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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2版No.3)/新媒体蓝皮书》编著者尹韵公。

作为国内唯一的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2）》全面盘点新媒体发展现状，分析新
媒体大势。
纵论新媒体之遒。

当前新媒体发展进入一个极为特殊的成长阶段。
一方面，新媒体在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生活，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力量；另一方面，新
媒体的“双刃剑”功效凸显，新媒体治理成为世界普遍难题。

专家解读新媒体热点：网络对谣言是否真有自净化作用，微樽传播为何具有中国特色，社交媒体如何
影响世界政治，全球新媒体发展动向，中国网络舆情的特征⋯⋯新媒体在与现实社会的冲突和融合中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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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韵公，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98年至2012年2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长期关注网络新媒体并发表《论网络文
化》等多篇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论文。
其他兼职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学科评议组成员兼召集人，国家社科规划办新闻学科评审组评委
，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新闻学科首席专家，中央“四个一批”人才工程首批入选
人才，中央“四个一批”人才工程新闻界评审专家，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评审组评委，
中国新闻史学会第一副会长，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第一副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
第二版）副主编，国务院应急办公室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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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意见气候营造者。
意见领袖对于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的意见的形成与传播，作用也是明显的。
这不仅因为他们的个人意见更容易影响到相当规模的网民，还因为他们可以凭借自己对于信息流向与
流量的控制，在他们周围形成一个强势的“意见气候”，使那些持不同意见的网民逐渐“沉默”下去
。
 当然，并非所有意见领袖都一定会扮演上述所有的角色。
由于个人背景和资源优势的差异，他们起的作用也可能不尽相同。
 社会化媒体的议程设置也会受到如政府、平台运营商等其他力量的干预。
另外，正如前文所分析，并非在所有的社会化媒体平台上都有非常明显的权力落差。
但是如果从整个社会化媒体时代来看，意见领袖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响，将是长远的。
 （三）“自组织”的协同机制——社会化媒体自我修正与进化的基础 从系统沦的观点来说，“自组
织”是指一个系统在内在机制的驱动下，自行从简单向复杂、从粗糙向细致方向发展，不断地提高自
身的复杂度和精细度的过程。
 自组织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
人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自组织的进化过程。
网络是一个新型的社会系统，社会化媒体也是如此，它们的发展，会在一定意义上反映着人类社会进
化的规律。
在社会化媒体中，无论是常态的自组织（如稳定的论坛）还是应急性的自组织（如一次人肉搜索的网
民协作），都已经出现，而且将不断发展。
 自组织的视角，可以让我们对于社会化媒体中出现的混沌现象及其可能的走向有一个新的认识思路。
 社会化媒体赋予了每个人发布信息的权利，因此，信息质量良莠不齐的现象难以避免，谣言现象也必
然与社会化媒体相生相伴。
但这个平台对于谣言并非完全束手无策，网民自发形成的协同工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对谣言的
辨识与纠正。
当然，自组织机制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从近两年微博中的一些辟谣事件来看，网民的内部协
作的力量，是不容小视的。
 五社会化媒体如何改变传媒业 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全面到来，是传统媒体真正的危机时代的一个开始
。
社会化媒体对于传媒业的影响是多方位的，但以下两个方面的挑战更为突出。
 （一）信息生产模式——UGC与专业媒体平分秋色 社会化媒体是UGC的平台，社会化媒体时代
，UGC的力量必然不断上升，最终与专业媒体相抗衡。
这将使得未来传媒业的生产模式发生质的变化。
 尽管很多研究者与从业者对UGC的碎片化持否定态度，但在某种意义上，网民带来的碎片化的信息，
是对由大众媒体垄断带来的信息不平衡状态的一种补充。
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参照、相互校正的可能。
虽然每个网民只是提供一些零散的“碎片”，但是，当那些关键的碎片拼贴在一起时，当它们与专业
媒体所提供的图景组合在一起时，最终呈现的景象，会比仅仅由专业媒体所描绘的景象要更为丰富、
立体、真实。
 在这样一个形势下，专业媒体需要重新定义自己的“专业优势”，才能找到与UGC平分秋色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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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No.3(2012版)》指出作为世界新媒体发展最快、用户最多、应用
最丰富的国家，中国也拥有最庞大和最为复杂的新媒体虚拟空问，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新媒体传播
生态。
尤其是处于社会发展的关键期，新媒体与中国社会的融合和冲突效应都日益凸显。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媒体蓝皮书2012>>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