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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融合下党报转型升级与

科学发展研究简述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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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媒介融合的视域中对党报进行观照，包括学界研究的三个阶段（铺垫期、起步期、拓展期）；相关核心概念
界定；研究的逻辑结构与拟采取的研究方法；研究的意义、目的；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等。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能够以新

的传播理念和技术重塑党报的出版业态，推动党报在媒介融合下转型升级与科学发展，构建媒介融合下的舆论引导新格

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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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融合的设想由来己久，早在１９７８年，麻省理工学院
的尼古拉·尼葛洛庞蒂用一个图例演示了三个相互交叉的

圆环趋于重迭的融合过程，表达了他对于电脑业、印刷出版

业以及广播电影业正在和即将趋于融合的远见卓识［１］１。他

的这种观点，在为新媒体提出了具有潜力的发展机会的同

时，也为传统媒体提出了一个有潜力的再发展空间。

在我国，随着新闻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入，特别是媒介

融合引发的舆论传播方式和格局的历史性变化，使整个

传媒环境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历史从未像今天这

样，拥有如此纷繁复杂的媒体形态。以互联网为代表的

新媒体异军突起，电子媒体奋力争先，都市类报纸发展迅

速，以党报为代表的传统主流媒体的生存空间受到了巨

大的冲击和挤压。所以，媒介融合浪潮给报业带来的，或

许是报业诞生４００年以来最深刻的一次危机，也或许又是
影响报业未来４００年发展的一个最重要契机。

在此背景下，党报如何以更具包容开放的心态、更具

力度的操作方式，以及更核心、更强大的竞争力，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在当下和未来的竞争中拔得头筹，为构建

媒介融合下的舆论引导新格局服务，是现实向我们提出

的一个极具价值又亟需解决的问题。

１　本研究的发展阶段
媒介融合下的党报转型定位与发展方向，是现实向

我们提出的一个极具价值又亟需解决的问题，学界对这

一问题的研究已有一定基础。整体看，其进展可分为三

个阶段。

１．１　第一阶段（２００５年）———铺垫期
这一阶段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西方媒介融合概念的

引入和现状的介绍上，对党报只是有所涉及，论述也较为

分散。但论及媒介融合，对本研究有一定的学术铺垫作

用。如蔡雯在《新闻传播的变化融合了什么———从美国

新闻传播的变化谈起》中介绍了美国 “融合媒介”“融合

新闻”的概念；王茫茫在《分众时代的媒介融合》中认为

“媒体科技”和“科技媒体”已成为影响社会意识形态发展

的一种力量；董甲勇在《新形势下，传统媒体面临挑战吗》

中强调新生的网络媒体已经对庞大的传统媒体群发出了

强有力的冲击波等。

１．２　第二阶段（２００６年）———起步期
这一阶段的研究视角趋于多样化，尤其是关于媒介

融合的作用、功能及影响的研究已较为详细、系统。涉及

党报的部分，已开始关注党报融合的微观层面，即形态、

功能的融合，并出现了一些争鸣的声音［２］２１３。这是一个

重要的起步，如陈绚在《论媒介融合的功能》中认为，媒介

融合带来了新闻采写、传播模式的变革和传播观念的革

命性的进步；季林在《作为媒介的报纸：生存抑或死亡》中

认为，只有应用新技术延伸报纸的终端，其命运才会具有

生存的希望。张建军在《报业的危机与转型》中认为，人

类传播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新媒体的出现不

会取代已有的媒体，新旧媒体会共同生存，原有媒体需要

与时俱进地进行变革，以谋求自身在环境中的位置等。

１．３　第三阶段（２００７年以后）———拓展期
这一阶段的研究不仅有广度上的拓展，而且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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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开掘，对党报的研究进入常态。仅“人民共和国党报

论坛”第七届（２０１０）年会论文，就有１／３论及《人民日报》
以及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党报的全媒体化运作。意味着研

