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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针对中国传媒业在未来3至5年内，新媒体人才缺口达60万这一堪忧之现状，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新媒体
研究所组织有关学者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了高度关注，并率开展了新媒体研究教科书的撰写。
十多年前，尼葛洛庞帝就敏锐感觉到当今时代是一个数字化生存的时代。
1995年，他出版了被称为信息社会“圣经”的专著《数字化生存》一书，为我们描绘了建立在高新科
技之上的数字化时代正在向我们疾驶而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变革人类的学习方式、工作方式、娱乐
方式，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带来了我们生存世界的扩展。
数字化生存建立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基础上。
技术的发展同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样，呈现出加速度。
人类从语言的形成到文字的出现用了近10万年时间，从文字传播跨入印刷传播花了约4000年，从印刷
传播迈入电讯传播用了1200年左右，从电讯传播进入互动传播只有100多年，从电子媒介到如今的网络
传播时代，才有几十年时间。
有人对不同媒体从出现到达5000万受众的时间做了对比：收音机38年，电视13年，有线电视10年，国
际互联网5年。
现代传播媒介的发展呈现出间隔越来越短，其容量和集合程度却越来越高的趋势。
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媒体（Newmedia）。
新媒体概念是1967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CBS）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P．Goldmark）
率先提出的。
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是
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
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
严格地说，新媒体应该称为数字化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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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新媒体高校教材。
全书分为概论、技术论、影响论、产业论、融合论、控制论等相关内容，对新媒体的概念、特征、产
生背景、社会影响、产业发展、新媒体带来的媒介融合、新媒体管理规范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阐述
。
本书不仅适用于高校新闻传播学及相关专业本专科生和研究生的新媒体教材，还可作为新闻传播学及
相关专业的教学科研人员和媒体从业人士的学习参考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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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新媒体的概念与特征第一节新媒体的概念一、新媒体定义新媒体（New media）概念是1967年由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CBS）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P．Goldmark）率先提出的。
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是
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
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
严格地说，新媒体应该称为数字化新媒体。
对什么是新媒体，人们的理解并不一致。
清华大学的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新”相对“旧”而言。
从媒体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媒体是伴随着媒体发生和发展在不断变化的。
广播相对报纸是新媒体，电视相对广播是新媒体，网络相对电视是新媒体。
今天我们所说的新媒体通常是指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之上出现和影响的媒体形态。
“在今天网络基础上又有延伸，无线移动的问题，还有出现其他新的媒体形态，跟计算机相关的。
这都可以说是新媒体”。
这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出现，是指以前没有出现的；一个是影响，所谓影响就是受计算机信息技术
影响而产生变化的，这两种媒体形态是我们现在说的新媒体。
当然新媒体并不是终结在数字媒体和网络媒体这样一个平台上的。
科学技术在发展，媒体形态也在发展，我们今天恐怕是需要去关注在数字媒体之后的新媒体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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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媒体概论》：新媒体理论与实务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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