾在著作中将“被动的旧媒体”和“互动的新媒体”进行比较③；美国《连线》
杂志提出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凡·克劳思贝(Vin Crosbie)将新媒体

视为与人际媒体和大众媒体并列的第三种媒体形态，其特征为：完全个性化

的信息可以同时送达几乎无数的人；每个参与者（不论是出版者、传播者、还
是受众）对内容拥有对等的和相互的控制④。

这类定义立足于对新媒体信息形式的强调，却忽视了其作为一种媒体的大众传播特征。新媒体并未因为信息

的交互性和个性化而失去大众传播特征，其仍以职业传播人为主导，且具有明显不对称的信息流动性。
（3）在新媒体的大概念下，细分讨论具体的媒体形态

如新近讨论的“第四媒体”、“第五媒体”等。这一角度相对明确，可操作性强，但却避开了对概念的直接探讨，

理论性弱，更多的是实务性的理解。

论新媒体之“新”
———从传播模式角度谈新媒体的分类和定义

王东熙

（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本文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归纳出新媒体定义研究的若干共

识。在此基础上以经典传播学模式为蓝本，结合媒介发展史，分析新媒体较传统媒

体的创新点和二者的结合点，对新媒体进行广义的分类，试图提供一个新的角度讨

论新媒体的定义，以求丰富和完善新媒体的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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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创新理论 探索创新实践

DONGNAN CHUANBO

（4）综合型的的定义方法

对各种观点进行综合归纳的定义方法，如喻国明指出，

解读新媒体，以下几个关键词必不可少：数字化、传播语境的

“碎片化”、话语权的阅众分享、全民出版(自媒体模式)⑤。
这类定义相对完整地呈现了新媒体的特征，但理论拼凑

痕迹很重，没有清晰的切入角度，缺乏流畅的定义思路。
2、新媒体可以看作对传统媒体的重新整合

新媒体与旧媒体是两个共生的概念。
从媒介发展史来看，新媒体可以看作对旧媒体的继承和

发展。新媒体产生之初通常倚靠旧媒体，而后才逐步衍生出

自身完整的媒体形态。新媒体无一例外地保留旧媒体的内

容，再出于自身传播特点开发独特的传播内容。如最早的广

播节目将报纸新闻有声化，尔后添加了音乐节目等；电视为

广播节目添加图像；网络将文字、图像、声音等传播内容糅

合，web2.0 在信息的实时通讯的基础上加入互动元素对传

播者和受众地位进行调整……
文字、声音、图像三大类信息构成了人类传播活动的核

心内容。报纸、广播、电视、户外四大类传统媒体发展成熟之

后，新媒体的革命都无一例外地承袭了传统媒体对信息的描

述方式和诠释方式。
新媒体的产生基于旧媒体内容新的传播需要，建立在对

旧媒体形式某个或某几个方面的创新。从传播机制角度对新

媒体进行分类，可以清晰梳理出新媒体传播发展脉络和趋

势。在大众传播范围内的讨论，可以清晰把握新媒体的大众

媒介特征。
3、新媒体之“新”

图表 1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结合点

在传播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创新都可能衍生出一种新

媒体。
拉斯韦尔以建立模式的方法对大众传播活动作了分析，

提出著名的“5W”模式。系统、全面地描述了一个大众传播媒

体从内容到形式，涵盖了传播活动的所有参与因素，包括：谁

(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
nel)、对谁(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s )。

