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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焦点话题：媒介融合，从媒介融合到产业融合——新媒体产业融合的一般路径初探，浅析媒介融合产
生的根源，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与影响审视，媒介融合趋势下报纸的数字化生存，媒介融合背景
下我国青春文学期刊的发展，技术和政策的相互作用——我国网络电视发展的回顾与反思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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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宫承波（1966～），山东章丘市人。
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文艺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后曾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
会学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主要致力于传播学、媒体创意及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现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教授，任媒体创意专业委员会主任、媒体创意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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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技术对媒介融合的推动作用突出地表现在新媒体上。
以数字技术为例，数字技术是新媒体的基础技术，也是推动新媒体与其他媒体融合最关键的技术形式
。
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这样解释数字技术的作用：数字化生存是生存和活动于现实社会
的人进行信息传播和交流的平台，不过，这个平台是借助于“数字化”构造的，虽是虚拟的，但却是
真实的而非想象的，是一种“真实”的虚拟空间。
①正是由于数字技术的这种虚拟性和建构性，才使得采用数字技术的各种新媒体形态能够相互交融、
互相贯通。
　　网络技术也具有同数字技术一样的虚拟性和建构性，无论何种媒介，只要采用相同标准的网络技
术，都能够实现互联互通。
IP技术是最重要的网络技术，它的成熟和普及应用实际上实现了网络媒体产业的基础技术标准的统一
。
“由于IP技术的发展，世界电信业才有了发展的可能性，使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不断走向融合。
”②　　（二）市场竞争为媒介融合提供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　　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处
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市场环境之中。
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市场环境中，各种媒介形态之间必然存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
竞争的结果必然是各媒介主体为节约成本、优化资源配置而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
从而实现媒介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和协作，不同媒介在集中优势资源发展核心产业链的同时，也在技术
、功能、内容、服务等各方面相互渗透、相互融合。
　　媒介融合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也是市场竞争的起点。
媒介融合所带来的竞争优势是实现媒介融合的内在动力。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媒介产品实质上是信息产品或知识经济产品，它可以无限制地、几乎零成本地
进行复制、售卖，而且可以无差别地进行重复使用。
媒介融合可以充分利用媒介产品的这种特点，即通过媒介融合，媒介可以在信息采集和制作成本不变
的情况下，通过不同信息产品的表现形式和售卖方式来实现利益最大化。
　　（三）后现代文化特征是媒介融合的深层诱因　　美国著名后现代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认
为。
“二战”后的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后现代时期，其文化准则就是后现代主义。
詹姆逊指出，现代主义的病状是隔离、孤独、疯狂和自我毁灭，而后现代主义的病状则是零散化、碎
片化和缺乏自我；后现代主义时期的文化呈现出多民族、无中心、反权威、叙述化、零散化和无深度
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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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立场 业界眼光 刷新理念 创新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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