究进入了系统化、能够构建自己理论体系的阶段：

产生一批有影响的相关论著。如徐沁的《媒介融合

论》对多重视角下媒介融合的六大模式进行理论探讨；王

菲的《数字新媒体时代下的媒介融合论》揭示了传媒业各

种巨变背后的必然规律和未来走向；王佳航的《主流媒体

核心竞争力：党报机制体制创新研究》回答了党报集团增

量改革模式的创新问题；宋兆宽的《党报品牌建设研究》

旗帜鲜明地提出党报品牌这一中心概念；吕尚彬的《中国

大陆报纸转型》在学界率先提出了报纸转型的“总体性、

分化、断裂、博弈、整合”五个范式等。

完成了一批有深度的硕士、博士论文。如郜书锴的

《全媒体时代我国报业的数字化转型》讨论了全媒体时代

新闻生产的基本原则、悖论和不同面向；袁秀丽的《我国

党报的危机及应对策略》强调党报要做好报业主业，以应

对“体制之痛”；王娟的《新媒体冲击下我国报业应对策略

探析》提出应采用与新媒体联姻的方式，为报纸插上新技

术的翅膀；谢娟的《报业的媒介融合之路》认为“大媒体时

代”已经来临，媒介融合才是报业抵御新媒体冲击的解决

之道等。

涌现了一大批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如孙玉双的《中

国媒介融合的现状、表现形式与未来》认为我国媒介融合

主要表现为跨媒介融合、传统媒体内部业务的融合和融

合新闻等；葛玮的《中国特色传媒体制：历史沿革与发展

完善》认为在新形势下推进传媒体制创新，必须从我国传

媒业的发展历程来把握发展方向；胡思勇的《党报要做现

代主流报纸》认为，党报既需要解决“市场进入”问题，又

需要解决“市场提升”问题。张东明的《改变与坚守：党报

集团全媒体转型的实践与思考》认为，党报集团变革中仍

有核心的价值需要我们坚守和光大等。

出版了一批有力度的译著。如奎因（澳）、费拉克

（美）的《媒介融合———跨媒体的写作和制作》从多个视角

探讨了观察媒介融合问题的方法。菲利普·迈耶（美）的

《正在消失的报纸———如何拯救信息时代的新闻业》提出

了保存和稳定报业社会责任功能的商业模式———“影响

力模式”。雷米·里埃菲尔（法）的《传媒是什么：新实践

·新特质·新影响》从传媒的日益分众化的角度切入、质

疑传统意义的“大众传媒”而今是否依然存在，并在新闻

全球化的浪潮中，探求传媒市场的转型等。

综上所述，当下国内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日渐深入，

虽然早期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如“报业消亡论”），但目

标渐趋一致，即实现媒介融合条件下党报的转型定位与

科学发展。正如喻国明认为：“中国的媒介业（包括报业）

在此番‘涅架’式的洗礼之后，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通过

赢利模式的再造、通过数字化表现形态的整合，一定会迎

来‘爆发式’发展的新局面。”［３］但综观这些研究，作为传

统媒体的党报到底应该实现怎样的转型定位？怎样实现

转型定位？其发展方向到底指向何方？国内学界与业界

都对此做了哪些有益探索？将这些问题归于一盘棋内进

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或语焉不详。这表明该研

究领域还有较大的空间有待拓展。

２　核心概念界定
２．１　媒介融合

１９８３年，ＭＩＴ政治学学者伊锡尔·德·索拉·普尔
（ＩｔｈｉｅｌｄｅＳｏｌａＰｏｏｌ）在《技术的自由》（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一书中，最早提出媒介融合的概念。普尔的媒
介融合，主要是基于数字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媒体介质之

间的融合，并预言这必将成为一种趋势。

本文所说的“媒介融合”，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媒体

的内容、介质、渠道及终端的融合，报网融合、数字电视、

网上广播、３Ｇ手机、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
介融合的具体例子。其本质在于消费者可以通过基于网

络的便携终端，获取各自所需的信息与服务。

２．２　党报
本文所说的“党报”，除特别说明外，专指中国共产党

在全国执政后的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州、

盟）三级委员会机关报［４］７７。实际上，我国仍存在少量的

县（市、旗）级党报———主要是民族自治县（市、旗）的报纸

及民族文字报纸。２００３年中国报刊治理整顿，新闻出版
总署规定：“县（市、旗）和城市区不办报刊，已办的要停

办。对解放前由我党创办的报纸，民族自治县（市、旗）的

报纸及民族文字报纸，予以保留等。

２．３　报业集团
报业集团是企业集团的一种形式，是以报纸为核心，

以报业和带有报业外延性质的实业为主体，兼营其它非

报业经济实体的经济联合体。在我国现阶段，报业集团

必然是以党报为龙头的企业集团，如人民日报报业集团、

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南方报业集团、新华日报报业集

团等。

２．４　传统型媒体
是相对于近几年兴起的网络媒体而言的，以传统的

大众传播方式即通过某种机械装置定期向社会公众发布

信息或提供教育娱乐的交流活动的媒体，主要包括报刊、

广播、电视三种。本文所说的“传统媒体”，多指平面媒体

中的党报这种传播载体。

２．５　现代型媒体
本文所说的现代型媒体，是指基于平面媒体、电子媒

体、网络媒体的文化传播系统的总称，其最大特点是网络

互联互通，信息资源共享，能为受众提供包含语言文字符

号和非语言文字符号等在内的多种信息服务。

２．６　新主流媒体
《新京报》社长戴自更称，基于“把职业报人新闻理想

和职业经理人的营销理念统一起来，把深厚的新闻底蕴

和强烈的市场意识统一起来”（汤耀国：《市民报与“新主

流媒体”》）的理念，新主流媒体应该是介于严肃的政党报

和大众化的通俗的都市报之间的综合性城市日报［５］。

２．７　新媒体
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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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线网络等

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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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和娱乐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如数字杂志、数字报