下文以“5W”传播模式为蓝本，比较新媒体形式与传统

媒体内容的创新点和结合点，对新媒体进行梳理和归类。

3.1 新的传播者

3.1.1 受众成为传播者

互动性是新媒体定义研究的主要共识之一。自 WEB2.0
诞生以来，新媒体颠覆了传播者对传播过程的垄断控制，大

量的普通受众从单向被动地接受信息转而加入信息的生产

加工和传输过程。
就受众个体而言，自主选择信息的过程摆脱了传统传播

模式的强加，受众的主动性部分替代了传播者的功能。就受

众群体而言，受众可以发布信息，影响其他受众，而不单纯依

赖专业媒体机构的信息生产。
3.1.2 新传播组织

新的传播者加入传播活动，使得传播潜力点发展为新媒

体。许多面向公众的企业或事业单位，存在大量的传播接触

点即潜力点。在一定的动因驱使下，大量企业单位加入到大

众传播队伍中，使潜力点变成切实的新媒体。如交通运输部

门将公交、铁路、民航等开发为媒体；电影院在电影放映间隙

播放广告；通信企业利用短信进行经营活动等都称为新媒

体。
新传播组织的加入多为经济利益驱使，这一类型的新媒

体在内容上多以广告为主。
3.2 新的传播内容

3.2.1 媒体体验成为媒体内容

这一类型包括手机蓝牙、液晶触摸屏等。受众在接收信

息的过程中，与传播者或媒介展开互动。受众主体在这一过

程中得到获得个性化的定制型内容，提高了受众的参与兴趣

和媒介好感。
就信息内容而言，此类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不无二致，受

众通过反复点选得到的信息，甚至可以通过最简单的纸本流

程图实现。但媒体使用过程的简明体验、被关注的主体感受、
新技术带来的新鲜感都成为这一类媒体的传播优势。

3.3.2 传播内容的交换

传统媒体在保留原有传播内容为主体的基础上从其他

媒体转移内容形式形成新媒体，如电影贴片广告移植电视广

告的内容和经营形式，正成为影视公司、院线企业争相推广

的新媒体。
植入式广告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在影视、游戏领域

的植入正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如著名导演冯小刚的《天下无

贼》、《命运呼叫转移》、《非诚勿扰》等片中在不影响情节展开

的同时加入大量的商品广告镜头而获得更好的媒体经济效

益。国际型大广告主也正在积极地进行游戏广告植入的尝

试。
3.3 新的传播渠道

3.3.1 新的传播空间

新媒体挖掘旧媒体不能覆盖的传播盲角，寻找新的受众

接触点。新渠道是当今新媒体最广泛的发展方向。如全球零

售业巨头沃尔玛自 1998 年起开始打造的卖场电视网络。尼

尔森对其电视网的价值评估，每个走进超市的顾客平均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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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七分钟左右的电视节目。依托大量的人流，该媒体已发展

为美国第五大电视网。卖场电视在中国刚刚起步，但渠道类

型新媒体已广泛出现，如超市的收银小票、购物袋的印刷广

告、餐饮娱乐业在为客户提供的卫生纸上印刷新闻等。
将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置于新的接触空间形成新媒

体。半封闭的公共空间成为此类媒体扩张的首选。公交车、地
铁、航空、火车等交通工具受众人群大、接触时间长，企业充

分挖掘旅客注意力价值，发展出地铁报纸、航空杂志、移动电

视、候车厅 LED 等大量的新媒体。
3.3.2 新的传播工具（发射器和终端）

新的传播手段是最能体现新媒体特色的一环。许多学者

将技术决定论引入新媒体的定义，将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

作为新媒体的充要条件。传播手段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1）传统媒体的数字化

数字化使大量的传统媒体摇身一变加入新媒体阵营。这

一改变体现在媒体内部的技术革新和媒体形态的革新两个

方面。
就媒体内部而言，体现为办公数字化、制播数字化，大大

提高了媒体的效率和效果。
就媒体形态而言，传统媒体呈现给受众的方式发生变

化。网络电视、网络广播、电子杂志原封不动地移植了传统媒

体的内容和呈现方式，但都借助了新的媒体技术。法国经济

类报纸《回声报》将推出可无线传输的小型“电子纸”阅读器，

于 2008 年开始发行电子报纸，读者透过无线网络传输，每天

早上 7 点到晚上 10 点可下载共约 44 页新闻内容。
各种电子形态的出现使传统媒体在传输便捷性、接收能

动性方面的劣势大为改观。
（2）新技术催生新媒体

由新技术催生的新媒体最易理解。许多学者将这一类别

作为狭义的新媒体定义。在受众看来，对新媒体的感性体验

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信息设备。其主要包括：计算机、LED 触

摸屏、户外 LED、移动多媒体 (短信、彩信、手机游戏、手机电

视、手机电台、手机报纸等)等。
此类新媒体在移植传统媒体内容的同时按照自身的传

播特点开发媒体内容。如网络在对新闻、视频、音频进行传输

的同时研发出虚拟社区等前所未有的内容，LED 触摸屏将游

戏内容与广告信息相结合等。
3.4 新的受众细分

细分受众是当今媒体的改革要务，传统媒体推行频道专

业化、版面专业化，在激烈竞争中寻找突破口。传统的粗放式

经营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任何一个媒体都不可能得到所

有受众的青睐。
传统媒体为开发新市场将内容转化为细分受众喜爱的

形式，同时在媒体形态上进行调整。例如，CCTV为满足高端

用户需要，开辟了付费电视频道，包括：足球频道、老年频道、
音乐风云频道、书画频道、第一剧场频道等。将排斥广告的电

视观众从广告中解放出来，采用观众付费方式经营，形成新

媒体。
当受众市场被传统媒体瓜分而形成相对稳定的媒体格

局之后，新媒体必须在缝隙中寻找渗透点，专对某一特定受

众群细心耕耘。小而精的经营方式提高了新媒体经营的灵活

性和专业度，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传播的精准性。
国内最早提出分众概念的分众传媒致力于开发传统媒

体无法触及的传播机会，其拥有大量的子公司媒体业务服务

不同的细分受众：楼宇电视网面向高端住宅；卖场终端联播

网面向终端购买力；电梯广告网面向高级写字楼白领；城市

彩屏联播网面向休闲人群……其传播内容并未脱离传统电

视媒体的形式，却因为受众细分成就了巨大的媒体创意影响

力。
4、小结

综合上述讨论，从传播模式角度，笔者将新媒体定义为：

新媒体是应用新技术或新思路改变传统媒体的传播环节特

征而形成的新的媒体形式。
新媒体的出现并未及时伴生出相应的传播内容。在相当

长的时期内，新媒体仍将围绕旧的媒体内容生存。新媒体种

类繁多，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推陈出新，新媒体将呈现出更

复杂的特征。从表象特征出发，对新媒体的定义只能归纳当

下的新媒体，而不能从本质上把握新媒体的发展趋向。从传

播模式角度出新媒体之“新”入手，将新媒体作为一个大概念

予以定义研究，可以适应较长期的新媒体发展。
本文仅提供一个思考角度的参考，具体的定义还有待商

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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