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桌面视窗、数字

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新媒体具有交互性与即时

性、海量性与共享性、多媒体与超文本、个性化与社群化

等特征。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

体”。

２．８　自媒体（ＷｅＭｅｄｉａ）
“自媒体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

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

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自媒体．ｈｔ
ｔｐ：／／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ｖｉｅｗ／４５３５３．ｈｔｍ／２０１０－４－１２．）主
要包括博客、ＳＮＳ、个人日志、个人主页、个人微博等。其
中最有代表性的托管平台是美国的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和 Ｔｗｉｔｔｅｒ，
中国的Ｑｚｏｎｅ和Ｗｅｉｂｏ等。
２．９　全媒体（ｏｍｎｉｍｅｄｉａ）

南京政治学院周洋认为，“全媒体”是媒体走向融合

后“跨媒介”的产物。具体来说，是指“综合运用各种表现

形式，如文、图、声、光、电，来全方位、立体地展示传播内

容，同时通过文字、声像、网络、通信等传播手段来传输的

一种新的传播形态。［６］”它是信息、通讯及网络技术条件

下各种媒介实现深度融合的结果。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

院彭兰认为，全媒体化“是指一种业务运作的整体模式与

策略，即运用所有媒体手段和平台来构建大的报道体系。

单一报道仍然可以是单媒体、单平台、单落点的。但是它

们共同组成一个大的报道系统。从总体上看，报道便不

再是单落点、单形态、单平台的，而是在多平台上进行多

落点、多形态的传播。报纸、广播、电视与网络是这个报

道体系的共同组成部分。”周洋的观点被称为“传播形态

说”，彭兰的观点被称为“运营理念（模式）说”。我们认

为，应该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才是当前对于全媒体比较

完整的认识。

２．１０　全媒体记者
所谓“全媒体记者”，其基本要求是能够利用一切传

播技术为采访服务，能够根据媒体的不同特点，分别为平

面媒体、电子媒体和网络媒体提供稿件。现在，“全媒体

记者”模式及与其伴生的内容共享机制，正在广州日报报

业集团、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烟台日报传媒集团等推广。

３　研究内容、意义与创新点
本研究的内容主要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挑

战与机遇———媒体融合下党报的业态现状”；第二部分是

“传统型向现代型———媒体融合下党报的转型升级”；第

三部分是“增强核心竞争力———媒体融合下党报的历史

方位”；第四部分是“全媒体经营———党报发展的未来之

路”。本研究以“党报的业态现状分析”为前提和逻辑起

点，阐述媒介融合条件下党报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以“传

统型向现代型的转换”为主体，实现媒介融合条件下党报

的转型升级；以“增强核心竞争力”为重心，锚定媒介融合

条件下党报的历史方位；以“全媒体经营”为目标和落脚

点，积极探索和稳步推进党报的全媒体发展。最终实现

党报的理性变革，形成新的党报业态。以上环节环环相

扣，逐步深化，形成了研究思路的主轴。这条主轴，较好

地回答了媒体融合条件下党报“转什么型，怎样转型？定

什么位，怎样定位？怎样实现科学发展？实现怎样的科

学发展？”等问题。

本研究在媒介融合的视域中对党报进行观照，有助

于把握当下党报的转型定位与发展方向，推进对党报地

位功能的再认识，为党报采取怎样的框架与逻辑应对当

下的严峻局面，以新的传播理念和技术重塑党报出版业

态，提供了理论支撑；进而为推动党报由传统型向现代型

的战略转型，打造舆论引导新格局，提供一种有战略价值

的思维范式。最核心的价值在于为高层决策者谋划有中

国特色的媒介融合之路提供借鉴，为确保党的意识形态

安全服务。

本研究创新点在于：第一，选题好，对媒介融合下党

报的转型定位与发展方向进行专题研究。当前的研究，

聚焦于媒介融合的多，聚焦于媒介融合下泛媒体的生态

现状与发展对策的多，但把党报单独析出并进行专题研

究的并不多见，至少是力量不强。党报是我们党、政府和

人民的喉舌，是我们重要的执政资源，是当仁不让的主流

媒体。党报的发展关乎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

利益，关乎我们的国家形象。在这样一个传媒环境日新

月异的时代，亟需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加大对党

报发展的关注和投入。第二，视野广，把研究视野扩大到

党报的历史作用、现实定位与未来发展等。媒介融合条

件下党报的转型定位与科学发展，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在此基础上，将研究的领域延伸到党报的历史作用与未

来发展，并借鉴国外主流媒体的先进做法，将本研究推进

到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研究成果对新媒体格局下党报

的发展具有更深层次的参考价值。不足之处在于：由于

我国党报体制的特殊性，导致了党报在我国传媒业中的

特殊地位（领头羊作用），一些关于媒介融合下党报的转

型定位、发展对策研究，似乎也适用于普通的平面媒体，

这在下一步的研究中需要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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